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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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本报记者 张玲玲
7月6日晚上，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 CCTV- 2 《金牌新字
号》 掘金之旅来到漯河，探寻
漯河文旅产业之美，同时感受
漯河的味蕾诱惑。胡辣汤、烩
面、烧鸡、杠子馍……节目中
出现的漯河美食令观众纷纷留
言称漯河简直太“city”。

每天清晨，漯河的街头巷
尾弥漫着胡辣汤的香气。胡辣
汤由牛肉或羊肉、粉条、面筋
等加上胡椒、生姜、八角、肉
桂等三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熬制
而成，以肉烂汤鲜、香辣可
口、香而不腻、回味无穷的特
点而远近闻名。

正如节目中所说，来漯河
若没有品尝一碗胡辣汤，就等
于白来。一碗鲜香四溢的胡辣
汤，盛尽漯河人的纯朴和热
情。一手端碗，一手拿勺，每
一口吸溜儿都是漯河人对胡辣
汤的热爱。从跑遍广西、海
南、四川等地精选调料到认真
清洗食材熬制高汤，一碗胡辣
汤中饱含着五味烟火，更诠释
了漯河人的辛勤与执着。

“对于漯河人来说，没有什
么比一碗烩面更有诱惑了。劲
道的面条、香醇的肉汤，总能
轻而易举地俘获每一位食客的
胃和心。作为漯河城市的餐饮
名片，无论身在何处，一碗热
气腾腾的烩面总能勾起游子对
家乡的思念。”怎样才能做出一
碗好面呢？在节目中，主持人
在烩面大师的指导下制作了地
道的漯河鸡肉烩面。首先是揉
面，将面团揉成小剂子，再擀
成椭圆形的面片儿，刷上油，
面坯儿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将

辣椒、姜、蒜等炒出香味，加入
焯过水的鸡肉块进行翻炒，再加
入高汤，汤汁就做好了。最后，
将醒好的面坯儿拉成条形下锅煮
熟，盛出后加入汤汁，一碗美味
的烩面就做好了。如果加入香气
扑鼻的辣椒油就更能让人食欲
大增，相信没有人能拒绝这样一
碗有滋有味的烩面。

除了胡辣汤和烩面，漯河
烧鸡、丁湾热豆腐、舞阳杠子
馍、鸡内金焦馍、芝麻叶豆腐
脑等美食也都出现在了 《金牌
新字号》节目中。

漯河烧鸡是本地传统特色小
吃，选用本地散养的漯河麻鸡为
原料，经多道工序处理，用特制
的老汤加入生姜、花椒、茴香、

香叶、草果等，经文火慢煮而
成。漯河烧鸡肉质鲜嫩、香味浓
郁，是漯河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丁湾热豆腐是在传统制作
工艺的基础上用无污染的澧河
水点制，再添加上辣椒酱、芝
麻酱等调料，口感细腻，香味

十足，成为漯河的特色小吃。
豆腐富含蛋白质、钙、铁等营
养成分，有益于人体健康，再
加入芝麻酱、韭菜花等调味，
味道甭提多美了。

舞阳杠子馍是舞阳县的特
色小吃，用面粉制成。据说要
揉上百遍，还要用粗木杠子反
复挤压使面更加细腻，最后用
铁锅以文火蒸制而成。其特点
是馍底色泽金黄、馍瓤洁白分
层，非常筋道，而且能存放数
日，不霉不硬。舞阳杠子馍一
般搭配酱菜等食用，口感酥软
香甜。

鸡内金焦馍的主要原料包括
小麦面粉、鸡内金、芝麻和鸡
蛋，其中鸡内金是一种中药材。
将鸡内金在锅中轻炒后碾碎，加
水和面粉、鸡蛋、芝麻和成面
团，切成小剂子，揉成小面团，
擀成薄面片儿后烙至两面金黄，
放凉后口感酥脆，具有健胃消食
的功效，适合做零食。

芝麻叶豆腐脑是漯河的一
道地方特色美食，制作方法简
单。芝麻叶焯水后与炒香的芝
麻酱一起烹饪，调味只需要加
盐、胡椒粉，最后撒上葱花、
花生碎和芝麻盐即可，搭配烙
制的葱花饼十分美味。

“漯河小吃有着鲜明的地方
特色。目前，我市有市级以上
非遗美食类项目16项，其中北
舞渡闪家胡辣汤制作技艺为河
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这些非遗美食项目汇集了
我市极具特色的百年老字号。
我们将努力让美食在保护中传
承、在创新中发展，让美食文
化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市文化
馆非遗保护部主任宛维真说。

央视《金牌新字号》推介漯河美食

《金牌新字号》截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6 月 29 日，在“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字”殷墟甲骨文中

华文化新地标宣传推广活动启动
仪式上，我市带来的节目《字圣
千秋》让漯河因汉字文化而再次

“出圈”。7月2日，记者采访了
该节目创作者及演员，了解创作
故事。

“节目通过情景式的演绎对
《说文解字》 进行全方位解读，
更容易让受众接受且记忆深
刻。这个构思从今年5月就开始
了。”市文广旅局二级调研员、
《字圣千秋》 的创作者宋玉卿
说。漯河作为许慎文化的发祥
地，如何更好地推介这张文化
名片，让大家更深入了解许慎
及《说文解字》，一直是他思考
的问题。今年6月，市文广旅局
接到“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字”殷墟甲骨文中华文化新地
标宣传推广活动的通知后，随
即组织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
科、许慎文化园工作人员成立

创作小组。在大家的共同商议
下，节目情景最终设定为一名
热爱文字的当代女大学生在许
慎文化园邂逅许慎，向许慎提
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何编撰
《说文解字》？何为“说文解
字 ”？“ 汉 字 六 书 ” 又 是 什
么？……许慎对这些问题一一
解答。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
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
以识古。”伴随着 《说文解
字·叙》 中的一段话，身着汉
服、头戴发冠的许慎步伐沉稳地
登场。生动传神的动作、出神入
化的表演，令人仿佛穿越到了东
汉时期。“化完妆、穿上演出
服，我感觉自己就是许慎。能在
节目中出演许慎，我很自豪。”

《字圣千秋》许慎扮演者、河南
叔重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王伟说。

约7分钟的《字圣千秋》故
事情节引人入胜，配合背景音乐
和视频，当代女大学生和许慎穿
越时空的对话极具感染力。“大
美漯河，水韵沙澧；钟灵毓秀，
人杰地灵。九千年贾湖文化，十
一项世界考古之最，中华文明的
星火从这里点燃；中国现存最早
的石拱桥——隋代小商桥……”
节目最后一分钟全面推介了漯河
的文旅资源。“漯河是‘中国文
字之旅’线路的城市之一，我们
要大力宣传推介许慎文化。《字
圣千秋》就是我们的一次大胆尝
试，目前来看效果不错。”宋玉
卿说。

《字圣千秋》全方位解读《说文解字》

《字圣千秋》节目现场。 图片由市文广旅局提供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一把剪刀、一块布、一

根针、一条线，按照描好的

花样剪好缝合起来，就是一
件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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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见到了来自南阳市镇平县
的省级非遗项目侯氏布艺编
制第五代传承人闫飞雪。

“第一步要把裁剪好的布
料反面对折，用平针法缝合
成锥状。”看大家对葫芦香囊
感兴趣，闫飞雪现场教起了
这种香囊的做法，“你这样缝
不对，得三平针一回针才能
缝平整。第二步把布料翻到
正面，装入棉花和艾草。”

闫飞雪这名“90 后”青
年身上有着一种独有的定力
和耐力。埋头工作时，她专
注的表情流露出对作品的热
爱；进行非遗项目讲解时，
她的话语间满是文化传承者
的自信和自豪。

闫飞雪介绍，侯氏布艺
编制源于清朝，从外婆侯显
珍、母亲赵艳华再到她，祖

孙三代倾力传承，创作出古
典名著 《红楼梦》《西游记》
《三国演义》 等系列作品，
《向祖国敬礼》《飞龙乘云庆
通水》《百鸟朝凤赞新政》
《最可爱的人》《南泥湾大生
产》 等激励人们昂扬向上的
作品，还有抗震救灾、迎奥
运等内容的作品，具有较高
的艺术价值。

做一件布艺作品需要耐心
和细心，也需要坐得住的定
力。缝制布艺要经过描样、选
料、剪裁、缝制等工序，每一
道工序都要细心，才能做出好
的作品。“我对侯氏布艺编制
有很深的感情，逐渐体会到了
外婆和母亲编制布艺时的不
易，也领悟到了坚持传承的精
神。”闫飞雪说。

非 遗 传 承 ， 任 重 而 道
远。闫飞雪说，作为非遗传
承人，她有责任将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传
统文化。

一针一线 布上“开花”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见
习记者 张 赢） 7月 6日，郾城
区作家协会一行18人赴安阳开展
文学交流活动。

当天，到达安阳市殷墟区
后，两地作家协会成员召开座谈
会，就各自队伍建设、文学创
作、作品发表等情况进行交流。
之后，两地作家又一起走进中国
汉字博物馆和马氏庄园，了解文
字的发展历程及马氏庄园里的家
风家训以及所蕴含的家国情怀，
感受安阳厚重的历史文化。

每到一处，作家们都详细了
解相关背景，深入挖掘当地人文
历史故事，为日后文学创作积累
素材。

安阳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市
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
纷纷表示，将把所见所闻用文学
的方式表达出来，创作出优秀的
作品，为讲好中原文化故事、中
华文明故事助力。

此次活动共两天。7月7日，
作家们走进殷墟遗址博物馆、唐
塔进行采风。

郾城区作协赴安阳开展文学交流活动

■李华强
有 人 说 将 “ 愛 ” 简 化 作

“爱”，“心”没了，体现不了
“愛”需要“用心”的深意。追溯
汉字源流，这种说法与“愛”的
本义及其演变脉络不吻合，并且

“愛”之“心”并未省略掉，还存
留在简化字“爱”中。

“爱”的小篆字形作“ ”，
隶变后字形逐渐写作“愛”。《说
文解字·夊 （suī） 部》：“行
貌。从夊，㤅 （ài） 声。”“爱
（愛） ”是形声字，“夊”作形
旁，表示其意义跟行走有关；

“㤅”作声旁，表示其读音。“爱
（愛）”本义指行走的样貌。行走
的样貌怎么跟表示仁爱的意思联
系在一起呢？原来，“愛”是

“㤅”的假借字。清代段玉裁在
“愛”下注：“心部曰：㤅，惠
也。今字假愛为㤅，而㤅废矣。”
《说文解字·心部》：“㤅，惠也。
从心，旡（jì）声。”“㤅”是形
声字，“心”作形旁，表示其意义
跟心理情感有关；“旡”作声旁，
表示其读音。“㤅”本义指仁慧，

泛指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
还引申表示喜爱、喜好、爱惜、
吝惜等义。战国时期的郭店楚墓
竹简 《老子》 甲本“甚㤅必大
费”中，“㤅”就是爱惜的意思。
因为“㤅”与“愛”音同。至少
从汉代起，人们就借用“愛”替
代“㤅”了，“㤅”逐渐被废弃。

“愛”怎么又演变作“爱”
呢 ？原来是根据 “ 愛” 的行
（草）书字形简化而来的。《怀仁
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中所集东晋
王羲之行书“愛”作“ ”，中
间的“心”字书写作弯曲的连
笔，后人将其用楷书的笔法简写
成横笔就成了“爱”。宋刊《列女
传》 中已见这种写法。简化字

“爱”中的“心”演变为横笔，不
再保持字的本义构形 ， 但是

“心”的笔势仍在。因此，简化字
“爱”中是有“心”的。这种将汉
字行（草）书字形用楷书的笔法
加以规范改写、使字形得以简省
的汉字简化方法可称 为 “ 行
（草）书楷化”。

原载《语言文字报》

“爱”仍有“心”

老街印象（油画） 王淑敏 作

布艺作品《八仙过海》

早在19世纪中叶，暑假就
已有了起源。当时的美国教育家
HoraceMann等人对美国的教育
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其中就
包括制订寒暑假的方案。这一举
措很快就得到了医学界和心理学
界的支持，他们认为夏天孩子们
挤在一处容易生病。同时，加上
美国中产阶级开始兴起，父母们
也乐于在夏天带孩子外出度假、
旅游，所以到了20世纪初暑假
已经成为美国普遍接受的制度，
并逐步开始在全球产生广泛的影
响力。

清朝末年，国外的学期制、
体育课等新鲜事物也逐渐被引入
中国的教育体制中。1903 年
起，清政府办的新式学堂开始出
现了放暑假的现象。到了20世
纪30年代，暑假已经普及。

不过，说起暑假的起源，有
两种说法颇为有趣。一种说法起
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旷世奇人鬼谷
子。他当时隐居在云梦山的鬼谷
洞教徒授艺。由于洞内有一口山
泉井，每到暑期山泉就会喷涌而
出充满整个洞穴，鬼谷子无法上
课，所以只好放假。“放暑假”
的传统也就从此开始，并沿袭至
今。

还有一种说法是暑假本来叫
塾假，是以前古代私塾的放假模

式。一般是在夏天放假，为期十
二天，所以人们就把塾假叫成暑
假。

不过，在古时学校的学规
里一直都没有提到过放暑假的规
定。直到隋唐时期，当时的最高
学府国子监才开始确立假期制
度。不过，当时的假期和我们如
今的寒暑假不同，主要有三种：
田假、授衣假和旬假。比如旬假
是指一个月每旬放假一天，即每
十天放假一天，供学生休息；田
假则是专门为农忙时期而放的
假；授衣假，则起始于唐朝时
期，意为九月天气变冷，专门放
假让学生回家准备御寒的衣服。

说到放假，就不能不提学生
们放假时的活动。除了上述说到
的劳动之外，和如今的学生一
样，游玩也是古时学生放假时的
一大主题。古代学子的假期丰富
多彩，如玩陀螺、抖空竹等传统
游戏都是增添假期趣味的方式。
当然，要说假期最为兴盛的活动
非游学莫属了。比如汉代学子为
向经学大师学习，会不远万里前
往求教，最盛时学生竟多达3万
余人。班固《两都赋》以“四海
之内”加以形容。像许慎、蔡玄
等许多名士都曾有过游学的经
历。

据《西安晚报》

古代的暑假

趣味历史趣味历史

《金牌新字号》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