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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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澧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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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全新的形象、全新的书籍、全新的

体验……6月29日下午，记者走进改造
提升后的市新华书店马路街购书中心，
数十万册崭新的书籍、鲜明的地方文化
特色、更多的互动体验活动，营造了浓
郁书香气。

焕然一新的马路街购书中心内，前来

购书和阅读的市民络绎不绝。
记者看到，两个主展台上摆放的是国

家领导人著作和党政学习读物，此外还有
新书和畅销书展台。漯河厚重的历史文化
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大门右侧服务台后的
墙壁上是一幅巨大的“漯河城市剪影”。
马路街购书中心副经理刘永丽告诉记者，
这个背景图是沙澧河，通过灯光透射展示

漯河的文化地标和记忆，如贾湖遗址公
园、山陕会馆、龙塔古篆、镇河铁牛、小
商桥、许慎文化园等。

这种富有漯河地方文化特色的展示内
容在书店比比皆是。一楼的承重墙上展示
的是许慎生平简介和六种造字法，一楼的
醒目位置有《说文解字》陈列专架，摆放
着不同版本的《说文解字》。背面的文化
墙是著名书画家王友谊用篆书刻写的《说
文解字·叙》的一段内容。

来到红色文化记忆区，刘永丽介绍，
设置这个红色文化记忆区旨在展示红色历
史文化类图书，向人们讲述我市革命英雄
人物的事迹，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发扬革
命优良传统，为国奋斗，振兴中华。这个
展示区还能承接全市各单位各类主题党
日、党组织团建等活动。

从一楼至四楼，楼道内的墙壁上随
处可见色彩鲜明的舞阳农民画，还有岳
飞的故事、郾城八景介绍等，漯河文化
元素随处可见。刘永丽向记者介绍，新
华书店是舞阳农民画传承创作研学基
地，在四楼手工区域设置了创作室，邀
请农民画老师定期来举办讲座，组织青
少年读者现场临摹体验等，着力打造集

展、学、研于一体的非遗文化传承基地。
“鸟虫篆是一种在篆书中加入装饰性鸟

形、虫形等动物纹饰的一种美术化篆书字
体……”在四楼的手工课上，鸟虫篆第四
代非遗传承人谢小芳正在给孩子们讲解。

“这是我们的手工课堂，每周六和周
日都有不同内容的讲座，包括科普知识、
手工制作等。孩子在这里可以感受不同领
域的艺术魅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刘永丽说，现在每个楼层都有可供大家集
体学习、研讨交流的场地。

记者注意到，每个楼层的图书陈设都
有清晰定位，区分了不同年龄和层次的读
者，让他们互不干扰、各得其所。

采访中，有一位读者对记者说，之前
书店可供坐下阅读的座位很少，现在每层
楼都有很多座位，让大家随时能坐下品
读。还有一位读者说：“装修后的书店更
加时尚、有情调，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气
质。”

暑假已至，记者看到亲子阅读区里有
不少孩子和父母一起阅读。孩子们在这里
感受书香、体验阅读的快乐，在心灵深处
播下了一颗颗热爱阅读的种子。书香，将
滋养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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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我站在澧河岸边，两钓流水，是

你倾倒的思念。”“啊……九街的水多
么甘甜，最亲的人就在眼前。”连日
来，一首以舞阳县九街镇为素材的歌
曲《写给九街》在微信朋友圈及短视频
平台走红。该曲发布一周时间内，抖音
阅读量近 5 万，微信视频阅读量超两
万。听完后，网友纷纷表示，这首歌以
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唤起在外的舞
阳人对故乡的思念。6月27日，记者采访
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九街镇政府工作人
员张守阳。

“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我
希望把文字和音乐结合起来，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对故乡的情感，没想到大家这么喜
欢。”谈起创作的初衷，张守阳说,“故乡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
仅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归属感，因为
那里有亲人的牵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故乡总是我们心中

最温暖的地方。我想通过写歌的方式将这
种情感传递给更多的人。”

作为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会员的
张守阳平日里就喜欢写作，字里行间充
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深情。流
经家乡的澧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春
天小河两岸绿意盎然，夏季洪峰过境时
我们彻夜守在大堤上。夜晚的澧河两岸
很美：远处万家灯火，天空繁星点点，
让人浮想联翩。”于是，他想到用澧河开
头写下这首歌曲。

张守阳认为写歌宣传家乡这种形式比
较新颖，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故事，
表达对舞阳这片土地的热爱。现在很多年
轻人喜欢在手机上刷视频、听音乐，他想
为九街创作一首歌，让更多人了解九街，
让在外的九街人听到后有感情的共鸣。他
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将自己的文字谱成曲，
找人演唱。于是，他将自己创作的歌曲交
给这位朋友试唱。没想到，试唱后竟然在
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

据了解，张守阳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
部，平时在入村走访村民过程中掌握了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乡村干部的酸甜苦
辣、困难群众的冷暖悲欢都有深入了
解。工作之余，他经常把身边发生的事
整理成随笔，多年积累让他在写作方面
很自信。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守阳表示，这是他
创作的第三首歌，以前还创作过《雨很
大》《贾湖之畔》。那两首歌是以舞阳及贾
湖为背景创作的，深受网友喜爱。

谈起下一步的想法，张守阳表示，
希望能围绕乡村振兴和家乡的人文历史
创作更多歌曲，通过音乐讲述舞阳故
事，同时也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快乐分享
给别人。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关于故
乡的记忆。每当有好的作品创作出来，我
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张守阳
表示，他将继续努力追逐梦想，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作品。

张守阳：将家乡之美写进歌里

■本报记者 郝河庆
针对人教版《中国历史》中关于“贾

湖”的描述，我市一对父子“咬文嚼
字”后发现有不妥之处，随后多次向出版
社反映。6月28日，韩豪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作为许慎故里的漯河人，在使用汉
字时更需要一些“咬文嚼字”的精神。

韩豪在舞阳县卫健委工作，舞阳县莲
花镇人。他的儿子韩轶洲今年14岁，现
就读于厦门市海沧区实验中学。韩轶洲幼
年就开始诵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国
学经典。小学阶段，韩轶洲就读于许慎小
学。得益于语文老师的培养，他逐渐爱上
了写作。而写作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用词达
意要精准，所以他在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特
别留意错别字现象。小学五年级时，他看
到校门口的一家门店招牌上写着“撒
子”，就给店主反映写错了，应该是“馓
子”；一个暑假，他在市文化宫附近的服

装超市看到柜台上写着“结帐”，就提醒
工作人员应该写成“结账”。

韩轶洲上小学六年级时，在班主任
周进进和校长胡张伟的鼓励下，他挑选
出多篇优秀作文集结成册，成了学校有
名的“小作家”。韩轶洲还先后参加了
厦门市科技创新作文大赛和漯河食博会
征文活动，屡屡获奖，作品被《小作家
报》、《今古传奇》（少年文艺版） 等报
纸刊物刊登。

据韩豪介绍，去年九月开始初中生活
后，韩轶洲发现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
单元第二课 《原始农耕生活》“相关史
事”中有关于贾湖文化的内容。一向认真
的他以“咬文嚼字”的精神，发现这段简
短的文字中有可商榷之处。

第一处：“有一处距今8000多年原始
村落遗址……”韩轶洲觉得“村落”表述
不当，应改为“聚落”。因为参照《新华

字典》或百度搜索“村”，“村落”概念形
成较晚，8000年前贾湖人的生活状态应
为“聚落”更妥。第二处：文中“贾湖居
民”称谓不妥。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贾湖
村，而贾湖村是当代的行政村，此“贾湖
居民”非现在的“贾湖居民”，所以这个
表述也不贴切，应为“贾湖先民”或“贾
湖遗址远古居民”。

起初，韩轶洲内心有疑虑但不能确
定；后反复研读，感觉自己的判断是对
的，就向历史老师、语文老师分别请教。
老师鼓励他寻找准确答案。

据韩豪介绍，韩轶洲平时与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今年春节和家人团聚时，他
提及发现历史教材中有用词欠妥一事。因
这些教材是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且经过
层层审核才正式出版的，为慎重起见，韩
豪找到教材，向一些贾湖文化学者咨询。
多方咨询后，他支持儿子的观点。

之后韩豪拨通了出版社的联系电话，
工作人员听了情况反映后，对“贾湖居
民”一词作了解释；关于“原始村落”和

“原始聚落”哪个用词更妥帖，工作人员
答复要进行汇报后反馈。一段时间后，韩
豪又一次拨通了出版社的电话，这次出版
社工作人员答复，他们会向教材编写组相
关专家咨询后再回复。

6月21日，韩豪再次拨通了出版社
的电话，这次工作人员的回复大意是感
谢韩轶洲同学提出的建议，但不要太较
真儿，贾湖“村落”和“聚落”两个词
都没有错。

采访中，韩豪向记者表示，漯河是贾
湖遗址所在地，也是许慎故里。为了更好
弘扬贾湖文化、传承许慎“咬文嚼字”精
神，他将代表儿子向更多文字方面的专家
学者进行求证，希望能使教材的表述更准
确。

漯河父子“咬嚼”历史教材

■李华强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

释：“品行”是名词，指“有关道
德的行为”，并举例“品行端
正”。“品行”中的“品”指道
德，“行”指行为。我们通过《说
文解字》了解“品”和“行”的
本义、梳理“品行”的形成过
程，在汉字文化滋润中锤炼品德
修为、培养高尚情操。

“品”字见于甲骨文，由三
“口”组成但排列不一，小篆文字
为上一“口”下两“口”的结
构，隶楷文字承袭其字形。《说文
解字·品部》：“品，众庶也。从
三口。凡品之属皆从品。”“品”
是会意字，三表示多，“口”或认
为是人口或认为像物形，三个

“口”表示多。本义指众多，如
《易经·乾卦·彖曰》中“云行雨
施，品物流行”的“品”即是本
义。由数量的多少引申指种类、
等级的不同，如上品、极品；特
指古代官员的等级，如一品、官
品。由种类的不同引申指物品、
器物，如产品、成品；进一步引
申指辨别不同的事物，如品评、
品诗、品茶。由等级的不同引申
指人品性的差别，特指良好的品
格，如品德、品质，此义较早见
于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
物振俗，其道一也。”

甲骨文、金文“行”字像十
字交叉路口的样子。本义指道
路，如《诗经·小雅·节南山之
什·小弁》“行有死人,尚或墐
（jìn） 之”中“行”即是此义。
由道路的排列状引申指行列、阵
列，又引申指排行、行业、商
行、银行等义。“行”表示本义和
以上这些引申义时读作 háng。
道路是供人行走的，所以“行”
引 申 出 行 走 的 意 思 ， 读 作
xíng。表示由行走义引申而来
的意义时，“行”今均读此音。
《说文解字·行部》：“行，人之步
趋 也 。 从 彳 （chì）， 从 亍
（chù）。凡行之属皆从行。”《说
文解字》 将“行”解释为行走
义。由行走的状态引申指流动、
流通，如流行、通行。由行走的

动作引申指做、从事，如行礼、
行医；特指能干，如“你真行”；
引申指行为举止，如行动、行
径；特指有品质的言行，如德
行、品行等。战国时期伟大的爱
国主义诗人屈原在 《九章·橘
颂》中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
兮”，赞美橘树的品行好比古代的
伯夷，可作为立身的榜样，表达
了他忧国忧民、志洁行廉的人生
追求。

“品行”一词见于清代周亮工
《书影·卷三》：“遐之品行，照耀
於一代。”这里的“品行”跟现代

“有关道德的行为”的意义是一致
的。“品行”将道德与行为统一起
来，是内外一致的追求，是知行
合一的境界。我们中华民族历来
重视个人品性修养。《论语·先
进》记载的“孔门四科”，排在第
一位的是德行。儒家提倡仁、
义、礼、智、信，把“五常”作
为做人的道德准则，后发展为
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八德”，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
道德观念，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体
系的核心因素。同时，儒家还提
出接人待物的行为准则：温、
良、恭、俭、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创造性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从个人层面提出“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是对中华传统
美德的升华。

品行如何修炼？《礼记·大
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以
修身为核心，指出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强调修
身养性要坚持内省与外观相结
合，从而获得知识、培养品行，
才能“修齐治平”。

“贤才崇品尚，举世不随
波。”古往今来，拥有崇高品行
的人成为国人心目中的楷模。
见贤而思齐，我们应该认真汲
取古人的高洁言行和修养智
慧，向新时代道德模范学习看
齐，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实到学习工作和生
活中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
事做起，做一个有理想、有修
养且品行端正的人。

字说“品行”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气宇轩昂的关公、腾云驾雾的孙悟

空……面团在手里捏搓揉切，顷刻间成为
一个个灵动鲜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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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者
见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青年民
间艺术家冯云彬。

在他的展位上，那些神话或历史里的
人物就在眼前，让你有穿越的感觉。“面
塑，也是塑人生。”他说，面塑以面为
料、以手为艺，可以说是指尖上的传奇。

世间万象，皆可面塑。
37岁的冯云彬从事面塑已有 20多

年。他最早接触面塑纯粹感觉好玩。小时
候农村的集会上都有捏面人的，冯云彬的
父亲也会捏简单的造型，他就跟着捏。后
冯云彬跟随天津民间艺术家刘智明、王
玓，天津民间艺人吕宁等学习精品面塑制
作；2017年跟随恩师陈明远系统学习传
统面塑佛像、武将、仕女等。

同时，他还购买大量的国画、书法、
素描等书籍，以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和鉴
赏水平。冯云彬说，面塑是极具中国特色

的民间艺术。面粉经过特殊处
理后可以揉捏出各种形状，甚
至可以做到薄如蝉翼、细如发
丝，而且不干裂、不变质，制
作不受季节温度限制，作品可
以长久保存。

进行面塑制作时，冯云彬
拿出和好的面，经捏、搓、
揉、压，用铁氟龙棒手工打
磨，婀娜多姿、栩栩如生的神
话人物就生动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之所以每个细节都精雕细刻，是不
想有瑕疵、留遗憾。”冯云彬说，一件艺
术作品体现了创作者的学识、认知和审
美。如果因为自己不够严谨而留下硬伤，
可能会误导很多人。所以，他总是认真对
待每一件作品。

冯云彬的面塑作品先后获得河南省民
间艺术金鼎奖、开封礼物优秀作品奖、中
国首届《金手指奖》金奖等。冯云彬认
为，让面塑技艺在年轻一代中得到广泛传
播和普及很重要。如今，他经常参加各种
志愿活动，想培养更多的学生传承这项民
间技艺。

面塑：指尖上的传奇

本报讯 （记者 郝 河 庆） 6
月 29 日，记者从市书法家协会
获悉，我市首届行草书法作品
展将于今年8月举办。即日起至
7 月 30 日为征稿时间。凡年满
18 周岁，漯河籍或在漯河长期
生活、工作的书法爱好者均可
投稿。

漯河市首届行草书法作品展
的主办单位为市书法家协会，协
办单位是漯河许慎尚德实验学
校。据市书法家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

行草起着重要的承接作用，是中
国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次活动征稿作品要求原创，不接
受临帖作品，歌颂党、歌颂祖
国、歌颂伟大时代，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健康向上的古
今诗词、文赋等内容均可。应注
意使用权威版本，并保持文字内
容的相对连贯和完整，提倡书写
原创诗文。

本次作品展设一、二、三等
奖及入展奖若干名，对获奖者将
颁发奖品及证书。

我市首届行草书法作品展征稿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6月
28 日，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指
导，市美术家协会组织实施的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助三
城”写生创作作品展在市文化馆
开幕。据了解，本次展览活动将
持续到7月下旬。

记者获悉，为展示我市深厚
的文化底蕴、优美的城市环境和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市委宣
传部、市文联的指导下，近一年
来，我市美术家通过在家乡写

生，到太行山、王屋山写生等，
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这次展览
共收集到国画、油画、水彩画等
写生作品百余幅。经过认真筛
选，展出作品80余幅。

市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此次展览的作品展示了漯河
及中原这片土地上的勃勃生机，
在富有时代精神的笔墨语言中体
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
术追求，展现了我市美术家的担
当与情怀。

市美协主题写生作品展开幕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冯云彬展示他的面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