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7日天刚亮，中牟县青年路、建设路、府前街等路明显地比
以往早热闹了许多。家住官渡镇的张先生早上5点开车出发。
“赶三月二十八会，怕来晚了堵车。”张先生说，尽管县城集会只有
一天，他还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中牟播报 冯俊超 邢昊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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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文化研究学者李德昌
撰文称，庙会作为传统集市和
文化生活的补充，仍然发挥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年一度的

庙会不仅方便了群众生产，而
且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促进了
信息交流沟通，丰富了民间文
化娱乐，无形地推动市场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发挥了它特
有的作用。庙会作为我国的一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长期继承
和发展下去。

庙会要传承下去

凉争冰雪甜争蜜 妙品中看又中吃

中牟金灿灿的“礼品西瓜”上市啦

摩肩接踵，人如潮涌
寺庙不在，传承不断
中牟城隍庙会如火如荼进行中

史料记载，城隍庙起源于古
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为

《周宫》八神之一。“城”原指挖土
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
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
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
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
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
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
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
保护神。道教将其纳入自己的
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
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

“记得小时候三月二十八就有
县城城隍庙大会，但我从来没见过
城隍庙。”今年72岁的刘兴旺老人
说。中牟县城三月二十八集会，中

牟百姓称其为“城隍庙会”和“古
会”，庙会自然和庙有关，如今的县
城城隍寺庙早已荡然无存。据《中
牟县志》记载，知县张永泰于明洪
武三年（1371 年），在县城西门内
建丰收城隍庙一座，规定各级官员
到任，必须到城隍庙向城隍宣誓就
职。1375 年朱元璋发诏书，令各
地城隍庙祭祀神灵、举办大会。从
此，有了中牟县城的城隍庙会。

中牟城隍庙会传承 600 多
年，寺庙不在，庙会仍在。随着
时代的变迁，如今的中牟庙会活
动的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原来的为宗教祭祀、求神拜
佛，变成了为群众生活、生产、交
易及精神文明需求的服务。

4 月 27 日早 8 点，进入中牟
老县城各个方向的路口已摆出
了不少摊位，以出售饮料、水果
等为主。不少从乡下骑三轮车
前来的村民停在摊位前，“就在
这儿吧，往里面人多堵，价格也
未必比这便宜”。于是，大家你
一箱我一箱地买，他们今天上午
来会场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赶会，
而是串亲戚。

家住县城十里铺的李霞为
迎接亲戚到来，已忙了一天。“庙
会在哪儿举办，哪儿就要尽地主
之谊，这是传统，这是待客之
道。”李霞说，“有的亲戚一年也
就来往一两次，刚好赶上庙会可
以见一见。”早到的亲戚，开始帮
李霞忙活包饺子，待所有亲戚一
到，热腾腾的饺子一上桌，“庙
会”这时也渐入高潮。

中牟城隍庙会虽说只有一
天，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
客商，郑州、开封、新郑、尉氏、
长葛等客商蜂拥而至。

刚过中午 12 点，县城的府
前街、新世纪广场、潘安公园等
地方人山人海。旋转木马、跳
跳床、射击、套圈等娱乐项目应

有尽有，西瓜、甜瓜、菠萝、草莓
等水果琳琅满目，备受欢迎的
各种新鲜玩具比比皆是。小孩
子哭着闹着向家长讨要，满大
街都是过节的气息。“今天带小
孩的出来，身上不装个百十块
钱就走不出这庙会。”赶会的刘
先生笑着说。

郑州的张玉科是河南省糖
艺文化传承人，听说中牟县城大
会，他从郑州赶来，在中牟大厦
前支起摊位，5块钱一个糖画，他
边画边卖，引来不少人们围观。

“糖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这样的庙会上不能没有，得把
这文化传承下去。”张玉科说。

文化娱乐交流庙会

庙会对未婚男女来说是一
次绝好的择偶机会，昔日的相
亲庙会，青年男女精心穿戴、打
扮跟随父母赴会或在人指引
下，相看对象，俗称小见面；若
男方宴请女方父母、介绍人等
人，让男女双方对面相看，确定

关系，俗称大见面。
如今的相亲庙会已抹去羞

答答的传统色彩，变成了更具规
模、传统与现代气息有机结合的
相亲大会。中牟县城相亲大会
由一家婚介公司举办，参加人在
一张纸上写上自我介绍、对对方

的期望等贴在纸板上，待相亲会
开始，他们分别拿下自己意中人
的纸条，开始面谈。

“相亲是古代传统，大部分
老一辈人都是相亲结婚，现在
也有不少人是相亲结婚的。”红
娘李女士说。

串亲戚庙会

中牟县城隍庙会人山人海

近日，记者从中牟县官
渡武术馆获悉，在刚刚结束的
2014年河南省传统武术分站
赛（辉县站）中，中牟县运动员
王振杰取得了男子儿童组传

统长拳类（少林拳）第一名，王
振飞荣获少年组拳术（器械）
两个第三名，中牟县官渡武术
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团
体奖。 中牟播报 张胜杰

中牟“少林小子”
获得多项殊荣“走，去看电影啦！”5月4日，

在中牟县东风路十里铺，记者看
到老人们拿着小板凳，去村子北
头看电影。

“昨天放的《王金豆借粮》，今
天演的是《王金豆还粮》，可有意
思啦！”崔奶奶告诉记者，“现在电
视也没啥好看的，演的新的电视

剧也看不懂，在这看看老戏，和大
伙聊聊天，回忆回忆以前的生活，
可解闷啦！”

据了解，十里铺村民刘文
勇，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
免费为大家播放电影。“去年的
时候，我请朋友在村里放了一二
十场，听到大家反映还不错。今

年，朋友把电影设备给我了，从 4
月底，就开始放了几期电影。前
几天，听村里老人讲，都喜欢看
戏，现在调剂一下，给他们放点
老戏。”刘文勇说，“只要不刮风
下雨，都会一直演，打算演到今
年 8 月份。”
中牟播报 张胜杰

5月6日，在中牟县东风路
街道孟庄村西瓜大棚里，洪爱
玲和爱人边小青正在照料着
一个个悬挂在绳子上、掩映在
绿叶翠蔓间的西瓜。“俺家的

‘礼品西瓜’上市喽！”洪爱玲
高兴得合不拢嘴。

洪爱玲家种植的这种西
瓜外皮金黄、个头适中、瓜肉丰
厚、汁多味甜，被称为“礼品西
瓜”。“我的‘礼品西瓜’最大的
特点就是个小、皮薄、瓤甜、口
感好，每年西瓜上市后都供不
应求，许多市民专程开车前来
摘。”洪爱玲说，去年，“礼品西
瓜”卖到10元一个，上市不到一
周，就被慕名而来的客户哄抢
一空。今年又加大了种植量，

在中牟国家农业公园里租借了
4个大棚共种植了4亩，现在总
种植面积达到了8亩。

“我种的西瓜还荣获中国
优质农产品吉尼斯河南省冠
军。”说着，洪爱玲脸上露出了
得意的笑容。

“礼品西瓜”每年元旦时育
苗，2月定植，5月成熟。为保证
西瓜质量，一根藤蔓只让长一
到两个，多余的都会剪掉。

“截至今日，上市不到一周，
今年销量还不错。”洪爱玲说。

东风路街道大洪村陈雪
兰家今年也种了 2 亩“礼品西
瓜”。“以前都是种大陆瓜，后
来发现‘礼品西瓜’比陆地瓜
好，不但占地面积小，而且产

量高。”陈雪兰说。
籽如宝石瓤如蜜，中牟西

瓜甜到皮。中牟县是中原地
区最大的国家级标准化、无公
害、早熟西瓜种植示范基地，
是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随
着中牟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的加快，发展示范农业、有机
农业、观光农业成为许多农民
的选择。

据了解，目前中牟县种植
的“礼品西瓜”总面积还比较
少，属于稀有品种。“这是 2007
年，从北京引进的新型西瓜品
种。”洪爱玲说。
见习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谢鹏飞
通讯员 邢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