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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震
近日，在“食全食美·漯在

其中”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
游宣传月活动全省民间工艺作品
展示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叶雕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

只见展台上摆放着数十件精
雕细刻的叶雕作品。这些作品或
栩栩如生，或意境深远，叶片薄
如蝉翼、柔韧如布。从内容上
来看，这些作品囊括了人物肖
像、纪实场景等。

“叶雕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
历史。周代就出现了叶雕。《吕
氏春秋》中记载，周成王将一片
桐叶削剪成圭状，戏言以桐叶封叔
虞。周公以‘天子无戏言’为
由，请他册封叔虞，最终成王封
叔虞于晋。这便是‘剪桐封虞’的
典故，也是我国最早的用树叶进
行雕刻的记载。”信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叶雕代表性传承人李昊
向大家介绍。

“今年是龙年，我创作了不
少有关龙题材的叶雕。”李昊拿
着“龙形福字”作品告诉记者，

“龙是瑞兽，代表着喜庆祥和。
在刻画细节上，龙的身形要求矫
健、灵活，眼神一定不能凶。”

自学习叶雕以来，李昊坚持
练习雕刻龙题材的作品，但仍经
常“翻车”。“一幅叶雕作品往往
需要经过选叶、采集、蒸煮、揉
制、修剪、锤压、浸泡、雕刻、
研磨、熨烫、漂白等60多道工序
才能完成。任何一道工序出现失
误都可能影响作品的质量。你
看，龙鳞的线条像头发丝一样
细，在雕刻时特别容易出现失
误。有时已经雕刻完了，在烘干
等环节也可能会出现差错，前功
尽弃。”李昊坦言。

对于叶雕的传承和发扬光
大，李昊也有自己的思考。他
说：“叶雕极其考验耐力，需要
持之以恒的韧性和一颗淡泊名利
之心。同时，也需要年轻人不断
研习新的技艺和手法，丰富作品
题材、提升作品展示效果。此
外，我们还要抓住各种机会，让
更多人接触、喜欢叶雕这一文化
瑰宝。”

叶片上绽放的艺术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日前，记者听说在郾城区

一所名为郭桥的偏远乡村小
学校园里藏着一通清代的石
碑——鲁正堂碑，距今已有近
200年的历史。这是一通什么样
的石碑？4月30日，记者前往
郭桥采访。

郭桥村位于郾城区李集镇
北，20世纪70年代分成郭东、
郭西两个村。郭桥学校位于郭
西村。沿李漯路向北，行车20
多分钟左转，一个静美的村庄
映入眼帘。

郭西村党支部书记鲁银安
就住在郭桥学校西隔壁。得知
记者来访，他又邀请了郭桥学
校教师刘艳玲陪同采访。

“别看我们学校不大，可它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呢。”刘艳玲骄傲地说。据介
绍，郭桥学校建于 1938 年，
1997 年撤中学，成为完全小
学，2018 年改建为寄宿制小
学。历经近百年，郭桥学校培养
了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

春雨无声。校园中漫步，
不知不觉打湿了衣裳。记者来
到校园东侧，只见鲁正堂碑在
雨水中更显沧桑。“鲁正堂碑全
名为‘特授郾城县正堂加五级
记录十次鲁’碑。当时这通碑
就扔在学校西屋前垫脚用。”鲁
银安讲起了鲁正堂碑的经历，
后来时任郭西村村干部鲁水林
等带人将这通石碑保管于郭西
村。

据了解，此碑为青石质，
圆首，碑身与碑首相连，高170
厘米、宽63厘米、厚10厘米，
碑文阴刻楷书。碑额15个字，
正文1442个字，总计1457个字
（又有一说为共1384个字）。

为何大家习惯叫鲁正堂碑
呢？正堂是明清时对府县等地
方正印官的称呼。这通碑为郾
城知县鲁杰于清道光三十年
（公元1850年）十二月二十七所
立，碑文内容于清咸丰元年
（公元 1851年）刻，故而很多
人称这块碑为“鲁正堂碑”“鲁
碑”“鲁杰碑”等。

记者查阅民国二十三年

《郾城县记》得知，鲁杰是顺天
宛平人（今北京宛平），其他不
详。记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官网查询，看到《题为遵旨
议奏准以鲁杰补授河南郾城县
知县事》的目录，纪年为道光
三十年四月十五。由此可以断
定鲁杰是道光三十年 （公元
1850年） 被任命为郾城知县。
另外，根据题为《奏为原参疏
防盗案摘顶勒缉郾城县知县鲁
杰等限内获犯请开复顶戴事》
一文，纪年为咸丰四年 （公元
1854年）九月十二，以及《题
为河南郾城县知县刘庆藜生母
病故例应丁忧事》，原纪年为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九月
初八，辅以《郾城县记》记载
的“茅嵩寿……咸丰六年 （公
元 1856 年 ） 任 郾 城 知 县
时……”大概可以推断出鲁杰
在郾城县任职时间约为道光三
十年至咸丰三年或四年。其他
事迹阙如。

碑额刻字为“特授郾城县
正 堂 加 五 级 记 录 十 次 鲁 ”。

“鲁”便是知县鲁杰，“特授”
是指超越常规授予某项官职。
鲁杰当时授正堂加五级记录十
次，屡受奖励记录加级。所谓

“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是清朝
的议叙制度，分为记录、加级
两种。最低奖赏叫记录一次，
依次记录三次或者三次以上者，
合为加一级；然后是加一级记录
一次、二次，加二级记录一次、
二次等等。清朝政府规定，对
官员的降调处罚一般与他们得
到的记录、加级奖励挂钩，二
者可以抵消。也就是一个奖励
记录可以抵消将来犯错后的处
罚。记录和加级都是用于议叙
官员的，有具体政绩才能记
录，有记录才能加级，有记
录、加级才能加衔。可见，鲁
杰在当时政绩斐然，对朝廷有
所贡献。

在中国的历史上，勒石立
碑的风尚经久不衰，承载诸多
文化信息，具有其特定的功
用。鲁正堂碑则是为规范当时
民间田宅交易市场秩序，针对
当时存在的匿契漏税、多索用
钱等弊端而发布的告示，记载
了当初详细制定的民间田宅交
易的有关规则，并通过六条定
则重新明确了产行和业户间的
相关权利和责任。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
肃羽在《郑州大学学报》2021
年第一期发布的《鲁杰碑与清
代县衙规条研究》 一文中认
为，鲁正堂碑是一通典型的法
律类公文告示碑，呈现了从道
光到咸丰年间河南郾城县民间
田宅交易管理的县衙规条。

王肃羽还在文中写道，该
碑刻的有关民间田宅买卖契约
交易管理的六条定则不仅契约

内容翔实、信息量大，而且特
色鲜明。其中关于民间买卖田
宅的契约使用、田地高下的规
定、投税过割的要求、产行事
务与用钱抽取、违规罚则等内
容，都是难得一见的清代县衙
有关民间田宅交易管理的详细
规条，属于清代县衙行政过程
中产生的行政公文类成案，具
有独特的法律史研究价值，为
研究清代土地买卖的变化和清
代中后期土地交易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史料，对研究清代中后
期的社会经济有重要意义。

该碑告示中有关田宅交易
的六条定则如下：

一、民间买卖田宅，产行
抽取用钱，卖主一分，每价一
千，取钱十文；买主二分，每
价一千，取钱二十文。自此以
后 ， 永 为 定 规 。 倘 敢 勒 掯 多
索，许业户首告，立拘该产行
到案讯实，在(应为“再”)于该
保地方枷号一个月示众，满日
重责四十板。被控二次，枷示
责革不准充行。

二、产行原为稽查漏税而
设，典当田宅例不投税，亦不
过割，恐有以买作当，希图匿
税，一经查出，除将该业户追半
价入官外，定将业户、产行一并
从重究惩。然典当田宅投行，盖
戳随便给用，搃不得过卖一买二
之数。如有勒掯，许该业户首
告，立将该产行拏案讯实，在(应
为“再”)于该保地方枷号一个月
示众，满日重责四十板，革除永
远不准复充。

三、官契旧式易于模刻假
捏，今本县另刊新契格式，并
酌定条款附刊契后，盖用图章
为记，自咸丰元年正月初一为
始，凡有买业之户一概投行，
遵用新刊官契，须认明有本县
图章者为凭。倘有被控到案，
私用白契或虽系官契而验无本
县图章者，定将该产行拘案严
究，业户照不税律笞责，追契
价一半入官。

四、田地高下不一，即粮
赋轻重不同，查额征钱粮有银
数短缺者，皆由承买业户减去
粮额之弊。嗣后民间置田地，
倘有挪移等则，以高作下、减
瞒 粮 额 者 ， 一 经 查 出 或 被 告
发，除业户照律治罪外，讯系
该产行知情扶同作弊，一并严
究不贷。

五、产行固不准多索，业
户亦不得短给，倘有刁徒大户
于卖一买二分数尚欲短给，辄
以产行多索捏词诬告者，一经
讯实，严加究惩，勒令照数补
足用钱。

六、产行向来册报买业之
户甚属寥寥，显系虚应故事，
其实用白契匿税不报者不知凡
几，似此产行竟成虚设。嗣后
务当遵用官契，逐户登记，据
实开报，不准遗漏一户，倘再

虚应故事，捏报塞责，定即严
行责革不贷。

以 上 六 条 ， 本 县 上 重 国
税，下念民依，一秉至公，立
为定则。尔产行、业户人等各
宜遵守，毋得故违。第恐玩法
之徒日久滋弊，各保民可将告
示规条刻石立碑，永垂不朽。

鲁杰将国家律例以一种相对
本土化的方式呈现于文告之中，
以此规范田宅交易行为，并将文
告镌刻立碑，立在当时的郾城县
胡湾、田湾、史湾、王湾、郭
桥、鲁庄、海庄、大朱庄、张
庄、小朱庄、宓桥、张湾和马庄
这十三个村庄的村头，以此警
示、约束交易双方。

我市关于鲁正堂碑的文字
记载不多。时任漯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馆员的刘晨及漯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的吕
广超在2014年《大众考古》刊
发的《从一方碑刻看清代中原
的田宅交易》一文是我市对鲁
正堂碑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该碑，5月6
日，记者采访了现任漯河市博
物馆 （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 副研究馆员的刘晨。“那
是 2007 年的夏天，我们得到
这通碑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了郭
桥。当时鲁碑沾满泥土躺在村
中一角。虽然石碑被村民保
管，但由于缺乏保存手段加上
年代久远，石碑已经有一定程
度的风化，且碑体从中间断
裂。修葺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一位从郭桥学校走出来的文化

学者发现了这块石碑的价值，
并报给了市相关部门。当时的
市文化局和市考古研究所经发
掘研究，认定其价值后，立即
进行了清理、搬运，并组织多
位专家商讨断裂石碑的修复及
保护方案。

后经有关部门反复论证，
决定将鲁杰碑留在郭桥，进行
原址保护。2008年6月，“特授
郾城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
鲁”碑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五批
文物保护单位，并由市文物部
门修建了碑亭加以保护，立于
郭桥学校。

“这通碑再现了清代告示的
行文格式和书面用语。”刘晨告
诉记者，“我们已很难见到清代
官衙的纸质告示，而这块石碑
忠实地再现了当时告示的书写
格式，可以了解清代对知县的
别称、官员的议叙制度、田宅
交易中‘产行’和契税征收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笞、枷号等
刑罚和保甲制度等有关史实。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还可进一
步了解到清代契税不断增加、
民众负担日益繁重的历史事
实，并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清
王朝覆灭的原因。”

鲁碑无言，却通过对事
件、人物、政治、经济、文化
的记载，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
状况，留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
历史遗迹。如今，郭桥学校标
记着1938年建校的校徽，与静
静立在校园一角的鲁正堂碑一
起，共同见证着百年风雨。

鲁正堂碑——见证晚清田宅交易规条

■赵永胜
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漯

河地区已是非常适宜人类居住
的地区之一。大岗旧石器遗址
的发现，见证了约两万年前地
处淮河以北大岗人在这里的游
猎生活。以贾湖遗址、阿岗寺
遗址、付庄遗址、郝家台遗址
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早、中、晚
期的多种文化在这里交会绵
延，见证了黄河与长江流域原
始社会南北不同族群在淮河流
域的交集融合。其中距今约
9000年的贾湖遗址是一处规模
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
为深厚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重要
的代表性遗址。

人类早期几乎完全依赖自然
而生存，或栖身洞穴，或构木为
巢，或逐水草而居。自然界一切
可食之动植物都是人类的食物。
正如《礼记·礼运》所言：“未
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
肉，饮其血，茹其毛。”火是人
类食品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
进步。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遗迹
和遗物来看，贾湖人已可以熟
练使用、控制火，并能吃到熟
食了。烹饪手法也开始增多，
具备了煮、蒸、烧、烤等几种
基本的食品加工工艺。同时还

可以用火烧制陶器——贾湖遗
址发掘出了炊器 （釜、鼎、
甑）、 食 器 （钵 、 三 足 钵 、
碗）、盛器 （缸、双耳壶、罐、
盆） 等种类丰富的炊具，以满
足日常生活所需。贾湖陶制品
以红陶为主，有泥质、夹砂、
加炭、夹蚌、夹云母陶等。这
些陶器的工艺逐渐成熟，器形
趋于丰富，在同一时期文化遗
存出土的陶器中处于领先水平。

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
国之重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

足盆形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
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
它为“中华第一鼎”。鼎不仅是
生活用具，而且是礼文化符
号，从而具有文化上的意味。
贾湖陶器的多样性也反映了贾
湖人对饮食的讲究。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
铲、石镰、石斧、石刀、石凿、
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等——从
耕作到收割再到食物加工，整套
生产生活工具一应俱全。骨器的
制作工艺在当时也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主要有骨镞、骨镖、骨
矛、骨凿、骨匕、骨锥、角锥、
牙锥、骨针、骨刀、牙削、骨
环、杈等。《仪礼·士虞礼》郑玄
注：“古者饭用手。”用手抓食是
人类最原始、最古老的进食方
式。贾湖遗址中骨匕的出现则改

变了当时人的进食方式。据王仁
湘先生研究，匕形一般为长条
状，末端有薄刃口，用于吃肉。

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
器、骨器等炊具是当时人类生
产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并且聪明的贾湖人使烹饪
方法前进了一大步。随着时间
的推移，到了龙山文化时期，
郾城郝家台遗址又出土了陶
甗。甗其实相当于原始版的蒸
锅。甗的造型是上甑下鬲，鬲
盛着水，下面烧火加热；甑的
底部有箅，类似于现代的蒸
屉，盛上主食后可以靠蒸汽加
热。甗的发明使人们在烤、煮
之外新增了一种熟食方法——
蒸法，这是炊器发展进程中的
一次革新。

综合研究贾湖遗址的大量遗
迹、遗物，发现贾湖文化具有典
型的伏羲文化特征，是孕育中华
文明的重要源头。

作者单位：漯河文物考古研
究所

贾湖人的原始烹饪技术及炊具

刘艳玲介绍鲁正堂碑的前世今生刘艳玲介绍鲁正堂碑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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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5月
11日晚，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郾城区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豫出彩·一起
来”漯河市首届社区文化艺术展
演活动暨第十四个全民艺术普及
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黄河
广场开幕。

当晚七点半，活动在《上春
山》节目中拉开帷幕。活泼的乐
曲、轻盈的舞步、欢快的鼓点瞬
间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除此
之外，街舞《魅力无限》热情澎
湃，展现了少年的朝气和活力；
豫剧《抬花轿》选段喜庆欢快，
引得戏迷阵阵喝彩；歌曲《把青
春献给祖国》深情动听，台下一
些观众也小声跟唱……每一个节
目，演员们都百分之百投入，表
演精彩纷呈。现场观众热情洋
溢，掌声笑声不断，演出掀起了
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我市首届社区文化艺术展演
活动以“市民的节日 艺术的盛
会”为主题，分为“民艺荟萃”

“群文璀璨”“艺海流金”三大板
块，设计有开幕式、“梨园赞歌 擂
响漯河”社区戏迷擂台赛、“我好
有才”社区能人舞台才艺秀、“和
美邻里 一起来舞”社区广场舞大
会、“遇见非遗 美好生活”非遗
文创市集等八大主题活动。活动
采取主场+分场、线上+线下、市
县区联动的模式开展，通过

“展”“演”“秀”“比”四位一体
的活动形式，组织社区居民开展
音乐、舞蹈、戏曲、书法等艺术
展演、展览、展示、交流活动33
项。

据了解，作为“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
化旅游宣传月活动的一部分，我
市首届社区文化艺术展演活动的
开展旨在进一步深入挖掘社区文
化艺术资源、开拓社区公共文化
服务功能、推动全市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推进社区文化治
理能力现代化、助力我市文旅文
创融合高质量发展。该活动将持
续至5月底。

市首届社区文化艺术
展演活动开幕

展演活动现场展演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文博于文博 摄摄

开栏的话：
漯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

有许多文化遗址、遗迹，出土了
大批珍贵的文物。这些灿若星辰
的文物静静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浓缩着时间的厚重，承载着城市
的记忆，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本版即日起开设《文物故事》栏
目，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见证
历史的沧桑，感受那份穿越时空
的震撼与感动，并尝试透过它们
解读漯河、展望未来，以期进一
步加强对本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