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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 苏艳红 赵娅琼

临颍县曲剧团：点亮乡村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月 1日，临颍县曲剧团

在巩义市鲁庄镇李窑村演出。
其间，掌声、喝彩声交织回
荡，现场气氛欢乐而温馨。临
颍县曲剧团团长刘江伟告诉记
者，剧团在此演出的消息刚一
传开，热情似火的戏迷们便早
早赶来抢占位置。

“自农历大年初一起，演
出一场接着一场，几乎每场都
人山人海。群众的喜爱与认可
更加坚定了我们用心唱好每一
场戏的信念。”刘江伟感慨
道，每年正月、二月是剧团最
为忙碌的时候，行程安排得很
满。2月28日晚，结束在许昌
市襄城县的演出后，剧团成员
连夜谢台装车，奔赴巩义市演
出。近一个月来，演员们穿梭
于漯河、洛阳、许昌、焦作等
各地乡村，累计演出70多场
次，为广大群众送去了欢声笑
语。

临颍县曲剧团 1982 年成
立至今，历经四十余载风雨磨

砺。在一代代曲剧艺术家的不
懈努力下，剧团发展势头愈发
强劲。如今，剧团拥有50多
名演职人员，人才济济。剧团
储备剧目丰富，众多经典剧目
轮番上演，如感人肺腑的《程
婴救孤》、以孝道为主题的
《经堂孝母》、富有传奇色彩的
《刘备招亲》，还有贴近百姓生
活的现代戏《天下父母》等，
每一部都深受观众喜爱。

“目前演出日程已经排到
了 5 月份。每到一处演出地
点，舞台下都被观众围得水泄
不通，现场掌声雷动，叫好声
不绝于耳，热闹非凡。演出结
束后，不少观众仍沉浸其中、
意犹未尽，纷纷前往后台与演
员交流。”刘江伟说，尽管忙
碌又劳累，但看到观众非常热
情，剧团成员都深感幸福。未
来，剧团将继续坚守传承与创
新理念，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更多
人领略到曲剧这一传统艺术的
独特魅力。 演出现场。 刘江伟 提供

剪纸非遗进校园 传统文化润心田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这哪吒也太酷了吧，我
也要学剪纸！”日前，河南省
剪纸非遗传承人常桂连到市
第二初级中学操场，参与学
雷锋文明实践活动。在活动
现场，她不仅毫无保留地传
授剪纸技艺，还制作剪纸作
品赠予师生及前来参加活动
的群众。

当 天 ，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常桂连手持红纸与剪
刀，手法娴熟，动作行云流
水。短短片刻，一张平平无
奇的红纸便魔术般地化作两
幅栩栩如生的哪吒。细腻的
线条、生动的造型，让大家
深刻领略到剪纸艺术的独特
魅力，引得赞叹声、求学声
不断。

这热闹温馨的教学、展示
场景是常桂连坚持进校园传承
剪纸技艺的一道缩影。常桂连
是召陵区老窝镇人。受母亲的
影响，她 7岁便踏上剪纸之
路。几十年来，她对剪纸艺术
的热爱与执着从未褪色，在创
作的同时，更将传承剪纸技艺
视为己任。自2018年起，常
桂连积极投身剪纸公益传承事
业，在学校开展教学。

多年来，常桂连几乎每天
都奔走在教学路上，每年开展
进课堂活动百余次。她不仅为
孩子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文
化的窗口，还在他们心中种下
了传承与创新的种子。

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杨小
云告诉记者：“常老师在我们
学校教学两年了。在她的指导

下，孩子们创作出了一幅幅优
秀的剪纸作品。她的到来，宛
如一束光，照亮了孩子们的生
活，让他们多了一种表达方
式，增强了自信心。”

常桂连告诉记者，本学期
的进校园教学活动正在市特殊
教育学校和伊坪小学开展，还
有几个学校正在对接时间。安
排妥当后，周一到周五她基本
每天都有课。“每完成一幅作
品，孩子们眼中都闪烁着自信
的光芒，这是对传统文化深深
的热爱与认同，也是我坚持进
校园教学的最大动力。”常桂
连说，她希望通过进校园教学
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了解、爱
上剪纸艺术，让古老的剪纸艺
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绽
放出绚丽的花朵。常桂连向学生展示剪纸作品。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通 讯 员 刘金有

3 月 1 日 （农历二月二）
上午，市第二届刘累豢龙文化
节在临颍县巨陵镇豢龙村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
刘氏宗亲代表参加。

文化节上，舞狮、舞龙等
民俗活动轮番上演，热闹非
凡。随后，刘氏后裔遵循古
礼，齐聚在刘公祠大殿前，依
次敬献花篮、焚香祈福，向先
祖表达虔诚的敬意，并在刘累
墓前，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奠
仪式。

来自商丘的刘氏宗亲代表
刘胜利说：“刘氏同根一脉相
承，这个活动为加强刘氏宗亲
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平台。我们
在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与感恩之
余，再次接受刘氏家风家训的
熏陶，牢记老祖宗留下的优良
传统和品质，很有意义。”

年近八旬的赵群波作为基
层文化工作者，对刘累颇有研
究，目前正在编写《谈古论今
说豢龙》一书。他说，豢龙村
因刘累养龙、驯龙的传说而得
名，故有“华夏先驱”“御龙
圣地”的美誉。如今，这片热
土已经成为海内外刘姓寻根谒
祖、缅怀先人的圣地。

刘累墓在麦田之中，庄严
肃穆。拾阶而上，三块石碑映
入眼帘，中间是刻有“夏豢龙
先贤刘公累之墓”字样的石
碑，左边石碑的碑文为《刘累
墓志铭》，右边石碑的碑文为
《重修刘公墓碑记》。

“墓里还挖出过汉砖。据
说刘邦曾行至此地，因狂风骤
雨无法前行，休整时得知刘姓
祖先在此长眠，重新修缮了墓
地。”赵群波告诉记者，墓冢
原直径30米、高8米，前有飨
堂，墓园有围墙，现仅留墓

冢，原墓园建筑根基尚存。现
在的刘累墓为2015年当地群
众捐资重修。2021年，刘累
墓祠被认定为第二批漯河市文
物保护单位。

“刘公祠历史悠久，曾是
清乾隆时期临颍八景之一，见
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承载着
无数人的记忆与情感。”赵群
波说，2021年7月，刘公祠遭
大雨侵袭，造成屋面和后墙坍
塌、壁画脱落。后来，村民和
刘氏宗亲集资，于2023年动
工重建，2024年竣工。

进入刘公祠，映入眼帘的
是影壁墙上“豢龙有功”四个
大字。大殿高大雄伟，内有石
像三尊，中间为刘累，刘邦和
刘秀分居两侧。祠堂内木制壁
画栩栩如生，大殿前檐廊道石
柱上雕刻两条龙，活灵活现。
东西厢房各三间，分别为接待
室、办公室、仓库等。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刘
累豢龙文化节、三月二十的老
古刹大会和农历每月逢六，附
近村民争相到刘公祠前舞龙舞
狮、唱歌唱戏，还有唢呐、杂
技等多种多样的表演，热闹非

凡。”豢龙村党支部书记赵新
超说，豢龙村将以农业为基、
文化为魂、旅游为翼，加快农
文旅融合发展，让古老的豢龙
村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与
活力。

市第二届刘累豢龙文化节上的舞龙表演。

慎终追远拜先祖 抚今追昔话沧桑
——市第二届刘累豢龙文化节侧记

■李华强

科技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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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
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我们
通过《说文解字》来加深对“科技伦
理”这个名词的认识和理解。

理解“科技伦理”应从“伦理”
二字着力。《说文解字·人部》：“伦，
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

“伦”是形声兼会意字，“人”作形
旁，表示其意义与人有关；“仑”作声
旁，表示读音，还兼有次序的意思。
本义指等、类。另一义说，伦是道
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伦，道

也、理也。按粗言之曰道，精言之曰
理。”《说文解字·玉部》：“理，治玉
也。从玉，里声。”“理”是形声字，

“玉（王）”作形旁，表示其意义与玉
石有关；“里”作声旁，表示读音。本
义指治玉，就是顺着玉的纹理把玉从
石头里剖分出来。泛指纹理、事理，
引申指治理、办理。“科技伦理”既指
客观事物的条理，也指科技中人伦道
德之理。

“科技伦理”是指在科学研究和技
术开发等科技活动中，科技工作者及
其共同体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
规范，是促进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
祉、推动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
障。它是对传统观念和道德的规范和
提升，其核心是使科技不损害人类的
生存条件和生命健康，促进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运用《说文解字》
解读全会《决定》中的名词

■周全海
13.鄙劣。现代汉语仅限

于用为贬义，表示一个人的思
想行为或手段卑鄙恶劣。例
如：“和那个鄙劣的家伙打交
道，你要小心一点儿。”古义
却是个谦辞，常用于自称。例
如：“此鄙劣所望于三君子
也。”（曾巩《与王向书》）大
意是“这就是我寄希望于三君
子的事啊。”

14.变节。今一般只用于
贬义，改变操守，由好变坏。
例如：“他原来也是个有理想
信念的热血青年，可惜后来经
受不住考验变节投敌了。”古
人用这个词有三种意思。其
一，改过迁善。例如：“年四
十，乃变节从白子友受易。”

（《汉书·朱云传》）大意是
“到四十岁，开始改过迁善，
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
其二，表示季节更替。例如：

“寒圭变节，冬灰徙筩。”（萧
纲《梅花赋》）寒圭，古人在
节令变化时使用的一种玉制礼
器。冬灰，冬天将芦苇烧成灰
放在筩（一种竹编的容器）中
以御寒。大意是“用寒圭测量
日影就知道季节更替，春风吹
来的时候，筩里的冬灰就会飞
出来。”其三，改变节操，与
今义相近。例如：“欲变节以
从俗兮，媿易初而屈志。”（屈
原《九章·思美人》）大意是

“想改变节操来跟着世俗随波
逐流，却惭愧委屈改变了自己
的初衷和志向。”

15.变通。今义为根据实
际情况，对原定规则或方法步
骤做出非原则性的变动。词义
偏重于变。例如：“情况明摆
着有了变化，你看能不能变通
一下，别这样墨守成规嘛。”
古义为事情因变化而通达。词
义偏重于通，强调的是结果。
例如：“是故法相莫大乎天
地 ， 变 通 莫 大 乎 四 时 。”
（《易·系辞》）大意是因此
可以效法的物象没有谁比天地
更至高无上，想要通过变化而
通达，没有什么比四季更替更
值得借鉴。

16. 标榜。今常用于贬
义，到处宣扬，夸耀。例如：

“一个稍有点成绩就标榜自己
如何了不起的人，大概率是没

有什么大出息的。”古义有三
种用法。其一，书写匾额或榜
文。例如：“所由俱为条格，
标榜宣示。”（《陈书·宣帝
纪》） 所依据的都是律法条
文，写成榜文到处张贴宣传让
大家看。其二，揭示，品评。
例：“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
语。”（《世说新语·文学》）
为了揭示品评其中多重含义，
写了几百字的话。其三，略同
于现代用义，夸张炫耀。例
如：“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
标榜。”（《后汉书·党锢传
序》）天下那些仰慕其风尚的
党人，相互夸张炫耀。

17. 猖獗。今只用于贬
义，猖狂放肆毫无忌惮。例
如：“是的，光脚不怕穿鞋

的，你可以猖獗一时，但难免
也有踢到钢板上的时候。”古
义表困窘失败。例如：“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
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
今日。”（《资治通鉴·汉纪五
十七》）我不考虑自己的德行
和力量，就想率天下以伸张正
义，但是智能谋略又实在肤浅
短小，随即因此而困窘失败，
以至于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

18. 猖狂。今义狂妄放
肆，横行无忌。例：“欲使其
灭亡，最好先让他猖狂。”古
义放肆妄行，常用于自谦之
词。例如：“臣是以敢复进猖
狂之说。”（苏轼《制科策》）
可译作，我因此才敢于再次上
书说出这样放肆狂妄的建议。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2024年
12月29日市作家协会“博雅杯”年味
主题征文通知发布后，省内外众多作
家与文学爱好者纷纷响应。3 月 14
日，记者获悉，经市作协年味征文评
委会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成人组一
等奖3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9篇、
优秀奖25篇，青少年组一等奖3篇、
二等奖6篇、三等奖9篇、优秀奖24
篇。

据了解，两个多月的征稿期内，

主办方共收到近千篇投稿。活动参与
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党员干部、普通
群众，还有大、中、小学生。作品体
裁丰富多样，涵盖散文、小说、诗歌
等。

此次获奖作品描绘出新年的热闹
场景，展现了深厚的春节民俗文化底
蕴，呈现出国泰民安、普天同庆的美
好景象，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彰显出新春万象更新的精神风
貌。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三）

市“博雅杯”年味主题
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樱桃郭村位于临颍县，地处四五
十里黄土岗（龙脾岗）的西部，老乌
江沟的北岸，北部有黄龙渠。樱桃郭
村第一代郭氏祖先叫郭执忠，明末清
初人。当时兵荒马乱，郭执忠响应官
府号召，带着三个儿子从现在的大郭
镇大郭村东迁（现在还有郭家过道旧
址）。途中经过三个自然形成的土
冢，郭执忠便对儿子说：“这三个土
冢就是我们郭家的支锅桩。在这里发
展，我们的锅 （郭） 里就有饭吃。”
同时，村里还有潘、宁两姓人家一起
生活。

郭执忠经营糖房，制作的芝麻糖
不仅酥脆黏香，还是一种能治病的药
材。一年当中，郭执忠一家在春夏秋
三个季节里精心耕种和管理庄稼，到
了冬季就做手工芝麻糖生意，逐渐在
村里扎下根来，而潘、宁两家逐渐败
落绝户。郭执忠晚年，知道自己时日
不多，就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勤
俭才能持家。我死后薄葬，丧事一切
从简。我这辈子最喜欢村里的樱桃，

不仅是因为它好吃，也喜欢这种树的
性格。它们默默无闻，年年给我们提
供甜美的果实。郭家子孙也要学习樱
桃树，不管走到哪里都受人喜爱。咱
们村就叫樱桃郭吧！”

郭执忠的子孙们谨遵祖先谆谆教
导，勤俭持家，不仅把芝麻糖生意发
展得红红火火，而且利用地理优势发
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在村里的怀庆府
过道，高楼大院逐渐多了起来（据说
这是樱桃郭村郭氏的锅底）。从郭执
忠这一代制订了28代的字辈诀：执士
凤朝玉学堂，熏思中书有道长，高增
相继传懿典，光照家声永振方。如今
已传了18代，到了继字辈。樱桃郭村
的名字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据临颍融媒

樱桃郭村的由来

国画《春意》 陈 彤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