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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2月25日，源汇区问十乡陶桥村文

化广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该乡第
三届民间艺术大赛在这里举行。

演出现场，随着音乐响起，陶桥村
广场舞队十余名女队员身着红色“战
袍”上场，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划一。
她们随着音乐舞动，不断变换队形。场
外，观众沉浸其中，不时为她们精彩的
表演送上掌声、欢呼声。

“为了呈现最好的状态，队员排练
了一个多月。节目是我们自编、自导、
自演的，重在参与。”比赛结束后，陶
桥村广场舞队负责人、陶桥村文化专干
张会告诉记者。

“跳舞能强身健体、增进邻里感
情。我们每天晚上吃了饭就来这儿跳跳
舞、唱唱歌，感觉更年轻、更健康
了。”广场舞队队员王女士说，她是一
名“80后”宝妈，平日里除了准备一
日三餐、接送两个孩子，一天内有四
五个小时没事干。当张会找到她，说
村里成立了文化合作社，要组织大家
跳舞的时候，王女士很高兴。自从参
加了文化合作社，她的空余时间都在
学习跳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充实了
生活，精神状态好多了。广场舞队的
大多数队员情况和王女士相似，因为
照顾家庭而放弃了上班。陶桥村文化
合作社的成立，为她们的生活增添了
色彩。

“陶桥村文化合作社还有书法、绘
画、戏曲、民间艺术等合作分社。大家
聚在一起交流，很开心。”陶桥村文化
合作社社员陶景灿告诉记者，他平时爱
唱戏，戏曲合作社成立后，村里的戏曲
爱好者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唱两段。戏
曲专业老师定期到村里授课，提升了大

家的戏曲水平，吸引了周边不少戏曲爱
好者加入。

“陶桥村借助文化阵地成立文化合
作社，发挥本村状元文化特色，传承好
家训，发扬好家风。村里组织各合作分
社成员互帮互学，大力培养文艺骨干和
文艺爱好者，引导更多文化志愿者参与
文化合作社各项活动，逐步实现由‘送
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文艺表
演、书画交流、读书分享、戏曲培
训……如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
了许多村民参与。前不久，陶桥村文化
合作社被命名为2023年河南省示范性
乡村文化合作社。”陶桥村文化合作社
社长、陶桥村党支部书记陶军华介绍。

陶桥村地处问十乡西北部，北靠唐

河，与舞阳隔河相望，生态环境优
美。明朝初期，陶桥村的先人自山西
洪洞县行至唐河湾时，发现此处环境
优美，三面环水，便在此处繁衍生
息。因附近的唐河有座涨水没、落水
现的石桥，故村子被称为陶桥村。后
有申姓人迁移至此，陶、申形成村中
两大主姓。相传，村子所在地曾是孔
子游学讲学处。

在陶桥村，潺潺的小河、幽雅的游
园、整洁的道路、宁静的小院勾勒出一
幅美丽的风景画，以“耕读传家”“博
览群书”“勤学好问”等为主题的文化
墙随处可见。

陶桥村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
特色村、河南省人居环境示范村、漯河

市生态文明示范村、漯河市美丽乡村
等。“我们村风景优美，文化底蕴厚
重，村民不比吃穿比学习。”陶军华告
诉记者，该村一直崇文重教，是远近
闻名的“状元村”。近年来，陶桥村先
后走出了13名博士研究生、24名硕士
研究生、近300名本科及大中专院校学
生。

陶桥村文化合作社成立后，积极盘
活村内古民居资源，将古民居打造成陶
桥村文化大院，包含申进贤艺术馆、
乡村振兴馆、综合培训室、农家书
屋、党建馆5个场馆，总面积900平方
米。如今，陶桥村文化大院被打造成
别具特色的村级综合性文化合作社教
育基地，为社员组织活动、培训学习
提供了场地。

陶桥村文化合作社不断挖掘状元
文化、乡贤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积
极培养基层文化志愿者队伍。文艺团
队、戏曲团队、青年文化志愿服务团
等团体发展迅速，文化合作社进一步
发展壮大。目前，陶桥村文化合作社
注册社员320余人。从陶桥村走出去
的书画名家申进贤不仅为村里捐赠了
《唐诗三百首》 百米小楷长卷等作
品，还定期到村里指导书法爱好者练
习书法。书法家陶秋阳为村里捐赠了
苏东坡 《赤壁赋》拓片等珍贵的书画
作品。

“乡贤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对发展好
村文化合作社更有信心。”陶桥村驻村
第一书记黄留洋表示，下一步，陶桥
村将依托村文化合作社，进一步深挖
陶桥村状元文化、乡贤文化、红色文
化资源，开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
教育体验等项目，促进“三产”融合
发展。

问十乡陶桥村文化合作社

依托资源优势 深挖文化内涵

■高 萌
今年是甲辰龙年。龙自古即

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文化
中极为古老而又尊贵的祥瑞之
兽。市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2000
多件，其中有不同质地龙纹图案
文物数件。这些文物上“龙态”
各异，有的昂首长啸，有的云龙
盘绕，展现了龙的神秘与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龙文物、
品味龙文化吧。

龙首铜熏炉 （汉），通高15.8
厘米，口径 11.2 厘米，底径 8 厘
米。

炉盖镂雕成云气纹，盖钮呈
昂首、张口、眦目的龙首状，炉
盘较深，子口内收，斜肩，鼓腹
下收，细柄，座为圈足成喇叭状。

龙首柄铜熨斗（汉），口径15
厘米，通柄长31.9厘米。

斗体呈圆形，直口，折沿，
浅腹。柄端呈龙首状。

白釉双龙尊 （唐），高 42 厘
米，腹围 24.5 厘米，底径 11.5 厘
米。

盘口，细颈，丰肩，腹下
收，平底，口、肩部附对称双龙
耳，通体施白釉。

双龙纹菱式铜镜 （宋），直径
9厘米，厚0.4厘米。

该镜呈八出菱花形，镜背为
半球形钮，以钮为中心，饰二对
称头向相反的蟠龙图案。

龙 纹 陶 范 （金）， 长 3.6 厘
米、宽3.4厘米、厚0.9厘米。

该范呈圆形，主题纹饰雕刻
成盘龙状，张口、舞爪、眦目前
视，通体饰鳞纹。龙爪、鳞纹雕
刻细腻。

珐华釉龙纹香炉 （明），口径
10.5厘米，高12.7厘米。

盘口，束颈，鼓腹下收，平
底内凹，肩口部附对称长方形立
耳，腹部塑浅浮雕对称龙纹图
案，下承三矮扁足，泥质红胎，
蓝釉大部分脱落。

哥釉贴塑龙纹瓷瓶 （清），口
径18厘米，足径18厘米，高56.2
厘米。

敞口，平沿，束颈，鼓腹斜
收，平底外撇。颈部贴塑一对褐
色干枝梅耳，颈至腹部一侧贴塑
黑釉二龙戏珠，另一侧贴塑瑞鸟
衔绶图案。通体施白釉，开片大
小不一。 作者单位：市博物馆

赏龙文物 品龙文化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记
者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
近日，在河南省轻工业行业协会
主办的第二届河南省工艺美术精
品“琢百花杯”手工原创作品展
评销会上，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省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陈明杰现代剪
纸工作室选送的剪纸小楷作品荣
获金奖，剪纸作品 《八彩门神》
被认定为第三届“河南礼物”奖。

据介绍，此次展评销会汇
集了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精品
佳作。

陈明杰表示，陈明杰现代剪
纸工作室将秉持创新理念，不断
探索剪纸艺术，为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他期待更多人了解和感受到剪纸
艺术的独特魅力，共同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届河南省工艺美术精品“琢百花杯”
手工原创作品展评销会举办

陈明杰剪纸作品获金奖

2月25日，陶桥村广场舞队在问十乡第三届民间艺术大赛现场表演节目。

《八彩门神》。 陈明杰提供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3月2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泰山中

路社区联合市兰花协会在泰山中路社区居
委会一楼大厅举办春兰赏花交流会，集中
展示该协会会员精心培育的春兰，吸引了
众多兰花爱好者前来赏兰、品兰、闻兰。

当天上午9点，春兰赏花交流会现场
热闹非凡。100多盆品种不同、形态各异
的兰花分为两列，整齐地摆放在展台上。
一株株绽放的兰花散发出的阵阵幽香在整
个会场弥漫，令人沉醉其中。参加交流会
的市民或赏花闻香，或交流心得，或拍照
留念。

“这株‘女儿红’开得太漂亮了！您
是怎么养的？”“修剪的时候一定得小心。
肥料不能多，怕暴晒。”交流会上，兰花
爱好者边欣赏边交流栽种经验。

典雅高洁、幽香四溢的兰花竞相绽
放，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兰花给人
一种超凡脱俗、清新优雅的感觉。看到
这么美的兰花，我心情非常舒畅，必须

记录下来。”摄影爱好者常青兴奋地
说。

“春兰的品种很多，对生长环境要求
很高。会员送来参展的每一盆春兰都是精
心培育出来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和美
感。”市兰花协会秘书长赵遂山说，春兰
赏花交流会可以让大家以花为媒、以兰会
友，交流养花心得和栽培技术。

“此次春兰赏花交流会就是为了满足
兰花爱好者赏花、闻香、品兰、交流经验
的需求。收到交流会的通知后，会员的参
与热情很高，踊跃参展。”市兰花协会会
长孟金洲说，此次活动为期两天，共展出
精品兰花、菖蒲、竹子等案头小品108
盆，旨在通过交流会进行兰花品种、养护
知识宣传，让兰花养护知识被更多市民了
解，让兰花走进更多市民家中。

“我们正在筹备蕙兰展，将于3月下
旬举办。届时，欢迎大家前来观赏。”孟
金洲说。

以兰会友 共赴盛会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3 月 1
日，记者了解到，我市作家马文创作的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一书，由北京
中诚博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荐给全球
华人出版社，于近日在新加坡出版发
行。

这是继台湾出版繁体字长篇小说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 和 《今古传
奇》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陈星聚抗法保

台》、台北杂志《中原文献》连载长篇
小说《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后，宣传
民族英雄——清朝台北知府陈星聚保家
卫国事迹的又一行动。

据了解，该书在全球华人出版社出
版时被更名为《铁血英魂——台北知府
陈星聚传奇》，进一步突出了陈星聚身
先士卒、浴血奋战的精神。

据介绍，全球华人出版社是世界各

地华人进行文化交流研究的纽带和桥
梁，也是世界华人宣传中华文明的重要
阵地，更是介绍、推广华人文学业绩的
重要窗口。2023年，全球华人出版社
与河北中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
中诚博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中书
文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同
向海内外华人推荐优秀作品，让世界华
人进一步了解祖国的优秀文艺作品。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在新加坡出版

戴金昉 书

参加春兰赏花交流会的市民在赏花、拍照。

■尹戴忠
现代社会商业繁荣，大街小巷商铺

林立，商业招牌琳琅满目。汉字作为形
体表意符号，被广泛应用到商业招牌中。

《韩非子》有“为酒甚美，县帜甚
高”的记载，《晏子春秋》有“人有酤
酒者……置表甚长”的记载。其中的

“帜”“表”就是酒旗类物象招幌，是当
前可以考证的最早的行业标识。酒旗最
初是无字的布帘，高悬在酒店门前，从
远处便可望见，因而又称“望子”，也叫

“幌子”。后世各类商业幌子都由酒旗衍变
发展而来，有“形象幌”“实物幌”“象征
幌”“文字幌”等。

“文字幌”就是汉字招牌的前身。
最初仅有一字，如当铺写“当”字、米
铺写“米”字。随着商业发展，商家通
过增加招牌上的汉字来体现差异，如

《清明上河图》 中就有“赵太丞家药
铺”“刘三叔精装字画”等多字招牌。

汉字招牌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循名责实型。通常以“地域名/店

主姓名+商品”的形式命名，如“北京
烤鸭”“沙县小吃”等。

寓意吉祥型。招牌文字包含吉祥美
好的寓意，如“东来顺”取“来自京
东，一切顺利”之意。

历史典故型。有些招牌蕴含人文故
事。如内蒙古的“王傻子猪手”，始于
清朝嘉庆年间有个叫王连立的开的“王
记熏肉”店。王连立乐善好施，有钱
的、没钱的都能进店吃肉。县太爷觉得
此等傻事无人可为，私巡后发现确有其
事，便送其外号“王傻子”。

个性特征型。有些商店招牌源于所
售商品的与众不同。如长沙的“双燕

楼”，因其馄饨尾部形如燕尾而得名。
诙谐幽默型。招牌中使用谐音，给

人留下联想空间。如卖服装的店有“百
衣 （依） 百顺”，卖食物的店有“食
（时）来运转”等。

自夸自信型。在招牌中冠以“天下
第一”等字样，以此标明自家商品质量
最好，如“天下第一面”等。

俗言口语型。有些招牌使用俗言口
语，如“他大舅他二舅面馆”等。

外语音译型。随着国际交流的加
深，跨国企业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开店营
业。人们常见的音译招牌有“肯德基”

“麦当劳”“必胜客”等。
异彩纷呈的汉字招牌犹如一件件民

间工艺品，陈列于各地城镇街市中，成
为一幅幅常看常新的民俗画卷。

据《光明日报》

千姿百态的汉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