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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我7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练功

就是要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没有长
期的积累和坚持，是练不好功的。”近
日，记者见到了韩门弹腿的第三代传人、
今年77岁的宋清松。

韩门弹腿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进入了
12月4日公布的召陵区第六批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宋清松告诉记者，韩门弹腿的祖师
爷名叫韩玉春，1882年出生，是河北沧
州河间市瀛州镇韩楼村人。韩玉春少年
时父母双亡，跟随叔父韩荣昌学十二路
弹腿、罗汉拳、硬气功 （如头断石碑）
等功夫。

韩玉春得到叔父真传后，只身闯天
下，以跑江湖卖艺为生。他先后到天津、

北京等地卖艺。后来，他被北京万胜镖局
聘为头号镖师。民国初年，韩玉春路过漯
河，经朋友谢东来劝说定居漯河，在漯河
立门传艺。

韩玉春精通少林拳械，能够头断石
碑。他还擅长弹腿、罗汉拳等功夫。韩玉
春生前广收徒弟，其中就有宋清松的父亲

宋全生。
宋全生是漯河韩门弹腿一代宗师。20

世纪70年代起，他开始传授弟子韩门弹
腿拳法。宋全生武功高强，武德高尚，弟
子众多，是当时漯河武林界公认的韩门弹
腿拳法大师。

宋清松继承父亲衣钵，12岁开始习
武，深得父亲真传。经过数十年的苦练，
他对韩门弹腿拳法及功夫有了全面、深入
的了解。

韩门弹腿拳法注重内外两功同行，拳
脚并用，步法快、巧、稳。拳打三成脚打
七，强调威则能动、逼则能用，以简克

繁、以逸待劳，出奇制胜。
“练武讲究的是实战中的效果。平时

练习的时候，抓、打、擒、拿一个都不能
少。”宋清松告诉记者。

和记者说着，宋清松就比画了起来。
虽然年过七旬，但是他依然拳脚有力，动
作敏捷。

“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如果只
会舞刀弄枪，学一些花拳绣腿，最终是练
不成功夫的。人年龄越大，越要在练内功
上下功夫。”宋清松告诉记者。

退休后，宋清松依然练功不辍。他坚
持每天练习4个小时，早上从5点练到7
点，下午从4点半练到6点半。

宋清松的家里，有许多练功用的器
械。“这是35斤重的石锁。练功的时候，
要单手把它举起来，举过头顶。”宋清松
说着就拿起石锁，上下挥舞，有节奏地练
了起来。

“这是练习铁砂掌的铁砂。我把铁砂
装在袋子里，然后放在桌子上练习。练习
铁砂掌就要不断用手劈打铁砂。”宋清松
一边说，一边给记者演示铁砂掌的练习方
法。

目前，韩门弹腿已经传到第四代。第
四代传承人林书豪今年22岁，是宋清松
的外孙。

1999年，为了传承韩门弹腿拳法，
经相关部门批准，双龙武术辅导站成立，
宋清松任辅导站站长。

“对习武之人来说，武德是第一位
的。学武先学做人，辅导站始终坚持这一
原则。在教授武功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不
忘武德教育，使学员懂得‘德’是武之
本、信之根。”宋清松说。

宋清松表示，他会在传承中华武术的
道路上努力前行，为韩门弹腿拳法的传承
和发展贡献力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
的结晶和宝贵的财富。

12 月 4 日，召陵区政府公布
了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为全方位、多角度向社会各
界展示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传
承技艺和文化价值，即日起，本
报推出关注非遗系列报道·召陵
篇，向广大读者介绍召陵区非遗
项目的特色、传承及发展现状。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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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强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

收有两个“面”字头，第一个是
“面 （靣） ”，第二个是“面
（麵、麫） ”。其下两个“面子”
条目，一个义项为物体的表面、
表面的形象、情面，一个义项为
粉末，如“药面子”。同样是

“面”，两个“面子”的释义为什
么相差这么大？这种情况与简化
有关。

《说文解字·面部》：“面，颜
前也……象人面形。凡面之属皆
从面。”“面”是象形字，甲骨文

“面”字外部像脸的轮廓，中间像
眼睛；小篆“面”沿袭甲骨文字
形 。“ 面 ” 还 有 一 种 写 法 作

“靣”，后以“面”为正体。“面”
的本义即今天所说的脸，引申指
当面、面向，如“面谈”“南
面”；指不同的侧面，如“方面”

“片面”；泛指事物的表面，如
“路面”“桌面”。可见，“面
（靣）”的意义适用于表示物体表
面等义项的“面子”。

义项为粉末的“面子”的

“面”另有其字。《说文解字·麥
（麦） 部》：“麫 （miàn），麥末
也。从麥，丏 （miǎn） 声。”

“麫”是形声字，“麥（麦）”作
形旁，表示其意义跟小麦有关；

“丏”作声旁，表示其读音。
“麫”本义指麦子的粉末。后来，
人们又造“麥”作形旁、“面”作
声旁的“麵”。在使用时，人们用
同音且写起来更简便的“面”代
替“麵”。这种现象在古代敦煌写
本中已见。1955年发布的《第一
批异体字整理表》以“麵”为正
体，以“麫”为异体。汉字简化
时，用“面”作“麵”的简化
字，承担了“麵”的音义。于
是，“面”就指“面粉”了，泛指
粮食磨成的粉，如“豆粉”“米
粉”；也泛指粉末。可见，表示粉
末义的“面子”的“面”其实是

“麵”的义项，隶属于“面（麵、
麫） ”字头。像用“面”代替

“麵”这样，用同（近）音的笔画
较少、字形相对简便的汉字代替笔
画较多、字形相对繁复的汉字的简
化方法，称作“同（近）音代替”。

说“面”

本版组稿：苏艳红 赵娅琼

■文/本报记者 李宜书 陈 迪
图/本报记者 李宜书

舞阳县莲花镇王寨村王家柏陵园
里，静静伫立着一棵有600多年历史
的古柏树。

“这棵树高约 15 米，胸围 4.1
米，平均冠幅约13米。”据王寨村党
支部书记王书彪介绍，这棵古柏虽未
在史料中留下清晰的身世脉络，但村
中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明朝初年，
王寨村的先祖王益群从洪洞县迁移至
此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为了让子孙
后代永远铭记祖地，让浓浓的乡愁有
所寄托，王家先祖便种下了这棵柏
树。从此，它便成了连接故乡与游子
心灵的情感纽带。

历经600多年风雨的古柏树，树
身粗壮，树干挺拔，枝叶繁茂，在阳
光的照耀下生机盎然。它似一位睿智
的老者，静静地注视着烟火人间。

“你看那根枝条像不像马脖子？”
记者顺着村民王俊丰手指的方向看
去，只见那形似马脖子的枝条，仿佛
随时能驰骋而去。

“还有树顶，天然形成了一个平

台，旁边还有扶手，我们都叫它‘罗
圈椅子’。”80岁的王俊丰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向记者说出他的童年
趣事。

他说，他从小就在这棵柏树的怀
抱中嬉笑玩耍。那树荫下的清凉、树
叶散发的淡淡清香，陪伴他度过了无
数欢乐时光。即便岁月流转，这份美
好依然如影随形。

“这棵古树数百年来默默地守护
着我们村，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敬树、
爱树、护树。”王俊丰的话语中，满
是对古柏的深情厚谊。

站在这棵古柏树下，仰首而望，
它那雄浑壮阔的气势扑面而来。它的
枝干像是被赋予了无尽的生命力，向
着苍穹奋力延伸，似要触摸天际的云
彩。

今年9月份，舞阳县绿化委员会
给这棵古树挂了牌，将之列入一级保
护树种。

饱经风霜的树身上，那张“身份
证”格外引人注目：古柏树龄约650
年。明朝时期，它便扎根于此，见证
了朝代的更迭、岁月的变迁。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棵柏树，
2010年，村民自发捐款，齐心协力
建起了围墙。

“自我记事起，这棵树就在这儿
了。老一辈人要我们保护好它。”村
民王会堂告诉记者，这棵树就是整个
村的“根”，无论如何都得守护好。

在村民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如今，这棵古柏依旧生机盎然，
成为传承历史文化、承载乡愁记忆的
标志，成为王寨村一道独特且充满故
事的风景，并将继续见证王寨村的发
展变迁。

王寨村的古柏树。

王寨村古柏：岁月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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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播种用的耧车、运物资用的太平车、

烧地锅用的风箱以及石磨、织布机、电影
放映机……这些已经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
老物件，如今安静地躺在舞阳民俗文化博
物馆里。舞阳县退休干部臧丰臣用40多
年的时间，收藏了近3000件老物件，自
费建起一座民俗文化博物馆，供人们免费
参观。

走街串巷寻觅老物件

今年68岁的臧丰臣是舞阳县辛安镇
李闫庄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舞阳县支行工
作近40年，2016年退休。

谈起收藏老物件的初衷，臧丰臣说，
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生活的现代化，
很多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农耕用品逐
渐被淘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看

到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很多人家拆了
老房子盖新房，许多老物件被遗弃，逐渐
消失。

“老物件派不上用场了，但它们凝结
了老祖宗的智慧，应该作为一种民俗文化
保留下来，让年轻人了解农业农村的过
去，知晓老一辈的衣食住行、人文习俗，
记住乡愁乡情。”臧丰臣说，他不希望将
来给孩子们讲历史、农耕文化的时候只能
靠嘴，找不到实物。于是，他开始收集老
物件。

“很多老物件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在
日常生活中格外留意，一旦有这方面的消
息，就会主动上门去找。”臧丰臣说，40
多年来，他的收入大部分用来买老物件
了。除了省内，他还曾到山东、河北、山
西等地收购老物件。

刚开始时，他利用周末时间，自带干
粮，骑着自行车到舞阳各乡镇或者邻近县
收购。收购的老物件，小件直接带回家，
大件找车拉回去。后来买了摩托车，再后
来买了汽车，他跑得更远、收得更多了。
退休后，他更是走街串巷收购老物件。

数千件藏品免费参观

如今，臧丰臣收藏了近3000件农耕
时代的生产、生活用品等老物件。在舞阳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舞阳县民政局的大
力支持下，臧丰臣自费建了800多平方米
的民俗文化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

近日，记者走进了位于舞阳县城西大

街的民俗文化博物馆。臧丰臣告诉记者，
博物馆分室外、室内两部分。室外展出的
是石磙、石碾子、石马槽、汉画像石、石
门墩等140多件石刻石雕制品。室内展室
共有9个。为了方便游客参观，他查阅资
料，制作了台卡，摆放在相对应的老物件
旁边。“这个叫太平车，是用来运送粮食
等物资的，20世纪 80年代后逐渐被淘
汰，现在很少见。”臧丰臣向记者一一介
绍他的藏品。

老式织布机、货郎挑子……“这是当
年很火的‘三转一响一咔嚓’：‘三转’是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一响’是收音
机，‘一咔嚓’是海鸥牌照相机。”臧丰臣
对记者说。

最让臧丰臣引以为傲的是电影放映机
和电影胶片。第九展室里，整齐地摆放着
多台电影放映机，一盒盒胶片整齐地排列
在架子上。

臧丰臣拿出一台电影放映机，为记者
演示了播放电影的过程。伴随着均匀的

“嗒嗒”声，白色幕布上出现了1954年国
庆大阅兵的场景。“这是大型文献纪录片
《国庆纪事》。”臧丰臣说。

放映完毕，他小心翼翼地将胶片取
出，放到铁盒里：“当年，我们常常为了
看一部电影跑二十里路。”

在臧丰臣看来，老物件不仅承载着一
代代人的记忆，还是群众生产、生活发生
巨大变化的见证。

“收藏的意义不是独享，而是分享。”
臧丰臣说。

宋清松（右）练习韩门弹腿拳法。

臧丰臣和他的民俗文化博物馆

韩门弹腿：拳打三成脚打七

臧丰臣向记者介绍他收集的老物件。

“ 未 来 产 业 ”“ 智 能 向
善”……迅猛发展的AI技术成为
人际交流高频使用词汇；“水灵灵
地×××”“班味”“松弛感”精
准“拿捏”人们日常状态；“银发
力量”“小孩哥/小孩姐”携手跻
身年度热词，显示年龄不再阻挡
人们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语言
文字权威期刊《咬文嚼字》12月2
日发布“2024年十大流行语”。上
榜热词为：数智化、智能向善、未
来产业、city不city、硬控、水灵
灵地×××、班味、松弛感、银发
力量、小孩哥/小孩姐。

“2024年十大流行语”由语
言文字专家研究全年互联网和大
众媒体中出现的高频热词而评
定，关注中文语言文字的“创
新”。《咬文嚼字》 主编黄安靖
说：“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今
年流行语折射出的时代特征十分
鲜明。”

今年人工智能引领的高科技
发展迅猛。“数智化”为数字化和
智能化的融合体，是新型工业化
的鲜明特征。“智能向善”指人工
智能的发展必须有利于增进人类
福祉，既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和经
济发展，又能够让社会更加美
好。“未来产业”则包括未来制
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

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新
赛道。

2024年，那些鲜活表达人们
状态的词语热度居高不下。“水灵
灵地×××”，原本出自一名韩国
女歌手在展示照片拼贴画时说的
话，迅速走红网络后，被用于形
容人漂亮而有精神、动植物等润
泽有生气，也可以用来自我调侃
和自嘲。

“班味”指的是上班压力过大
的人们眼神疲惫、面容憔悴。这
一词语走红，源自网文《一旦上
过班，你的气质就会改变了》。网
友不仅热议“班味”，也喜欢分享

“去除班味”的方法，如旅游、休
假等。与“班味”相反，备受追
捧的“松弛感”，则指遇事能从容
应对、善待自己、不慌张、不焦
虑。这是人们向往的状态。

“银发力量”和“小孩哥/小
孩姐”携手亮相。“银发力量”指
老年群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
不可忽视的力量，既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又老有所为，年龄不
能阻挡“银发族”活力四射。“小
孩哥/小孩姐”指的是在某方面具
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巴黎奥运会
上，“中国军团”涌现一批“小孩
哥/小孩姐”，年纪虽小却拥有非
凡才能和心理素质，未来可期。

据光明网

“未来产业”“松弛感”“city不city”……

“2024年十大流行语”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