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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付二红
明代以前，郾城是座土

城。明末，农民起义军各部
在中原大地攻城夺寨。明崇
祯十二年 （公元 1639 年），
时任郾城知县李振声捐俸
禄、“自拌石灰”，带领士绅
修建石磙城。

石磙城“石磙铺基，青砖
筑墙”。石磙上下数层，碓孔
相连，磙边成纹，坚固而美
观。石磙城城高有11.7米，周
长有4.52公里。石磙城除地基

用石磙外，还砌有一百一十八
层砖。石磙城有五个大门，角
楼四座，敌楼十二座。城门全
部是砖木结构。每个门都分上
下两部分，上部为斗拱挑角城
楼，下部为城门。上部有左右
两个券门。石磙城固若金汤，
义军只好绕郾城而走。

如今，石磙城只剩下位于
漯河四高西校区西北角的一处
遗址，1989年7月被郾城县人
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石磙城上筑有一座文峰
塔。据说，文峰塔的修建是为
了辟邪、治水，祈福郾城未来
能出进士乃至状元。

作家师陀在《怀念赵伊坪
同志》一文中写道，他在1936
年夏天到郾城崇圣祠街赵伊坪
家中住了半个月。这期间，他
和赵伊坪一起到沙河里洗澡，
一起爬上了文峰塔。当时，赵
伊坪还指着塔门上那夹杂着铁
矿石的石头，风趣地给他讲黑
狗精的故事。由此可见，文峰

塔是郾城老百姓心中的地标性
建筑。

据说，李振声等人在修建
石磙城时，有一名南方僧人来
到郾城。他向李振声等人提
出，郾城县城被沙河环抱，应
修建一座文峰塔，用来辟邪、
治水、祈福。李振声等人听从
高僧建议，在县城东门与东北
角楼中间的城墙上，建了一座
约20米高、砖结构的三层高
塔。

文峰塔正面向西南，登顶
后可以放目四顾。下层楼中间
有约四尺高的拱券，人可弯腰
来往。洞券的石匾上刻有“文
笔峰”三个大字。塔门嵌的夹
杂着铁矿石的石头，传说抹了
一只在人间作恶多端、被文峰

塔收了性命的黑狗精的血。之
所以将其血抹在塔门上，是为
了镇邪、保护百姓平安。

最神奇的是那塔下的地
宫，很少有人独自前往。即便
是胆量过人的男子，也常会喊
上几个男子结伴前去。到塔内
地宫喝酒的人都遵守着“酒壶
内倒满酒后，便不能再打开酒
壶盖子”的规矩。喝酒的人不
能问酒还有多少，也不能拿起
来摇晃酒壶根据声音判断酒还
有多少。传说，无论酒量多大
的汉子，在里面喝上一整夜，
酒壶里的酒也喝不完。遗憾的
是，文峰塔后来被毁。

郾城民间流传着多个关于
文峰塔的传说，承载着老郾城
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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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澧
美食文化》栏目征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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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地方史志、诗词、
民谣记载的漯河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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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稿

■李华强
《新华字典》（第12版）列有

两个“舍”字头，一个在第437
页，读作 shè，下有五个义项：
依次是居住的房子、养家畜的
圈、古代行军三十里叫一舍、谦
辞、姓；另一个“舍（捨）”在
第436页，读shě，下有两个义
项：放弃、施舍。两个“舍”字
为什么这样区分？它们的义项排
列有什么规律？义项之间有哪些
必然的关联？我们借助《说文解
字》进行抽丝剥茧。

《说文解字·亼 （jí） 部》：
“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
也 。 囗 （wéi） 象 築 （zhù）
也。”甲骨文、金文、小篆“舍”
字上“亼”像屋顶、“亼”下像支
柱，下“囗”表示围墙地基，整
体像房舍的侧面形。也有学者对

“舍”的解释提出不同观点，这里
暂且不论。“舍”是会意字，本义
指宾客居住的房子，读shè。泛
指房屋，如房舍、宿舍；引申指
动物的圈，如牛舍、猪舍。房屋
是用来休息的，又引申指止息，
如不舍昼夜；特指行军三十里为
一舍，如退避三舍。由居住的房
子引申指别人称自己的家，如舍
下；又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亲戚
或年纪小、辈分低的亲属，如舍
弟、舍侄。止息意味着不为，于
是“舍”也有放下、放弃的意
思，表示这个意义时读shě。

通过梳理比照我们发现，《新
华 字 典》 第 437 页 读 shè 的

“舍”五个义项遵循了字义演变规
律，按照本义、引申义进而比喻
义、假借义等顺序进行排列，其
下注解的居住的房子、养家畜的
圈等义由近及远，义项后面又举
例证，让我们了解了古今词义演
变的脉络。

要理解 《新华字典》 第436
页读shě的“舍”，要从其后括号
内的“捨”字说起。《说文解
字·手部》：“捨，释也。从手，
舍声。”“捨”是形声字，“手
（扌）”作形旁，表示其意义跟动
作有关；“舍”作声旁，表示其读
音。 本义是放下 、舍弃 ， 读
shě。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释者，解也。按经传多假舍为
之。”也就是说，典籍中的“捨”
多写为“舍”，如《荀子·劝学》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孟
子·告子上》“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义者也”。从文字学的观点
看，“捨”是为分担“舍”的“舍
弃”义而造的分化字。汉字简化
时，人们用“舍”作为“捨”简化
字，“舍”承担了“捨”的意义。

《新华字典》读shè的“舍”
是 “ 舍 ” 的 原 义 ； 读 shě 的

“舍”字头后面括号内附“捨”，
表示其下注解的放弃、施舍义本
属于“捨”，今规范为“舍”，如
舍己救人、舍粥施药。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8月
15日，记者了解到，省农业农村
厅、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下发
《关于认定第二批河南省乡村工匠
名师的通知》，我市陈庆伟、张培
亚和常桂连成功入选。

陈庆伟是临颍县油坊陈村
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
氏木梳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
人。他专注于梳篦制作技艺的发
掘抢救，传承家乡濒临失传的梳
篦制作技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
和世界文化融合交流。陈庆伟利
用自家住宅开办梳篦展览馆，免
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张培亚是临颍县窝城镇军张
村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城
淋醋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2015年，张培亚创办了辽城实业
有限公司。他改进生产工艺，采

取现代化与传统手工相结合的方
式生产淋醋，产品主要销往豫中
南、豫东地区。为获得优质的生
产原料，他还成立了临颍县辽城
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流转土地
500 余亩种植有机杂粮，采取

“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管理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同时，他还义务向村民传授制醋
工艺，带动周边村民重拾这门手
艺，酿醋增收。

常桂连是召陵区老窝镇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她的剪纸作品大多聚焦

“三农”和中国传统文化，接地
气、冒热气，深受社会各界好
评。她成立了九洲传习所，是我
市各种公益课堂的老师，并且经
常深入乡村小学开展文化扶贫活
动。

第二批河南省乡村工匠名师评出

我市三人入选

“房舍”与“施舍”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20 世纪 60 年代，林州

（原林县）人民为改变干旱缺
水的生存环境，苦干10年，凭
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在太行山
悬崖峭壁上建成长达1500公
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鲜为人知的是，1969年3
月至1971年5月，漯河人修建
了漯河版“人工天河”——林
庄水渠。

8月 6日，记者在召陵区
召陵镇林庄村看到，虽然历经
50多年风雨，但是林庄水渠仍
然气势非凡，宛如一条巨龙，
一眼望不到头。

“水渠的位置在召陵区召
陵镇林庄村南，是修建于20世
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
个水利工程。”林庄村82岁的
老人林华中告诉记者，“当年
我参与了水渠的修建。我们当
地人把这个水渠工程叫三级提
灌站。”

在林华中老人的带领下，
记者对这个水渠进行了测量。

林庄水渠全长约 900米，
宽 1.5 米，最高处距地面约 5
米；共有渠拱200多个，最大
渠拱跨度约7米。遗憾的是，
林庄水渠有多处坍塌。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
到，召陵区召陵镇是我市地势
最高的岗地，最高点海拔 86
米。广大农民在岗地上劳作，
粮食依然是“望天收”。当
时，有一首民谣在召陵镇广为
流传：“居住召陵岗，吃水排
成行；三天不下雨，禾苗见阎

王。”召陵镇的缺水状况由此
可见一斑。

据 《河南水利志》 记载：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
全会提出：“工业学大庆，农
业学大寨。”作为“农业学大
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原郾城
县委、县革委决定：修建大
闫、林庄三级提灌站，引沙河
水上召陵岗，彻底改变召陵的
缺水状况。

记者从如今还在使用的大
闫提灌站的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作为三级提灌站的重要组
成部分，林庄水渠于1969年3
月开始修筑，1971年5月建成
通水，距今已50多年。林庄水
渠投入使用后，惠及林庄村及
周边许多村庄。

记者了解到，林庄村几乎
所有75岁以上的老人都参与了
当年修建水渠的劳动。曾经的
大姑娘、小伙子如今都已是年
逾古稀的老人。

79岁的林庄村村民林平红
（音）对记者说，当时他20岁
出头。上级决定修建这个水利
工程后，派他和村干部到林县
学习考察。

“我们从林县学习回来
后，公社上下欢欣鼓舞、摩拳
擦掌，准备修建这个人定胜天
的工程。”据林平红老人介
绍，当年修建水渠是在物资匮
乏、工具简陋的条件下进行
的：以公社、生产大队为单
位，因地制宜，土法上马；自
行设计，自筹资金建设；充分
利用锹、镐和人力车、畜力车

等工具；自建砖窑、石灰窑，
烧砖烧灰。

记者在林庄水渠附近的一
处田地里看到了四块墓碑，其
中两块墓碑上的文字还依稀可
见，分别写着“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五好民兵吕全海同志之
墓”“顶天立地的英雄李书贞
同志之墓”。两块墓碑的落款
同为“召陵公社人民革命委员
会、人民武装部”，时间均为

“1969年”。

据史料记载，1969 年 11
月，在林庄水渠施工中，王二
成、李书贞、吕全海、吕全福
因塌方不幸遇难。其中，吕全
海、吕全福为同胞兄弟。

“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修
建林庄水渠，靠的是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贾东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林庄
水渠的历史遗存，是漯河的一
笔宝贵财富。”

喜欢研究漯河历史文化的
贾东告诉记者，谈起“人工天
河”，人们想到的是红旗渠。其
实，漯河版“人工天河”——
林庄水渠也蕴含着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的精神，应该成为我
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
多的人去参观、学习。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
林庄水渠因为年久失修多处坍
塌，亟待修复、保护，让其成
为历史人文一景。

漯河版“人工天河”——林庄水渠。

王云峰和他的草编作品。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棕榈叶、芦苇、蒲草，这些

材料在王云峰手中经过折、压、
卷、绕等，就变成了一个个栩栩
如生的小动物。8月16日，记者
来到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盆赵
村，见到了正在家里编织手工艺
品的王云峰。

乌龟、丹顶鹤、蜻蜓、金
龙……长长的桌子上，一个个惟
妙惟肖的编织手工艺品让记者看
得眼花缭乱。

“这些都是近期刚刚编织好

的。”今年45岁的王云峰指着一
个个手工艺品对记者说。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小动
物，时间久了，各种小动物的形
态都熟记于心，所以编起来非常
顺手。”王云峰告诉记者，他小
时候白天跟着大人编草席挣钱，
晚上就尝试着编些手工艺品。

后来，王云峰参军入伍，在
部队维修电路、水管等。业余时
间，他经常琢磨怎样做手工。退
役后，王云峰偶然在电视上看
到，周口市有一名擅长草编的手

工艺人叫彭彩云，就多方打听她
的情况。

“后来，我在一名电视台记
者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彭老
师。”王云峰告诉记者，他拜彭
彩云为师，跟着她学习了一个月
草编。随后，他和彭彩云一起在
集市上摆摊儿，卖起了草编作
品。

“草编这项技术比较简单，
一学就会。”彭彩云看到王云峰
踏实、肯吃苦，就告诉王云峰：

“要想编出艺术精品，就必须钻

研、创新。”
“这项手艺讲究悟性。”拿起

精美的金龙，王云峰告诉记者，
十多年来，他在一次次实践中不
断总结经验，创新研究出多种草
编技巧，编织出来的各种动物十
分逼真。

“我可以3分钟编出一只蜻
蜓，不到3分钟编出一只蚂蚱、
青蛙。”从箱子里拿出棕榈叶，
王云峰给记者演示起来。两只大
手在叶子间穿梭，一把剪刀不时
将叶子剪开……两分多钟后，王
云峰拿起红笔给一只振翅欲飞的
蜻蜓“点睛”。

如今，王云峰编制工艺品的
用料不再局限于棕榈叶、芦苇，
开始使用色彩斑斓的包装纸和塑
料带，编织品在形态、颜色上也
有了新的突破，其作品先后获得
二十多项省、市大奖。

从小小的蚂蚁到一米多长的
金龙，每件工艺品都蕴含着王云
峰的心血。记者了解到，制作一
件复杂的手工艺品，王云峰需要
花费七八个小时。

“这对五爪金龙是用塑料彩
带编的，花费了我几天的时间。
很多手法是我自己创新的。”王
云峰告诉记者，他曾经编出一对
近两米的金龙，足足用了半个月
的时间，后被文化部门作为精品
收藏。

今年是龙年，春节期间王云
峰半天就卖出去了十几条彩带

龙。他经常在市区摆摊儿展示手
工艺品，每天卖出去的手工艺品
达几十件。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今年
我以龙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作
品，每次摆摊儿都吸引很多人关
注。”王云峰说，用塑料编龙，
最难的部分是编织龙头。他多次
尝试后选择了昂头造型，看上去
威武霸气。

“我很喜欢草编，因为它能
提升我的专注力。”王思彤在南
阳上学，暑假期间经常帮爸爸王
云峰做手工艺品。

“从事草编真的不是为了挣
钱，我最在乎的还是这项手艺能
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它。”王云峰说。

“现在我有二十多名徒弟，
有的在河北等外省市，有的是咱
漯河本地人。”王云峰告诉记
者，编织手工艺品不同于机器批
量生产，制作起来费时、费力，
非常辛苦。如果不是真心热爱，
很难坚持下来。

在传承、发展传统草编技艺
的同时，王云峰利用所学知识，
为作品融入时尚元素，创作出了
年轻人喜欢的“草编龙”“草编
兔”等。

如今，像王云峰这样的手工
艺人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让传承了数百年乃至上
千年的手工技艺，在新时代焕发
新的光彩。

草编 割舍不掉的老手艺

丝瓜（国画） 娄和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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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版“人工天河”——林庄水渠

石磙城里的文峰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