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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迪 李宜书
“从架子车到摩托车再到小汽车，

从牛耕犁作到现代农业再到乡村全面振
兴……一幅幅农民画描绘出时代变
迁。农民画就是我讲好故事的活水之
源。”今年8月，河南省第十一届“好
记者讲好故事”选拔活动在郑州举
行。本报记者以 《农民画里有芬芳》
为题，饱含真情地向全省新闻工作者
推介漯河，最终闯进决赛，获评“优
胜选手”。

一幅舞阳农民画，一张文化名
片，一卷民俗风情。舞阳农民画是从
泥土里“长”出来的艺术。行走在舞
阳，随处可见农民画。鲜明的民间艺
术特色、浓郁的现代生活气息、独特
的表现方式勾勒出美丽乡村的风貌。
勤劳朴实的舞阳农民画画家从日常劳
动和生活中撷取灵感和精华，描绘对
生活和美的体验。丰富的物产、美丽
的风光以及淳朴的民风是舞阳农民画
的主要内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明、丰富的民俗文化是舞阳农民画画
家乐此不疲的题材。这些都赋予了舞
阳农民画旺盛的生命力。

一

出生于1941的王文浩是长期坚持
创作的舞阳农民画画家。他1958年投
身农村壁画绘制，是舞阳农民画的奠基
人和开拓者，也是舞阳农民画从无到有
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

“平生爱丹青，浅绛寄晚情。高山
安可仰，俯首苦攀登。”这是王文浩写
的自画像诗。正如诗中所言，时至今日
他依然笔耕不辍，不断创作充满生命
力、讴歌新时代的画作。日前，记者在
舞阳农民画传承馆见到了83岁的王文
浩。他打开锈迹斑斑的书夹，向记者展
示一沓义务讲课的席位签。多年来，王
文浩坚持培养、辅导年轻一代农民画画
家，不断壮大农民画作者队伍，使一大
批优秀农民画画家脱颖而出。

在舞阳农民画传承馆展示的作品
中，记者看到一个个浪漫美好的世界：
田野里，现代化机械不停穿梭，奏响丰
收交响曲；村庄里，村民载歌载舞庆盛
世，以饱满的激情唱响新时代；宽敞的
大道上，一辆辆大车忙个不停；奶奶和
孙子仔细捡拾遗落在地上的麦粒；孙子
推着爷爷在古树下荡秋千……处处都是
幸福的场景。

采访中，王文浩向记者介绍了舞阳
农民画的起源与发展。农民画兴起于
20世纪50年代。当时，舞阳是河南中
部的“壁画县”。农民群众在农忙之余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在街头巷
尾、村头路口创作反映农业大丰收等
题材的宣传画。20世纪60年代，舞阳
县开展群众文化普及活动，舞阳县文
化馆专业美术工作者指导农民中的业
余美术爱好者从以墙面为载体的图画
转向纸面绘画，业余美术创作活动就
这样承续下来。1985年，舞阳县文化
部门组织全县开展民间美术普查，引

领舞阳农民画回归民间艺术。1988
年，舞阳县创办农民画院。同年，舞
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画乡。2004年，舞阳农民画被列入

“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保护名录。2006年，舞阳农民画被列
入第一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单。2008 年，舞阳县被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绘
画）。这些成就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
养，归功于几代农民画画家的匠
心。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充满地域
文化情怀的画家。

从艺术角度来看，舞阳农民画以原
生态民间艺术为母体，融汇了剪纸、刺
绣、木雕、壁画等民间艺术技法，继承
和弘扬了传统的民间文化，融合了开放
的现代意识，表现出对自然、风俗、生
活、劳动、爱情、社会等方面的思考，
乡土气息浓郁。发展到今天，舞阳农民
画题材越来越宽泛，表现形式越来越丰
富多彩。

“生活是农民画创作的源头活水。”
王文浩认为，农民画画家大多数生在农
村、长在农村，自身是农民或者长期在
农村工作，既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又
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有丰富的乡村生
活经验。他们以独到的感知和饱满的热
情讴歌现代生活、抒发真情实感。每一
幅农民画都“满头高粱花子”，带着泥
土的芬芳。祖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
福在农民画画家笔下被全面、深刻地表
现出来。

“要画你自己熟悉的生活。”关于舞
阳农民画创作，农民画画家王小亭和王
文浩有一样的想法。在农民画《春之
声》中，王小亭画下了儿时对春节的记
忆。“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
长。你长粗来做房梁，我长长来穿衣
裳。”画中小孩一边紧紧抱着椿树一边
唱。

奶奶带着孙女用梳子梳石榴树的枝
条，表达了农民对树木生长和子孙成长
做栋梁的心愿以及对来年风调雨顺的祈
盼。

随着时代发展，农民画创作也在与
时俱进。据王文浩介绍，舞阳农民画在
题材选择和创作技法上不断变化，从当
年牛耕、马驮、茅草屋的旧题材转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美乡村新画卷。王小亭
的作品《飞扬的好日子》描绘了“柳绿
桃红莺燕语，欢天喜地锣鼓响，汽车开
进和谐社区，热闹地把新娘娶”的欢乐
场面；魏旭超的作品《农家新宝贝》描
绘了乡村迅速发展，村民腰包鼓起来
了，家家户户都买上了小汽车、大卡车
的生活场景。

二

辞别王文浩后，记者在舞阳农民
画院胡岗分院见到了农民画画家胡庆
春。舞阳县九街镇胡岗村是革命老
区，也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画专业村。
1938年1月，由河南大学师生组成的
抗敌训练班农村服务团从许昌徒步到
胡岗村，带领当地农户通过壁报、宣
传画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正是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胡岗村埋
下了绘画的种子。”胡庆春说，“如
今，我们村以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文
化为主题，创作、展示相关农民画近
200幅，让红色精神、英雄事迹跃然
纸上。”

“春江暖日稻花，开心唢呐鸣鸭，
日子红火呱呱。锦绣如花，和美幸福人
家。”一份印有舞阳农民画《中国日子
呱呱叫》的《人民日报》吸引了记者的
目光。画中暖阳下的稻花预示着丰收的
年景，水中的鸭子或嬉或游，旁边的竹

篮内盛满了绿色的食品，趴在地上的小
狗似乎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丈夫开心地
吹着唢呐，妻子脸上笑开了花。

“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我们村
的一名男青年。他在南方打工时学到
养殖技术，返乡时还带回一名才貌双
全的姑娘。小两口在村头承包了池
塘，种藕、放鹅、养鱼，日子过得幸
福甜蜜。我觉得这个题材挺好，就画
了这幅作品。想不到它登上了《人民
日报》、中国文明网等媒体。”胡庆春
自豪地介绍。

20世纪70年代，胡庆春开始接触
舞阳农民画。后来，胡庆春将手艺传
给儿子胡浩生，胡浩生又教给自己的
儿子胡程喜。如今，13岁的胡程喜
已初步掌握美术绘画的基本技巧。

“我要把农民画一代代传下去。”胡庆
春说。

据介绍，舞阳县吴城镇昭寺村也
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画专业村。村内
街道两旁的墙壁上有百余幅农民
画。画作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妙
趣横生。

日前，在舞阳县城的一间画室，
记者见到了正在画纸上挥洒豪情的农
民画画家张新亮。他是吴城镇板张村
人。“七月小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
了皮。”张新亮向记者展示了绘画作
品 《事事 （柿柿） 如意》。他告诉记
者，农民画就是用这种质朴的构图、
大胆的色彩、感人的画面来展现老百
姓的快乐和幸福，具有浓郁的田园生
活气息。

《人民日报》2015年1月24日刊发
的整版公益广告 《勤善为本 吉福满
门》便是张新亮创作的。除此之外，张
新亮还有多件农民画作品被中央文明办
选中，作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在主流媒体刊发，如《节俭传下去 中
国万年福》《中国梦 和为贵》等。

近年来，舞阳县先后有近300幅作
品入选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讲文明树
新风”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
告，被中宣部列为全国公益广告创作基
地。

三

跟随时代脚步，舞阳农民画走出
“国际范儿”。1987年，7幅舞阳农民画
入选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展览。此后，舞阳农民画多次被选入
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在国外展出。今年6
月，在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希望的田野——舞阳农民画》一
书输出到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国家，
受到外国友人追捧。

如今，舞阳农民画以独特的艺术魅
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带着泥土的芬
芳扎根农村、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绽放时代芳华，成为厚重漯河的一
张文化名片。

扫码观看视频

泥土里“长”出来的舞阳农民画

■王殿卿 何红波
“中国”什么时候成为我们国

家的正式名称？何为中？何为国？
今天，我们就以说文解字的方式来
探源“中国”。

“中”字的“七体”如图：

“中”字在六书中属指事字。
《说文》：“中，内也。从口，从
｜。 上 下 通 也 。” 从 口 ， 读
wéi ，本义为范围；从｜，读
gǔn，本义为上下通徹。｜，若
引而上行 （下粗上细） 读若囟
（xìn）；若引而下行 （上粗下
细）读若退（tuì）。｜是一条竖
线，在不同汉字里表达不同的意
思。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王
廷鼎说：‘｜为今棍棒字。’”｜在

“中”字里表示上下贯通之意。
“中”字的甲骨文字形中间像

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
正中竖立，谓之中旗，是氏族社
会的徽帜。故“中”字的本义为
中间、中心、当中、中央、核心
等。建旗在“口”之中，所以引
申为“左中右”的中。古时有大
事，聚众于广场，必先立徽帜。
群众以此为中心，环绕而坐。久
而久之，徽帜成为中央的象征。
甲骨文常在徽帜中部加具有指事
意味的点，或者将徽帜的飘带省
去只留一竖，将点双勾成“口”

而成“中”，遂与今日之“中”字
写法相同。“｜”处于“口”的中
间位置，使“口”的两侧大小相
当、左右对称，与建筑学所谓的中
轴线颇为相似。

“中”由中间、中央引申为
内、里，与外相对。

“中”由中间引申为不偏不
倚、中正。如《荀子·天论》：“故
道之所善，中则可从。”“中”后由
中间位置引申指中等水平，位居上
下正中间，如宽慰人心的自得思想

“前面有马骑，后有挑担的（di），
中间我是骑驴的（di）”，即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如《韩非子·难
势》：“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
不为桀纣。”

儒家将“中庸之道”作为提
高人基本道德素质以达到太平
和合境界的理论和方法。中庸
之道教育人们进行自我修养、
自我完善，达到至善、至仁、
至诚、至道、合内外之道的理
想境界。

“中”，由中间引申为一半。
“中辍”，指半途中止。“中夕”，指
半夜。“中分”，指从中间分开。

“中部”，指居中部分。“中处”，指
适中的处所。“中天”，指天空的中
央。“中色”，指中央之色，即黄
色。

“中”，指人的内心，如“悲从
中来”。“中”作为河南方言，有
成、行、可以、很好之意，表达一
种令人满意的心情。“中”后来成
为“中国”之简称，如“古今中
外”“洋为中用”。

“ 中 ” 作 动 词 用 时 读
“zhòng”，如“看中”“射中”
“中的”“高中状元”等，表示达到
了理想的目标。

综上所述，“中”的造字本
义、许慎的说文解字训义及后来
引申出的诸多含义都说明“中”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汉字。它承
载了中国人民丰富的思想情感、
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语言功
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字说“中国”（上）

■本报记者 孙 震
8月26日，在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黑龙潭镇政府会议室，市“文
明探源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文明实践宣讲团成员、漯河日报
社记者、许慎文化研究会会员李胜
以《从探源中寻找文化自信》为题
进行宣讲。黑龙潭镇机关干部职工
聆听报告。

当天，李胜从“文化”与“文
明”讲起，围绕许慎与《说文解
字》、贾湖文化、夏商周断代工程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聚焦文化自
信，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深入浅
出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
及其传统智慧。

“2023年3月26日，《典籍里
的中国》第二季第九期《说文解
字》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节目
中提到了出土于舞阳县贾湖遗址
的贾湖刻符。贾湖刻符是目前我
国发现时代最早的刻画符号。有
学者认为，8000年前贾湖人创造
的刻画符号或与汉字起源有关。贾
湖遗址还发现了最早的七声音阶乐
器、最早的酒和最早的绿松石装饰
物等11项‘世界之最’。在央视大
舞台上，漯河的两大文化名片贾湖
文化和许慎文化‘同框’亮相、隔
空对话，令漯河人自豪无比。”李

胜在宣讲时说。
“贾湖刻符与殷墟甲骨文有着

惊人的相似：一是书写工具相同。
二者皆以利器为工具，把符号刻
在龟甲、骨器上。二是作用相
同。商代甲骨文是用来记载占卜
内容的，贾湖刻符也与占卜相
关。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贾湖刻
符是事理符号，甲骨文的事理文
字很多。有学者提出，舞阳贾湖
的新石器时代墓穴中发现的龟壳
上的契刻痕迹是汉字体系已知的
最早前身。许慎的《说文解字》共
收录文字9353个、重文1163个，
共计10516个。甲骨文已确立约
4000个单字，以许慎‘六书’理
论破解约1500个。以许慎的说解
文字之法破解甲骨文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高超智慧和勇毅前行的特
质。”李胜介绍。

“此次宣讲让我们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
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黑龙潭镇
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浩
表示，今后将结合黑龙潭镇的文物
资源地域优势，以“文明探源我来
说”为主题，开展特色鲜明的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全
面营造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良好
氛围。

探寻中华文脉
增强文化自信

舞阳农民画画家张新亮在创作。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文华寨”遗存耐人寻味，“状元

阁”“状元府”“状元桥”的传说美丽动
人……8月31日，记者走进有“状元故
里”美名的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
范寨村，感受其历史文化，了解这个古村
落昔日繁华。据了解，近几年，范寨村被
评为漯河市文华寨民俗风情文化村，入选

“河南省传统村落第二批名录”。
范寨村位于许慎文化园东北约3.5公

里处，约有村民3000多人。据介绍，范
寨历史上曾叫旺寨、范花寨、文华寨，
明朝改名为范寨并沿用至今。村民张洲
勋告诉记者，大约在2016年，村民张庭
奎家的牲口棚中扒出了保存完好的写有

“文华寨”字样的石碑，印证了历史上曾
用此村名的记载。后来，该村由于姓范
的人较多，改名为“范寨”。据该村张姓
村民珍藏的《张氏家族谱》记载，张氏始祖
于明朝初期由山西迁入范寨定居。以此推
算，“范寨”村名至少有600年历史。

“这里有清代道光帝钦封的状元桥，
武状元张从龙修建的状元阁、状元

府……范寨有‘状元故里’的美名。”据
村民张洲勋讲述，清朝的武状元张从龙
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回乡祭祖，
离开范寨进京做官前留下几名家人修建
状元府，并在状元府北侧20米的十字路
口建状元阁。道光帝听说了张从龙的身
世及其想在枯河上建状元桥的打算后，
恩准其在范寨村修建状元桥。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状元阁相当漂
亮——上下三层，第一层是空的，便于
人马车辆通行；第二层、第三层为木质
结构，门窗雕刻十分讲究。当时状元阁
楹联、门匾均为黑底金字，是一座典型
的清代古式建筑，两旁的店铺就有十几
家。状元府、状元阁1953年被拆。如今
的状元桥是后来修建的。

范寨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待开发
旅游项目资源有二十余处。其物质文化
遗产主要有状元阁、状元府旧址、状元
桥等16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整理出近
二十项。其中，文华寨祭祖庙会、拉夯
号子、中医世家妇科等已被列为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状元故里范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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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文明探源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文明
实践活动启动。由1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将深入全市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围
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河南兴文化工程、漯河历史文化资源活
化工程、红色文化传承等开展宣讲。本版即日起刊发《文明探
源我来说》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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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