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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魏庆凤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登封市文物局获
悉，该市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一处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叠压遗址——
安寨河东遗址。

安寨河东遗址位于登封西南约 40公里的
颍阳镇安寨村东南狂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上。
遗址东高西低，南北较长，整体略呈长方形分
布，面积约772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4米。

从遗址的断崖上可以清楚地发现相当丰
富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的

灰坑、红烧土块等遗存，还发现夹砂红陶、褐
陶、黑陶、灰陶等陶片，另发现有白衣黑红彩陶
片。纹饰除素面和磨光外还有细绳纹、乳丁
纹、戳印纹等，其中篮纹陶片和方格纹陶片最
多；可辨器形有钵、罐、大口尊、鬲、盆、杯、豆、
斝、陶环、澄滤器等。

从文物调查的情况来看，安寨河东遗址的
文化堆积相当厚，且丰富，叠压、打破关系复
杂，延续时间较长。是一处上起仰韶文化，二
里头文化，上下连绵 3500多年的大型聚落遗
址，它不但对于研究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
头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具有很高的

价值，而且还对于研究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
里头文化之间的承启、渊源、发展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

[小链接]
仰韶文化距今 5000~6000 年前，跨越人类

社会发展的 2000 多年的历史时期，是人类氏
族部落确立男权制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
化距今 4000~5000 年前，是氏族部落走向国
家的初级形态的新石器时代。二里头文化
距今 3600~4000 年前，也就是历史上的夏文
化。

开着车去磨面
刹车失灵撞上墙

2人当场死亡，6人尚未脱险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本报讯 昨天上午 10时许，荥密公路
石坡口发生一场惨剧：一辆时风牌农用三
轮车行至丁字路口时，突然失控，撞到了
一堵砖墙上。乘车人及司机被甩出去，生
命垂危。事故发生后，新密市有关领导赶
到现场，现场指挥抢救伤员。新密警方向
记者证实，事故中有 2人当场死亡，6名伤
员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一声巨响，农用车撞上一堵墙
新密市荥密公路石坡口路段，一堵墙

被撞倒半边。隔壁的一栋房子前，窗户被
砸烂，地上散落着小麦和鞋子，血迹斑斑。

房子的主人是 30多岁的张女士，她
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当时，她和爱人正
在屋子里做电焊活儿。突然一声巨响，屋
子里尘烟四起，她发现自家的窗户被砸
掉，拇指粗细的钢筋被砸落 5根，玻璃砸
碎，一袋小麦也从窗外飞到了屋内。

她和爱人立即跑出门，发现一辆蓝色
时风农用车撞在了平房前面的砖墙上，地
上横七竖八躺着七八个人，小麦和鞋子散
乱在地面上，地上血迹斑斑。

“妈呀，出大事了！”随着一声惊呼，周
围的村民立即围上来救人，有人拨打了报
警电话和急救电话。

接到报警电话后，最先赶到的交警立
即实施警戒，并和村民一起组织救人。

随后，有 3家医院的 5辆救护车赶到
现场，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营救，6名伤员
被抬上救护车，紧急驶往医院抢救。

伤亡者都是亲戚邻居
目击者说，当日上午9时50分许，一辆

蓝色农用三轮车从不远处的斜坡上冲下来，
撞倒了这面墙后侧翻。车上人员加上司机
共8人，还装着小麦、花生和一台洗衣机。

当时，车上除了一名姓慎的司机外，还
坐有7名村民，他们都是亲戚邻居，车上拉
着13袋小麦，从尖山乡沙古堆村前往牛店
镇柿树湾村去磨面。警方证实，事故当场
有两名女性死亡，另有6人不同程度受伤，
被拉往医院进行抢救，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另据了解，由于该事故是一起单方事
故，善后工作已由交警大队移交当地乡镇
政府协调处理。 线索提供 高女士

昨日，嵩山“泥人刘”传人刘永占一出现
在少林景区就受到众多游客的追捧，看着刘
师傅手里的一块泥像变魔术似地变成了一个
左手挎着篮子，右手扛着树枝，拾柴归来的老
汉，游客纷纷喝彩。

几个老外围着刘师傅的作品看了又看，摸
了又摸，指着“登封烧饼”泥塑，让导游和刘师
傅商量，愿意出 1 万元钱收藏。但刘师傅表
示，只是展示并不卖作品。

见老外们很是失望，刘师傅告诉导游，可以

为他们每人现场捏个人像。听到这，老外们喜
出望外，争先恐后地坐在凳子上，让刘师傅给他
们捏像。一位年轻人告诉刘师傅，他叫穆达叶
夫斯机，他们一行5人来自俄罗斯，第一次见到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他非常喜欢，他想
将这种艺术品带回家，给他的儿子看看。

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坐在了刘师傅的对
面，他看了这位姑娘一会儿，就动手捏了起来，
不到20分钟，栩栩如生的“洋妞”的头像展现在
众人面前，游客惊叹地说真像、眉目神情都像。

嵩山泥塑起源于汉代，当时嵩山周围道观、
佛寺、庙堂迅速兴起，直接促进了泥人偶像的需
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到宋代，宗教题材的大型
佛像继续繁荣，小型泥人玩具也发展起来，至
今，仍然流传不衰。

“泥人刘”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品，它创始于清
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40多年的历史。刘文宗，
生于1735年，是泥人刘的创始人，他自幼家境贫
困，但喜爱泥塑，便以泥土为原料为百姓塑泥像，以

谋生计，后传于其子刘章，将“泥人刘”技艺内涵逐
渐扩展，不但为百姓捏泥像，还为寺庙塑像，一时名
声大振，“泥人刘”艺术走向繁荣。

“泥人刘”作品素材广泛，生活中的人物均
可成为作品，且用材简单，用黏性且细腻的泥
土，加以自制辅料，直接捏制成形，然后精雕细
琢，使其形神逼真，最后阴干着色。“泥人刘”作
品以人物为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具有浓郁
的乡土生活气息和很高的民间艺术价值。

嵩山“泥人刘”的泥塑艺术
创作主要取材于嵩山文化、当地
的民风民俗、人物，当代传人刘
永占，更是继承了“泥人刘”的精
髓，他的作品既有南方泥塑的
细腻精致又有北方泥塑的粗
犷 传 神 ，形 象 逼 真 ，栩 栩 如
生。“泥人刘”泥塑是优秀的民
间文化艺术，被列入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嵩山
泥塑艺术，经过漫长的等待终
于迎来了发展的春风，可是由
于后续乏人，这项宝贵的民间艺
术面临着失传之虞。

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刘永占 1961年出生在登封东金店乡邓堂
村，这里自古就有捏泥塑的传统手艺。刘永占
自小家穷，但喜欢绘画和泥塑，可是父亲认为学
泥塑没有出息，17岁初中毕业后，刘永占只能
偷偷跟着村里的老人学习。

有一次，他在中岳庙看到一老头带着几
位徒弟在塑神像，他照着戏文里那样跪倒就
给老头磕头，老汉先是一惊，待弄明白刘永占
的来意后，告诉他，这是家传的手艺，不外传。
刘永占跪了很长时间，老头还是不答应。

刘永占四处寻找“泥人刘”的传人，拜师学
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成名了，成了

“泥人刘”现代传人的代表人物。
1983年他为登封市自来水公司塑大型群

雕鹿、鹤等。1991~1997年他为少林寺等寺庙
塑泥像。2006年在登封市新世纪大酒店他为
湖北省长塑像，2007年捏制“任长霞”泥像，并
为来自韩国、马来西亚的客人捏泥像。还为国
内名人马三立、潘长江、崔永元、葛优、李金斗等
人捏泥像。2007年他被告成镇政府请去雕塑毛
主席金像。2008年他又雕塑一代伟人邓小平泥
像。他获得的各项奖励就更多了。

但这些他都不看重，他是想重振“泥人刘”
当年的风采，将这门民间艺术发扬光大。

老外爱上了嵩山泥人

四处拜师学艺博采众长

巩义采风创作年昨日启动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薄涛

本报讯 4月 2日上午，由巩义市委宣
传部、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正式启动，本
次采风活动的主题是“走进巩义、聚焦巩
义、宣传巩义、推介巩义”。

据了解，巩义市将2009年作为文艺家
采风创作年，由40多位文艺专业人才组成
的采风团将深入各条战线体验生活，创作
一批反映当地经济社会巨变的报告文学、
小说、散文、书画、摄影、戏曲等文艺作品，讴
歌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

另悉，该市决定，凡具有县级以上作
协、影协、美协、书协、音协、曲协、民协、剧
协等会员资格者，到巩义各景区一律免门
票，并提供采访、创作方便。

登封文化馆馆长杨洪智告诉记者，“泥人
刘”是嵩山地区民间技艺的精髓，它代表着历
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超常的想象力、创造力，
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中的一朵艺术奇葩。

但杨馆长又不得不承认，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类雕塑作品走进百姓生活和泥人争市
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
式有了较大改变。另外人们对“泥人刘”的认

识缺乏，且很少有人涉足此行，使得这项独具
民族特色的民间手工技艺面临失传。嵩山虽
然佛、道、儒荟萃，古代泥塑繁多，但从事泥塑
的老艺人逐日减少。目前，嵩山“泥人刘”只有
刘永占一人支撑着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
他潜心钻研，设立基地，才有了一些泥人作品
面世，并得到世人的好评。如不及时抢救“泥
人刘”技艺，若干年后它将会消失。

嵩山泥塑[新闻1+1]

刘永占精心雕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