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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人文沙澧人文沙澧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脉
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示地
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沙澧美
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

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化的
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活
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相关的非

遗、老字号及老手艺，介绍其不
断传承发展的制作技艺；从古
籍、地方史志、诗词、民谣记载
的漯河美食中，发现传统饮食蕴
含的深厚文化。

稿件要求 1500 字以内，文
笔朴素平实，侧重于对传统文
化和历史文化的挖掘，展现漯
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李华强
我们常说一个人“体形”太

胖，又说一个人“体型”不匀称。
同样描述人的形体特征，为什么用
不同的字呢？要弄清其中的缘由，
就需要从“形”和“型”上进行分
析。

《说 文 解 字 · 彡 （shān）
部》：“形，象形也。从彡，幵
（jiān）声。”分析“形”就要了解
部首字“彡”。《说文解字》 对

“彡”的解释是“毛、饰、画、文
也”。“彡”指毛发、彩饰、笔画、
花纹之类的物体。“形”是形声
字，“彡”作形旁，表示其意义跟
饰、画有关；“幵”作声旁，表示
其读音，后“幵”隶变作“开”。
本义指绘画事物的形状。因为

“形”描绘的是一个事物的平面
图，所以现代汉语中含有“形”的
词大都与事物的形状、样貌有关，
如圆形、方形、图形、原形、形态
等；还引申指形体、实体，如有
形、形影等。

《说文解字·土部》：“型，铸

器之法也。从土，刑声。”“型”是
形声兼会意字，“土”作形旁，表
示与土制器具有关；“刑”作声
旁，表示其读音，兼表示法则、型
制的意思，本义指铸造器物的模子
如砂型、纸型等。清代段玉裁在其
下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
笵，以土曰型。”引申指模型、造
型，如：为彰显许慎对中华字学的
开山之功，漯河许慎文化园建设了
由两个“字”的造型构成形似牌坊
的建筑，从前后左右看均像立体化
的“字”，故称“字型牌坊”。因为

“型”塑造的是一个事物的立体模
型，所以现代汉语中含有“型”的
词大都与事物的类型、式样有关，
如典型、定型、新型、造型、血
型、型号等。

追溯“形”和“型”的本义及
其引申义，“形”侧重于形状。“体
形”强调身体的外貌形态，主要指
人的高低、胖瘦等。“型”侧重于
类型。“体型”强调人的整体特
征，主要指人体各部分之间的比
例。

杨再兴铜像（水彩） 王红岩 画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我喜欢收藏很多年了。平时与各地

藏友交流时看到有关漯河的藏品，我就
赶紧想办法收藏。”近日，在召陵区宿寨
文化馆，该馆负责人何永生向来参观的
游客介绍。

据了解，该馆清明节期间游客人数
和往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游客以散客
为主，很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的。外
地游客数量远超本地游客。

“我们仨专程从许昌赶来。”魏先生
说，“太震撼了！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这
么多翔实的历史资料和丰富的藏品。个
人能收藏这么多藏品真不容易。”

何永生以前在外地做生意，收藏是
业余爱好。2019年他回到家乡，利用自
家院子建起宿寨文化馆，专门用来展示
自己的藏品，以促进民间文化交流并弘
扬红色文化。

“我有上万件藏品，其中大多数是红
色藏品。”何永生说，“这些藏品有购买
的，有藏友赠送的，也有和藏友交换
的。它们见证了一段段历史，应该让更
多人看到。”

在文化馆一楼，徽章、证件、照片
等藏品被分门别类放置在玻璃柜内。每
一件藏品旁都有介绍其名称及背后故事
的标签。

一枚三角形的校徽摆放在显眼位
置，上面有“励行”的字样，吸引了大
家的关注。何永生介绍，这是漯河励行
中学的校徽。漯河励行中学是爱国人士
高靖侯于1934年秋创办的一所私立中
学。高靖侯是河南项城人，早年为寻求

救国真理远赴日本求学。1934年夏，高
靖侯来到漯河筹建励行中学。他请来了
名誉校长，聘请社会名流做校董，择定
校址（今漯河二中），独自出资，建校
舍、置校具、聘教师。曾有数名中国共
产党党员在此任教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漯河励行中学小队，引导一大批
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谈及漯河励行中学的历史，何永生
打开了话匣子。“这是不断深入学习的结
果。”何永生说，“只有学得越多，才能
更好地了解藏品价值、发现更多珍贵藏

品。7年前，我在一位藏友的微信朋友
圈看到这枚励行中学校徽，交涉半年才
得到它。”

灰瓦、凉亭、绿树、奇石等错落有
致，花草随风摇曳。宿寨文化馆后院古
色古香、雅致清幽。院子正中立着一尊
孔子雕像，一面墙壁上写有“孔园”字
样。何永生告诉记者，他为后院起名

“孔子文化园”，主要是为了传承孔子文
化。他经常组织周边村庄的孩子在此晨
读，让孩子们通过学习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宿寨文化馆的二楼也悬挂着孔子
像，摆放着与孔子有关的书籍、图片及
相关历史藏品，处处弥漫着浓郁的文化
气息。何永生介绍，孔子周游列国时途
经宿寨，众弟子席地而坐，聆听圣人抚
琴，并在此借宿。为纪念孔子曾在此住
宿，后人将村名改为“宿寨”。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孔
子的思想、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何永生
说，宿寨文化馆建成后，每年接待研
学、观光旅游人员5000人次，为村庄注
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宿寨文化馆先后被命名为召陵区中
共党史教育基地、召陵区家风家教示范
基地、召陵区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河
南省级“四美”小院。何永生被评为省
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

随着漯河幸福乡村游 5 号线的开
通，前来宿寨文化馆参观和学习的人
更多了。但何永生并不满足于这些。
他有更长远的规划：要带动更多村民
致富，促进文农旅融合发展。“穆杨的
葱，鲍庄的蒜，呼雷张的甜秫秆，枯
河的好鸭蛋……”何永生说，老窝镇
紧临沙河，特色农业蓬勃发展，花
生、辣椒、大蒜等农产品远近闻名。
他要以文艺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促
进文艺繁荣；大力培植旅游项目，利
用旅游资源充分发挥老窝乃至召陵的
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的优势，开发精
优特农产品文创项目，搞好文农旅文
创产品，把召陵的优质农产品推销出
去，促进乡村振兴。

挖掘特色资源 促进文农旅融合发展
何
永
生
介
绍
他
的
藏
品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王建（公元847年~918年），字光

图，前蜀的开国皇帝，许州舞阳（今漯
河市舞阳县）人。4月2日，记者来到舞
阳县文峰乡王常岗村，探寻被历史尘封
的帝王轶事。

据了解，王常岗村又名王城岗、望
城岗。因该村地处岗上，且居民以王姓
居多，故有此名。如今，原村落旧址已
经拆迁改建为舞阳王城公园。一路上花
红柳绿、麦苗青翠，暖风轻抚着脸庞，
鸟鸣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伴着记

者一路前行。从村东王城
公园的牌坊入园，行约百
十米，记者便来到了前蜀
高祖王建的衣冠墓及蜀王
殿。

根据记载，王建的祖
辈以做饼为生，但他却以
屠宰耕牛、贩运私盐为
业。因家中排行第八，他
被乡里戏称为“贼王八”。

后王建投忠武军 （治
今河南许昌），因骁勇善
战，逐渐升迁。黄巢起
义，僖宗奔蜀，王建等率
军勤王，号“随驾五都”，
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多立战
功。

公元891年8月，历经
三年征战，叛唐将领陈敬
瑄开城投降，王建入驻成
都。唐昭宗任命王建为检
校司徒、成都尹、管内观
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
职，由此奠定了其蜀地军
政首脑的地位。公元897

年，王建兼并东川（治今四川三台）。公
元902年，取山南西道（今陕西汉中一
带）。公元903年受封蜀王。公元907年
唐亡，朱全忠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王
建据蜀称帝，定都成都，史称前蜀。公
元 918 年，王建病逝，其幼子王衍继
位。公元925年，前蜀为后唐所灭。王
氏父子二世治蜀共约35年。

20世纪40年代，一处墓葬群被发
现，也让这位前蜀的开国皇帝王建为更
多人知晓。为更加深入探访被历史尘封
的人文故事，记者曾到位于四川省成都

市的永陵，拜谒在这里长眠千年的老
乡。

陵园大门前立着两只肃穆的石
狮，陵园内松柏苍翠、竹林幽幽。据
永陵的讲解人员介绍，永陵是迄今所
知唯一的墓室修筑在地表之上的帝王
陵墓。与其他皇陵多是在地下挖掘墓
穴、修筑地宫，然后覆盖上厚厚的封
土堆不同，永陵是先在平地上用石材
垒砌起墓室，然后再以封土遮盖而
成。历时千余年完好无损，永陵堪称
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典范。地宫中室
棺床四周雕刻的“二十四乐伎”生动
地再现了五代时期的宫廷乐舞场面，
棺床东、西两侧圆雕的抬棺十二力
士，与棺床二十四乐伎形成刚与柔的
完美融合。永陵石刻的表现内容丰
富，雕刻手法多样，其精致与华贵在
现存五代石刻中首屈一指。永陵随葬
品，如玉大带、玉册、宝、各类银器
等，均属极为难得的皇家珍宝，其中
王建石像与玉大带被评定为国宝级文
物。1961年，永陵被国务院公布为首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
期。王建入蜀后，以今四川阆中地区为
根据地，逐步扩大势力，最终立国称
帝。史称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

生谈论，颇解其理”。当时唐朝士族多避
乱在蜀，王建求贤举能，礼而用之，故
典章制度“有唐之遗风”。前蜀社会也因
之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等得到较大发
展。

当时，唐末天下大乱，王建称帝时
已是六旬老人。他虽出身寒微，但对世
家大族和文人士子都非常尊重，关中和
中原士人纷纷前来投奔，四川一时冠盖
云集，一跃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他从
夺得西川开始，就利用蜀地优越的自然
条件，采取休养生息、劝课农桑、轻徭
薄赋等保境安民的策略，使其统治区域
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持续发
展。蜀地经过他的治理很快富庶繁荣，
各地人士不远千里来此避乱。当时中原
地区战乱频仍，但西蜀偏安一隅，成为
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且两蜀时的商业
活动并不限于境内州县，与其他割据政
权乃至外国均有贸易往来，如王建就曾
与陕西岐王及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开展茶
马交易。

“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
飞。”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帝王将相
不知繁多。在当时的乱世，王建这位从
舞阳走出的帝王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富
庶繁荣、弦歌不辍的景象，让后人铭
记。

王建：从舞阳走出去的帝王

■于富海
在沙河调还叫“本地梆”时，漯河

“五班戏”班里和王文才齐名的，就是名
净李顺先生的授业恩师陈铁头。

关于陈铁头，现在能见的资料几乎
没有。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又是什么时
间学戏并搭班唱戏，这些基本信息就连
当年编撰的《漯河戏剧志》上都没有记
载。所以，他在沙澧河岸留下的只是些
传闻。

陈铁头是“五班戏”早年的台柱子
之一，工净行。他身材魁伟、嗓音浑
厚，梆子戏唱“黑头”必备的“虎音”
更是声震屋瓦。他饰演的包公形神兼
具。传闻曾有观众在看过他的戏后，竟
跑到戏班求其为民申冤。

陈铁头的出道颇有些传奇色彩。
说是在一次春会上，“五班戏”要和

另一个班子唱对台戏。正会那天，戏主
提出要看《铡美案》。“五班戏”班里行
当齐全，平常就以演“袍带戏”为主，
以“黑头”为主的《铡美案》更是常演
剧目。于是，班子里的四梁八柱就按行

当领了各自的角色扮戏。那时饰演包公
的是班子里另一位专演此戏的角。他在
班子里虽算不上一流，但因净行的独
特，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在所有的
角色都按要求准备妥当，只等开台锣鼓
打罢粉墨登场的时候，戏班最忌讳的事
情发生了——那位唱“黑头”的角突然
称病不能出演了。

水牌已经挂出，此时再临时换戏显
然已不可能。戏班里有“救戏如救火”
之说，然而此时的“五班戏”里却没有
能临时救场之人。演出眼看就要“塌
台”。就在此时，平常在戏班子里专门做
饭的陈铁头缓缓走到后台，对班主说：

“既然替角找不到，不妨让我试试。”
当时，戏班子里包括班主在内的所

有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平时
只会做饭的伙夫居然会唱戏，还毛遂自
荐唱一般演员都不敢涉猎的“黑头”！要
知道这个行当不但要有特殊的嗓音和功
架，而且要有一定的外在条件。大家仔
细打量着陈铁头——剃着光头，硕大的
脑袋倒真的能开出个包公脸谱；膀大腰

圆，包公专属的“黑蟒”就像专为他定
制的。

死马就当活马医吧！班主横下心
来，于是吩咐前边上场的演员人为地拖
延时间，以便为后台临时顶替的陈铁头
争取化妆时间。

也就在这时大家才发现，陈铁头竟
不是众人想象中的“生坯子”，而是熟练
地勾脸、扮相。片刻工夫，一个活脱脱
的包公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此时，前台恰恰该包公出场。早已
扮好的四个龙套依次出场亮相。一声禀
报之后，幕后竟传来了惊雷般的声音：

“落轿！”
台上所有人和台下观众同时被惊呆

了。大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未演过戏
的陈铁头能适时发出那惊艳的一声。总
之，一声过后，如雷的掌声便响了起来。

一阵激越的锣鼓声中，令人望而生
畏的包公出场亮相……

从此，一个名叫陈铁头的人一举成
为沙澧河岸边万众瞩目的明星。

其实，戏曲演员不管有什么样的天

赋，都必须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上
台。陈铁头应该是一个学过戏甚至在别
的戏班已经有过相当成熟舞台经验的演
员，只不过还没有机会展示自己。

总之，陈铁头成功了，一次救场让
这个伙夫一炮走红，并且在以后的日子
里竟和班主王文才齐名，被观众并称为

“黑红二将”。曾经的一段时间，在沙河
流域，王、陈二人决定了戏价的高低。
说是有王文才出场，戏价就加一倍；而
陈铁头不出场，戏价就降一倍。由此可
见，一个伙夫临时救场之后便能在戏班
和观众心目中有这样的地位，陈铁头一
定有他的过人之处。要不然李顺先生入
班后，他那在净行极负盛名的父亲和叔
父就力主他拜在陈铁头门下学艺，这才
成就了李顺先生一生“活判官”的美誉。

现实中陈铁头是什么时间学的戏，
又师从何人，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正如
许多有名或无名的艺术家，人们或许已
经忘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所传承的文
化就像默默流淌的沙澧河水，流过昨
天，流过今天，流向明天……

陈铁头传奇

永陵地宫内的王建真容石刻像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4月
13日下午，沙澧诗词协会组织会员
到西城区采风，游览水韵西城的美
丽风光并进行主题创作。二十余名
会员参加活动。

作为城市经济核心区、城市
建设新名片，西城区精心做好
河、湖、桥、绿“四篇文章”，建
设高标准游园，打通环城水系，
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让市
民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当天

下午，会员乘坐游船沿西城区环
城水系游览。水面波光粼粼，两
岸绿树掩映、高楼林立、繁花似
锦，“城在水中映、水在绿中行、
人在画中游”的美丽画卷让大家
沉醉不已。会员纷纷表示，要努
力进行创作，写出高质量、高品
位的诗词作品，以诗词、诗歌等
形式讲述西城故事，展现西城之
美，为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
贡献力量。

沙澧诗词协会到西城区采风

“体形”与“体型”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 4月
12日，随着征集启事的发出，市纪
委监委、市文联联合开展的“清风
漯河 廉润沙澧”文艺作品征集评
选活动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征集
近两年 （2022年以来） 创作完成
的书法、美术、摄影、微视频和
文学五类各100个文艺作品。其中
书法类作品以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治国理
政重要论述，以及廉洁文化格言
警句、对联诗词等为主要内容，
书体可为篆、隶、楷、行、草。

美术类作品内容以新修订的 《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为重点
进行创作，国画、油画、农民
画、漫画及设计、工艺美术作品
均可申报。摄影类作品应明确反
映征集主题，有视觉美和感染
力。文学类作品题材为微小说
（小小说），内容紧扣全面从严治
党和自我革命主题，讴歌真善
美，贬斥假恶丑，弘扬主旋律，
咏赞新时代。

据悉，此次征集活动截止时间
为5月10日，各县区、各单位均可
组织申报。

“清风漯河 廉润沙澧”文艺作品
征集评选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