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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窗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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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李沛真
召陵区老窝镇下堤于村的于氏唢呐

远近闻名。日前，召陵区第六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于氏唢
呐榜上有名。近日，记者来到下堤于
村，采访了于氏唢呐的传承人，探寻于
氏唢呐背后的故事。

唢呐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管乐
器，拥有独特的音色，是世界双簧管乐
器家族中的一员。近代，唢呐逐渐成为
婚丧嫁娶、节庆仪式、戏曲伴奏中的重
要乐器，尤其在北方地区盛行。相传，
晚清时期，召陵区老窝镇下堤于村有一
姓于的能工巧匠，不仅精通唢呐的制作
工艺，还擅长吹奏。他总结多年的实践
经验，将唢呐演奏技法和制作工艺进行
了提升，这才有了独具特色的于氏唢呐。

于氏在村里收徒传艺，使得唢呐演
奏在下堤于村迅速流传开。附近村民也
慕名前来拜师学艺。这为于氏唢呐技艺
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
代，于氏后人于永生成为于氏唢呐的传
承人。于氏唢呐在他的努力下得到了进
一步的传承和保护。于永生不仅继承了
祖辈的技艺，还不断创新，吸收外来乐
器的特点，丰富了唢呐的演奏技法，在
当地小有名气，经常应邀参加各种大型
文化活动，逐步提升了于氏唢呐的影响
力。

于永生的儿子于金堂从小便跟随父
亲学习唢呐。他经常走街串巷参加宣传
队的演出，还对河南地方小段进行创

新。于金堂的儿子于继州继承了祖父和
父亲的唢呐演奏技艺，创作出 《于氏
情》，发明于氏唢呐口技，并组建民间唢
呐班子，经常在当地演出。“我跟父亲一
样，也是从小就学习唢呐演奏。父亲把
他学到的手艺通过口传的方式教给了
我。”于继州说。

进入21世纪，于继州的儿子于焱接

过了于氏唢呐传承的接力棒。“于氏唢
呐的独特之处在于音色高亢、节奏灵
活，在演奏技巧上融合了家族传承的独
特手法和创新元素，使得演奏风格更加
个性化。”于焱告诉记者，他从小接触
唢呐，从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那里学到
了丰富的演奏技巧和曲目。在多年唢呐
学习过程中，于焱不仅注重技巧的提

升，还深入理解唢呐的文化内涵。“演
奏者要具备良好的音乐素养和表演能
力，才能充分展现于氏唢呐的独特魅
力。”于焱说。

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于焱选择到
音乐学院学习唢呐。“通过大学的学习
和实践，我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于氏唢
呐的传承中，推动其不断创新和发
展。”于焱说。在大学老师指导下，于
焱发表唢呐非遗传统音乐类论文 《河
南传统音乐艺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研究》。同时，他不断创新和实
践，为唢呐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他将现代音乐元素融入唢呐演
奏，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 《幸福乡
音》等唢呐协奏曲。

于焱还对唢呐进行了改进，拥有国
家级个人专利唢呐发明一项。“于氏唢呐
主要由管体、气盘、音孔、吹嘴等部分
组成，独特的构造和吹奏技巧使它能够
发出深沉而优美的声音。我对唢呐进行
了优化，可以使唢呐口技在演奏效果上
更加出色。”于焱说。

此外，于焱还积极参加各类唢呐比
赛，屡获殊荣。他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交
流活动和电视节目录制，展示于氏唢呐
的艺术魅力。“我希望通过公益演出、
网络平台传播等方式，有更多人了解和
喜爱这一传统乐器。”于焱说，他还开
设了唢呐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唢
呐爱好者，使得这一古老技艺传承下
去。

于氏唢呐：在传承中创新

■仲信
如今，清河社的名号在漯河虽然达

不到家喻户晓，但至少在文化圈里算得
上独树一帜。清河社是新时代本土孕育
的艺术团队。第一次听说清河社是在七
年前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告
诉我，有七八名喜欢相声的年轻人自发
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相声表演的民间组
织，叫清河社。一个周末，我在网上订
了票，在淞江路东段一个市场里找到清
河社的演出场地。夜色笼罩的市场里空
空荡荡的，鲜有灯光。我找到地方上了
二楼，才看到灯光。那天晩上最多有二
十名观众。舞台上，七八名演员轮番亮
相，总体感觉超出我的预料。之后，我
又去看了一场。毕竟是年轻的相声爱好
者，就冲着那认真的态度，就得给他们
点赞。

过了一段时间，两位朋友约我
喝茶，到了地方才知道还有一名年轻
人。朋友郑重介绍说，这是清河社的
张科举。相互交流中，我粗浅地谈了
观看清河社演出的一些看法，大致意
思是要在弘扬传统的前提下注重创
新，培养本土创作人才，把漯河文化
元素融入传统艺术表演。另外，相声
离不开雅俗共赏，要守好雅的底线，
防止滑向俗的一面。想把一个团队打
造成为一个地方的艺术品牌，最终是
要走向大雅之堂的。

但是，清河社的发展并不尽如人
意，2017年成立至今，几度起落聚散。
记得在市场里的演出也停过一次。那场

告别演出我也去看了。虽然是告别演
出，演员们却一丝不苟，说学逗唱、捧
逗包袱，使出了浑身解数。尽管小剧场
笑声不断，但台上台下还是有一些伤
感。那场演出，观众有三四十人，一直
演到半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了。

一次，我和漯河商会副会长杨伟功
聊天时，得知他也喜欢相声。后来，我
们一起观看演出时，他和张科举结了
缘。一来二去，他俩竟捣鼓出丁酉年的
封箱大演。那场演出是杨伟功鼎力支持
的，演出地点在市人民会堂。张科举非
常高兴地打电话邀请我观看。算一算，
这也是清河社第一次登大雅之堂吧！那
天，剧场里高朋满座，市里文化界的同
志都来了。大家共同奔赴一场漯河本土
的相声盛会。

2019年春节，我和家人去河上街景
区游玩。我突然想起清河社一直想找一
个固定的场地，在景区里驻场演出不正
好相得益彰吗？况且，河上街初建，正
在招商阶段。征求过张科举的意见，我
把清河社推荐给景区相关负责人，请求
他们支持一下这个漯河本土的民间艺
术团体。不久，好消息传来，清河社河
上街驻场演出开场了。

第一次去河上街看清河社演出我是
悄悄去的，在网上选后排座位订了票。
这一次真是“鸟枪换炮”了，整整齐齐
的几排桌椅像模像样，装饰既传统又富
有新意。演出内容更是丰富多彩，表演
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增加了女演员和少
儿演员，还学着民国剧场的样子，兼营

茶点零食。第二次去河上街看清河社，
我邀请了几位漯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并认真地向他们介绍清河社已经在河上
街扎下根，有了成熟稳定的市场，得到
了观众的认可。

清河社自诞生至今虽然不满十
年 ， 却 经 历 了 无 数 坎 坷 波 折 。 如
今 ， 它 不 但 在 这 方 土 地 上 扎 下 了
根，而且枝繁叶茂、花香四溢；不
仅开辟了漯湾古镇新场，还经常下
乡村、进社区、入校园，开展文化

义演活动。张科举还带领一群年轻
人走出漯河，到郑州、新乡、平顶
山、驻马店等地交流演出，演员队
伍 在 更 加 广 阔 的 舞 台 上 经 受 了 考
验。今年，他们又通过抖音平台开
通了清河相声社线上小剧场，听众
数以万计。社区广场、田间地头、
校园课堂等，到处都是他们传播快
乐、收获笑声的舞台。一群年轻人
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梦想，为千家
万户点燃幸福生活的激情。

河上街有个清河社
文化漫笔文化漫笔

清河社演出现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周全海
古文典籍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历史变迁，语
言文字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收集
整理上千条这样的词例，筛选出容
易弄错的分享给读者朋友。

1.肮脏。我们现在所说的肮脏
是一个贬义词，表示污秽、不干
净。例如：“那个人懒得很，屋里
成年不打扫，太肮脏了。”也可用
于抽象意义的不正当。例如：“知
人知面不知心，谁料他俩之间还有
这样一笔肮脏交易！”但在古文中
看到这个词，你可不要想当然也作
这样的理解。例如，李渔 《闲情偶
记》 中 就 有 句 ，“ 然 他 种 犹 能 委
曲，独牡丹不肯通融。处以南面即
生，俾之他向则死。此其肮脏不回
之本性。”很多人都听说过武则天
心血来潮下令百花寒冬腊月一夜齐
放的故事。其他花草都慑于天子淫

威，不敢抗旨。唯有牡丹坚贞不屈
拒绝服从没有开放。“此其肮脏不
回之本性”是说这就是牡丹刚正不
阿、坚贞不屈的本性。

2.卑鄙。现代人用到这个词，完全
是贬义，单指人的品质行为卑劣、无
羞耻感，并且常和无耻龌龊等贬义词
连用。例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
证。”又例：“像你这样卑鄙无耻之
徒，也配得上道德标兵的荣誉称号？”
古文《诸葛亮·前出师表》写道：“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这里的“卑鄙”没有贬
义，只是出身低微没有显赫背景的自
谦之词。

3.暧昧。今指人的态度用意不
明，或行为不可告人。例如：“你在这
件事上态度暧昧，实在令人捉摸不
透。”古文中这个词有三个义项。其
一，幽深，昏暗。例如：“所谓睹暧昧
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后汉

书·蔡邕传》）意思是说，只看到昏
暗幽深处的利好，却忘了明摆着的危
害。其二，模糊不清。例如：“臣心实
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
（《晋书·杜预传》）意思是，我的
心里实在很清楚，所以不敢说出模糊
不清的见解，免得以后受到连累。其
三，隐私或蹊跷之事。例如：“这公事
深藏着暧昧。”（孙仲章 《勘头巾》）
意思是这件事藏着见不得人的隐私或
蹊跷。

4.暗算。今义是暗中图谋算计害
人。例如：“你这样单纯善良毫无防人
之心，早晚恐难免遭歹人暗算。”古义
则为私下筹划计算。例如：“暗算乡程
隔数州，欲归无计泪空流。”（杜荀鹤
《旅寓》）意为私下盘算回家的路程总
共有几个州郡，但是想回乡却无计可
施，只有空流思乡的泪水罢了。

5.百姓。我们说百姓，其实就是
说的人民大众。例如：“你知道咱们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古代百姓
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平民、庶民。例
如：“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
问》）是说统治者要以先修养好自己
再来安抚治理平民、庶民。第二个意
思与现代汉语差别更大，是指与黎民
对举的官员、百官。例如：“群黎百
姓，遍为尔德。”（《诗经小雅》）意
思是平民大众和政府百官普遍都感受
到了你的恩德。

6.败笔。今多指书画诗文有瑕疵纰
漏或不合情理之处，有时也比喻做事
不当或有失误。例如：“你这幅斗牛图
虽画得栩栩如生很有气势，但是但凡
斗牛力量都集中在牛角上，你的牛尾
巴翘起那么高，明显是一处败笔。”古
文败笔仅为用破用颓之笔。例如，苏
轼《石仓舒醉墨堂》有句“堆墙败笔
如山丘”，说的是长期坚持不懈苦练书
法写字，用秃用坏的毛笔堆积在墙角
跟小山丘一样多。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一）
文化讲堂文化讲堂

于焱在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李华强

数智技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
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
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我们通过《说文解字》来加
深对“数智技术”这个名词的认识
和理解。

认识“数智技术”关键要理解
“智”。《说文解字·白 （zì）
部》：“智，识词也。从白，从亏
（yú），从知。”甲骨文“智”由
“口”“于”和“矢”构成，“口”
表示言语，“于”表示气息，“矢”
表示陈述，会意用口陈述、心意可
识；小篆由“白”“亏”和“知”
构成，“白”表示鼻子，“亏”表示

气息，“知”表示知道，会意无所
不知；隶变后写为“智”。“智”的
构造体现心口合一的理念，反映了
古人对思维模式的一种认知。本义
指人具有判断、了解事物的能力和
智慧。智能，既指人特有的智慧和
能力，也指经高科技处理具有人的
智慧和能力的事物如智能机器人。
智能化是指事物在网络、大数据、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
下，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
的属性。

“数智技术”是数字化和智能
化的有机融合，可以理解为“数字
化+智能化”，是在数字化基础上融
合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过程。通过“人工智能+工业制
造”、“人工智能+生成设计”等推
进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灯塔工
厂”建设，推动实现制造业数智
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
向。

运用《说文解字》
解读全会《决定》中的名词

在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中，蛇
有多种别称，不仅揭示了它的特
性，还反映出古人对蛇的不同认知
以及敬畏之情。

古籍中将一种可以兴风作雨
的黑色神蛇分别称为“蜧”和

“蝹蜦”。《昭明文选》 卷二十九
中收录了晋代张协的诗句：“墨
蜧跃重渊，商羊舞野庭。”《淮南
子》 中记载：“牺牛粹毛，宜于
庙 牲 ， 其 于 以 致 雨 ， 不 若 黑
蜧。”对此，《康熙字典》这样注
释：“黑蜧，蛇也。”并指出黑蜧
潜于神泉，能致云雨。而魏晋的
郭璞在 《江赋》 中写道：“神蜧
蝹蜦以沉游。”意思是神蜧蜿
蜒，在水中潜行。

古代文献中将一种有毒的蛇
称为“虺”。《述异记》记载：“水
虺，五百年化为蛟。”蛟是古代传
说中的一种“龙”，是由爬虫类的
蛇 （虺） 为原型想象出来的，通
常生活在水中。而大蛇则又有

“玉虺”“王虺”之称，如南北
朝·江淹 《赤虹赋》 中的“鰅鳙
虎豹兮，玉虺腾轩”，又如 《楚
辞·大招》 中的“鰅鳙短狐，王
虺骞只”。上述“玉虺”“王虺”
即指大蛇，被视若虎豹、狐狼。

螣又称“螣蛇”“腾蛇”，指一
种能飞的蛇。典出 《荀子·劝
学》：“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
穷。”意思为螣蛇虽然无足，却比
多技的鼯鼠更能腾云驾雾、游走空
中。

在民间传说中，蛇有一个别称
叫“虵”。明代冯梦龙《智囊·捷
智·敏悟》中记载：（谢） 石曰：
“‘也’字着‘虫’为‘虵’字，
今尊阁所娠，殆蛇妖也。”意思是

“也”字加个“虫”，就是“虵”，
你妻子腹中所怀的大概是蛇妖之类
的怪胎。

蛇在古代还有多种雅称。蛇受
到外界攻击时，常以首尾夹击予以
反攻。《孙子·九地》记载：“故善

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
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
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后人
因此将蛇称为“率然”。三国时
期，曹植在《魏德论》中以“首尾
争击，气齐率然”喻指前呼后应的
策略。

《南史·梁纪·元帝》 中记
载，元帝与宫人在玄州苑游玩
时见到一条大蛇，周围有许多
小蛇，均为黑色。元帝非常惊
恐，疑其为妖怪。宫人说，它
们 不 是 妖 怪 ， 而 是 钱 龙 。 后
来，“钱龙”便成为蛇的雅称，
泛指用铜钱串成龙蛇之形，安
放 在 屋 顶 之 上 ， 祈 愿 家 宅 平
安、子孙绵延。

“升卿”是古人对蛇的又一种
雅称，意指蛇灵动、智慧，具有神
秘的力量，以及传递信息、预示未
来的特质和功能，出自清代厉荃编
写的《事物异名录》。此书中，蛇
另有“龙子衣”“担生”“茅鳝”等
雅称。

此外，蛇体形细长，像带子，
因此民间称它为“带”。由于其外
形又如同一条长长的爬行昆虫，所
以北方方言中称蛇为“长虫”。《红
楼梦》中“长虫”一词就曾多次出
现。此外，蛇的外形线条流畅，酷
似一张拉满的弓，因而还有“弓
衣”的雅称。

据《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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