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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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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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迪 王嘉明
在“红红火火过大年”漯河市2025

民间艺术展演中，源汇区问十乡民间艺
术队表演的《铜器舞》赢得了评委和观
众的好评，被评为最佳展演作品。在展
演现场，问十乡民间艺术队的队员们分
别站在舞台两侧。随着鼓声节奏的逐渐
加快，现场的气氛愈发紧张热烈。大铙
的声响与鼓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
激昂的交响乐。

日前，记者到问十乡采访时，恰逢
问十乡举办民间艺术大赛。在问十乡文
化广场中央，一位白须老人迈着矫健的
步伐在队伍中指挥，时而挥臂击节。他
就是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铜器舞代表
性传承人张德彬。

张德彬老人是前问十村人，今年
96岁。他说，开始时，铜器舞是一种
祭祀仪式，用于祈求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村民自娱
自乐、庆祝丰收的舞蹈形式。农闲
时，村民披彩衣、执铜器，动作粗犷
如耕田扬麦。前问十村的铜器舞通过
老艺人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队
员由村民自发担任。

据介绍，问十乡铜器舞又叫“八大
扇”，源于清朝末年。每逢农闲和集会，
当地群众便以舞助兴，逐渐发展为一种

系统、完善的民间舞蹈形式。铜器舞主
奏乐器有大铙、大钹，伴奏乐器有大堂
鼓、大锣、手钹、小锣等，表演风格独
特，场面宏大，人数较多，乐器搭配精

妙，动静结合，服饰以红色为主、黄色
为辅，突出和谐、喜庆的气氛，夏季时
可通过化妆等渲染气氛，增强表演效果。

2005年年初，前问十村成立了铜乐

会。2008年，问十乡铜器舞被列入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年，市城区
烟草专卖局为了保护铜器舞这一传统民
间艺术，在前问十村建起铜器舞非遗博
物馆。

铜器舞的表演分为七个段落，每个
段落都有自己的名称及特色。第一段：
一铙。第二段：小花镲。第三段：别
子。第四段：剪子鼓。第五段：三五
铙。第六段：走马灯。第七段：大花
镲。

“8岁摸铜器，一跳就是88年。”张
德彬说，他从小喜欢文艺，8岁就开始
学习铜器。20岁时，他就带队到驻马
店、许昌、周口等地演出。

如今，张德彬年事已高，很少参与
表演，但经常会在村民排练时“督战”。
队长张春生打趣说：“老爷子眼睛一瞪，
谁也不敢偷懒。”

“原来村里人60%都会玩铜器，有的
两口子都会。以前，大年初一我们就开
始打铜器，家里的饺子都顾不上包。”村
民张三朝告诉记者。张春生说：“这几
年，每年进入腊月后，我们就开始为市
里、区里举办的民间艺术大赛做准备。”
关于铜器舞，村民有说不完的故事，因
为铜器舞不仅是一种舞蹈，还是村民生
活的一部分。

百年铜器舞 舞出幸福生活

2月16日，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举行。源汇区问十乡民间艺术队表演的
《铜器舞》被评为最佳展演作品。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月29日，在临颍县三家店镇

平宁城村，豫剧《太君辞朝》火热
上演，台上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功
底，台下观众喝彩声、掌声此起彼
伏，现场热闹非凡。

临颍县戏曲文化底蕴深厚，其
“四街戏”历史久远。1949 年，
“四街戏”剧团正式定名为临颍县
人民剧团，1953年更名为临颍县
豫剧团。多年来，《吕布戏貂蝉》
《寇准背靴》等一系列经典剧目以
及《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现代戏在临颍等地演出，影响深
远。到了1981年，剧团演职人员
达百余人。然而，在时代浪潮的冲
击下，传统戏曲领域演出市场萎
缩、观众群体变化、资金短缺等一
系列难题接踵而至。在异常艰难的
情况下，临颍县豫剧团的演职人员
依旧坚守初心，精心维护设备，坚
持排练。他们坚信，只要心中有热
爱，豫剧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
终有一日能在新时代的土壤中重新
焕发生机。

2024年，临颍县豫剧团开启
全面改制重组之路。新任团长张
焕菊带领全体演职人员昼夜排
练，精心琢磨每一个舞台动作和
唱腔。他们在传承传统韵味的基
础上，在表演形式、舞台呈现等
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不仅重拾
《哑女告状》《黄鹤楼》《太君辞
朝》 等二十多部传统经典剧目，
还创新排演了《呼延庆打擂》《刘
公案》《五堂会审》《楚宫恨》等
剧目，以全新状态重新回归观众
视野。

改制后的临颍县豫剧团演出品
质大幅提升，演出邀约不断，截至
目前已演出200多场，不仅在我省
各地演出，还受邀到安徽阜阳、河
北邯郸等地演出。每到一处，临颍
县豫剧团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与认可，演出现场常常是人山人
海。

临颍县豫剧团用实力和创新，
让豫剧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
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也为当地文化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临颍县豫剧团好戏连台火出圈

■本报记者 谭艺君
近日，市文化馆举办了“艺

梦·幸福人生”公益培训书法美术
剪纸师生作品展。此次展览共展出
60余幅工笔画作品。这些作品大多
描绘的是各种花卉。工整细腻的线
条、丰富的色彩，将工笔画的典雅
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整个一楼展
厅因这些画作而花团锦簇，洋溢着
浓烈的春意。

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杨静担任
市文化馆“艺梦·幸福人生”公益培
训美术课教师已6年有余，此次展出
的工笔画作品都是她学员的作品。“这
名学员的画很有意境，展现了一种生
命的张力。她以前是学设计的，有绘
画基础，退休后重拾绘画，在这里学
习有两三年了。”“这名学员60岁左
右，已经退休了。她平时很忙，要带
外孙，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公，却每天
都抽出时间画画，学习的劲头很足，
进步也很快，让我很感动。”……杨静
向记者一一介绍学员的作品，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

今年56岁的杨静1992年毕业于
河南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在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从事美术教
学工作多年。她的作品在省、市展览
中多次获奖，入选第十四届河南省美
术作品展览、第四届当代女画家学术
邀请云展等，发表科研论文十多篇。

去年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退休后，她
依然笔耕不辍，并坚持从事公益教
学，在艺术世界里感受着属于自己的
那份快乐。

杨静位于市区崂山路的工作室以
“一花一叶”命名。推开门，四壁、桌
上皆是各种各样的花鸟画作品：玉
兰、绣球、虞美人、鸡冠花、牡丹、
木槿、夹竹桃……她以精湛的绘画技
巧，将各种花描绘得栩栩如生。画面
清新雅致，展现了大自然的美丽与和
谐，给人以宁静、舒适、梦幻之感。

“我喜欢养花，更喜欢画花。花的
美、花的艳、花的秀、花的媚、花的
雅，让人无法不爱，真是一花一性
情、一花一世界。我希望通过绘画留
住花的美，展现岁月静好的一面，让
欣赏画的人能忘记现实中的压力和束
缚，回归心灵的宁静与平和。”杨静
说。

画室的墙上挂着一幅 《芍药
图》。画面中，一朵朵芍药摇曳生
姿、清新淡雅，露出鹅黄的花蕊。
沉稳的色调在微小的差异中又体现
着丰富性，使画面的整体效果给人
宁静唯美、远离喧嚣的感觉。杨静
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外出写生，
看到一户人家门口开满白色的芍
药，非常漂亮，当时就画了一些速
写，回来后进行整理，重新构图、
创作，完成了这幅画，并在画作上
写下一段心语：“一年四季每个季节

都有不同的美，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如无闲事在心
头，每天都是好时节。”

“工笔画是用线造型的，就像人体
的骨骼。线勾好后再一层一层地渲染
颜色，要染很多遍，花费很多时间。
这个过程也是在培养耐心与毅力，就
像将浑浊的水静置，慢慢沉淀，然后
变清的过程。我在画画的时候内心是
非常宁静、快乐的。我运用各种技
法，力图在作品中展现出每一种花卉
的美和生命力，让观者看了之后能感
受到生活的宁静与美好。”杨静告诉记
者。

记者看到桌上有一幅快要完工的
玉兰花画作。“玉兰开花的季节，我看
到一树漂亮的玉兰花，就想把它画下
来，把花朵的美留住。”杨静说。

记者看到杨静的作品中有一幅
《百花迎春图》，是用30多幅小画拼成
四尺整张的大画。画中花卉品类繁
多，皆用没骨画法绘就。画面疏密有
致，撞色、撞粉等技法运用自如，每
一种花都清新自然、充满生机，将朝
夕更迭与四季轮回中的浪漫情怀充分
展现出来。

“我几乎每天都画画。绘画已经和
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杨静告诉记者，
不管是自己画画，还是进行公益教学
时教学员们画画，她都感到很幸福。
因为对她而言，诗和远方就在自己的
内心、在每一幅画里。

杨静：花朵烂漫笔端生
文化人物文化人物

临颍县豫剧团演出现场。 图片由临颍县豫剧团提供

本报讯 （记者 郝 河 庆） 4
月 2 日，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七届
五次理事会暨 2025 年工作会议
在郑州召开。会上，市曲艺家
协会凭借过去一年的突出表现
获得多项荣誉。这不仅显示了
漯河曲艺事业在全省的领先地
位，还为基层文艺组织创新发

展树立了标杆。
据悉，市曲艺家协会被评为

2024年度优秀团体会员。协会顾问
乔聚坤以传承稀有曲种的贡献获得
河南曲艺特别贡献奖，副主席张盼
盼被评为年度优秀曲艺工作者，副
主席李艳惠、副秘书长裴政斌荣获

“优秀文艺两新”称号。

市曲协受到省曲协表彰

■李华强

基本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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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
农作物管理体系。”我们通过《说文
解字》来加深对“基本农作物”这
个名词的认识和理解。

“基本农作物”中的“基本”含
义是多重的。《说文解字·土部》：

“基，墙始也。从土，其声。”“基”
是形声字，“土”作形旁，表示其意
义与土有关；“其”作声旁，表示读
音。本义指墙脚。泛指建筑物的根
部，引申指事物的基础、根本。《说
文解字·木部》：“本，木下曰本。
从木，一在其下。”“本”是指事
字，木下有一划，标明树根所在。

本义指草木的根。引申指事物的根
本、根源，与“末”“标”相对。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本”
特指农业生产。中国自古有农耕文
明的传统，《论语·宪问》：“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可以说，农业是国之
根本，农作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

“基本农作物”是指为了满足
人们基本生产生活需要而大面积
栽培的农作物。在国家层面，基
本农作物主要包括粮食、油料、
蔬菜等基础性、战略性农作物
种类。具体到各地区，根据资源
禀赋、气候条件、种植制度、区
位条件等因素，基本农作物还包
括具备种植历史、产业优势以及
生产生活必备的区域性品种。由
于基本农作物直接关系生存安
全、国家安全，需要在耕地资源
利用上予以优先保障。

运用《说文解字》
解读全会《决定》中的名词

“破天荒”一词意思是指以前从
来没有出现过的事，即第一次出现
的事。

“破”当然是“打破”之意，
“天荒”本意是“漫天荒原”。那么
“破”和“天荒”何以组成一个词
语，且为人们所熟知呢？说来挺有
趣的。

据史料记载，唐代科举考试制
度规定，每逢京城殿试之际，全国
各地都要将优秀考生送京入试选
拔。荆南地区（今湖北一带）长达
50年没有一人考中进士，于是大家
讥笑荆南是偏荒落后之地，冠以

“天荒”称谓数十年之久。唐宣宗大
中四年，荆南终于有个叫刘蜕的考
生中了进士，总算破了“天荒”，为
当地乡民争了口气，官民无不为摘
掉了那顶戴了50年的“天荒”大帽
子而高兴。当时，魏国公崔弦镇守
荆南一带，得知刘蜕考中进士，便
写信表示祝贺，并赠他70万“破天
荒”钱。刘蜕不肯接受崔弦所赠之
钱，在给崔弦的回信中写道：“五十
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
天荒。”“破天荒”的说法从此流传
全国。它有空前壮举、突然扬名、
首次出现等含义。旧时，文人常用

“破天荒”来表示突然得志扬名。
宋代苏轼曾将“破天荒”写入

诗中，且伴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据北宋学者邵伯温《邵氏闻见

录》载：苏轼被贬到海南岛后，当
地很多学子慕名向他求学，其中有
个年轻后生姜唐佐与众不同，儒
雅、好学、聪明，有士子之风。当
时，海南那个地方也被称为“天
荒”，没有出过进士。苏轼觉得很可
惜，便劝他进京应试，并赠诗两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
荒”。意思是说，海南虽然偏远，但
也不会割断与中原的联系，你现在
虽然穿着白袍（古代未中举士人的
便服），但我相信你日后一定会考
中。苏轼还说，“异日登科，当为子
成此篇”，即今天只写这两句，以后
你真的登科，我会续成全篇送给你。

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
后来北上赴试中了举人，成为有记
载的海南第一位举人。中举后，姜
唐佐拿着两句诗找苏轼。然而，遗
憾的是苏轼已过世两年。几经周
折，姜唐佐找到了苏轼的弟弟苏
辙。苏辙听了姜唐佐的讲述非常
激动。为给这位边远地区的学子
以鼓励，苏辙立即动手凑齐了另
外的六句：“生长茅间有异芳，风
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
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
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
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最后两
句既是对姜唐佐的鼓励，也是对苏
轼的缅怀。这是“破天荒”入诗的
一段佳话。 据《西安晚报》

“破天荒”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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