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

□赵利涛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办公室主任）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
立于 2006 年 3 月，由郑州市人民政府批
准，市编委同意在郑州市群众艺术馆增挂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
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6 年 8 月，根据《河南省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
起草了《郑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
施方案》，对我市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起
到了推进和规范作用。

我市少林功夫、荥阳苌家拳及新密超
化吹歌、小相狮舞、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等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列入省市非遗名录项目数量增多。
登封窑、嵩山木版年画、独脚舞、闹阁、新
密挑经担、黄河澄泥砚、砖雕、密玉俏色雕
刻、高浮雕传拓技艺、朱氏古建筑彩绘、香
包、面塑、泥塑、登封焦盖烧饼、登封芥丝

（片）等项目，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增强文
化软实力打下了良好基础。赵恩民泥塑
受邀参加上海世博会，不仅受到了时任河
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的
盛赞，还应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博科娃、副总干事汉斯塑像，受到了国际
友人的好评。

郑州有古城？不可思议吧！不但
有，而且是爷爷级的。

首次登上郑州商城遗址的古城
墙，初见便是十几株碗口粗的国槐扭
着枝丫，颇有个性地冒出地表，直指
天空，几分粗犷，几多沧桑。后见那
金字塔般的黄色土墙，笔直地南延而
去，犹如一列永久不动的重型火车。
在蓝色的天空下，形成一道绵绵的历
史气场。城墙表面，版筑痕迹明晰可
辨，寸草不生，甚是整洁，想必已被保
护人员整修过。

这几年走南闯北，也看过不少古
城墙，包括南方古长城，大都差不多，
无非是些巨砖条石堆砌而成。显然，
这些城墙尽管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

但都与原始相貌大相径庭了。要知
道，眼前的城墙可是落成于 3600 多年
前，那时的人懂得烧制砖头吗？

那么，这商代古城墙是怎么建造
的呢？两个字：版筑。何谓“版筑”？
即先立挡土板。为防挡土板移动翻
倒，还要在板外立桩，并绕过桩用绳将
板捆紧。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在
版间填土打夯。打夯的动作古人称为

“筑”，这就是“版筑”的由来。
中学教科书曾刊载孟子的一篇

文章，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
版筑之间……”傅说是个大人物，曾
当过殷商国君武丁朝的核心大臣。
然而他出身很苦，在没有被皇帝访
知、举以为相之前，他的工作就是替

人夯土筑墙。在职业生涯中有这么
一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经
历，对个人成长来说，就像古人夯土
筑墙，心性、情操会变得更加坚实纯
粹，对今后的发展不无裨益。这，也
许是孟夫子认为的“动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
死于安乐也”的原因吧。

然而，再高大坚固的城墙也会
崩塌。“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尽
管商朝的开国皇帝成汤在澡盆上刻
了一句经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但商城最后还是如同那西风残
照下的汉家陵阙一样，不可避免地
破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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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炸口”和“堵口”
□沈倩（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馆员）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
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三大惨案
之一（另两个惨案是长沙文夕大火和
重庆防空洞惨案）。1938年5月19日，
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
5 月 23 日日军进攻兰封，6 月 3 日又猛
攻开封，开封失守已成定局，郑州危
急。位于武汉的国民党政府震惊，为
阻止日军继续西进，蒋介石决定采取

“以水代兵”的办法，急下令“要打破一
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对扒黄
河不要有任何犹豫。6 月 9 日，位于郑
州市区北郊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
口被炸开。

花园口决堤后，日军被黄河阻隔，
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
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
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
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黄
河改道，国民党政府虽然争取了喘息
的时间，但到 1938 年 10 月，花园口扒
开后的第 4 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
口决堤终究没有能够挽救武汉失陷的
命运。

对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
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及时揭露他
的阴谋，对“堵口”报纸也及时报道。
1945 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代表中共先

后三次赴上海、邯郸与国民党商谈堵
口事宜，中心是先修复堤防后堵复口
门，保证解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
目的达到了。

花园口“一炸一堵”，遗留 5000 多
公顷沙荒，400 多个流动沙丘，大部分
在黄河北岸。春秋两季，郑州域内黄
沙遍地，黄尘风扬，遮天蔽日。新中国
成立前，郑州有“沙城”称谓。其后，花
园口一带农民饱受其害，长期处在“吃
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的贫困之中。花园口决堤这次“人祸”
使花园口之名闻名于世界，并被载入
史册。

画笔倾情老郑州
□张万一（郑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当我看到一批上世纪70年代在郑州
的风景写生作品时，感到格外亲切，当时
写生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每到秋天郑州的法桐树叶
和杨树叶都会由洁净单一的绿慢慢变得
深深浅浅，绿中带黄，黄中有红，色彩十分
丰富，在蓝天的映衬下更显得漂亮迷人，
常常会吸引我选个地方面对面地用画笔
去表现它。

上世纪70年代我常常在省工人文化
宫筹备展览，那里的绿篱伴着小路曲径通
幽，小路旁的枫树多姿多彩。下雨时，整
个文化宫内本已一尘不染的树和绿篱经
雨水冲洗更加清新。雨中，时时有人打着
黄油布伞和红纸伞漫步其中，真的如诗如
画，让人陶醉。

大学路和桃源路附近的焦家门村，70
年代那里还有村子和麦地，是画农村风景
的好地方，即便是夏天坐在烈日炎炎的村
头树荫下，也会有惬意的丝丝清风拂面而
来，让你清爽快意地作画。

嵩山路测绘学院西边的那片庄稼地，
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色彩也在不断
地变幻。那年初冬第一场雪后，阳光明
媚，雪很快被融化了，但那里还有片片残
雪，庄稼地里的绿，清新的空气，暖暖的阳
光，一片片的残雪，面对这些元素，我手中
的画笔就会激情地跳动。

那个年代，塑料袋还没有问世，贾
鲁河两岸不存在白色污染，清清的河水
在蜿蜒流淌，两岸芳草碧绿，莺歌燕舞，
泥土飘香。

我一边翻看着那个年代的写生作
品。一边在想，那时打动我去画的一个个
场景早已不复存在，那块麦地，那块菜地，
那个村子早已被高楼大厦所替代，那时清
清静静的地方也早已变得熙熙攘攘，车水
马龙。

1971年初，为了顺应大局要求，郑
州市郊区的15个人民公社均受命组建

“五七青年农场”（“五七”，来源于毛泽
东主席1966年5月7日“关于进一步搞
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便于
安置到了“下乡年龄”的中学生。当时
的农场参照部队编制，由若干连队组
成；每个连队 200 人左右，下设班、排。
每个连队配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各一
名；副连长三到四名，均由国家干部担

任；班长、排长则由学生担任。
郑州市大部分市直机关的干部都

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由于“五七青年农场”的组
建需要这些干部，于是市里将下放在
农村的市直机关干部抽调回来，先是
集中到地处新通桥的郑州市友谊宾
馆进行短期紧急培训，然后就被分配
到各郊区参加“五七青年农场”的筹
建工作。

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壮年人，在那
个时代的召唤下，怀揣着“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为了自己的信
仰和誓言，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
美好年华。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
了 44 个年头，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
年，但“五七青年农场”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以及那些生龙活虎的“五七战
士”，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却历久弥
新、难以忘怀。

学做木匠活，老规矩要先托人说
和，写门生帖，立出愿在老师门下学
艺，服从老师管教，三年出师的规
矩。立了门生帖，徒弟还要摆酒席，
在介绍人见证下，向老师作揖磕头行
拜师礼。徒弟入门后先干杂活粗活，
扫地、担水、拉大锯、磨刨刀、发锯
齿。干上二八月，老师才叫跟着做下
手活，推刨子，凿眼。以后，一步一步
学习锛锛，砍斧子、打墨线、开料。

旧时，做木匠活没有图纸，当老师

的又多数没有文化，老师带徒弟，很少
讲理论，多数是闷着头做，徒弟照葫芦
画瓢跟着学，一般说徒弟出了师，也就
是会合副门窗，拼张桌椅，做做日常的
家具。

旧时，木匠行里都敬奉鲁班。过
年时，给鲁班写个牌位，点几炷香，烧
烧纸。因为木匠活与人们的生活十
分密切，社会上各行各业，虽不都像
木匠那样把鲁班当成神明来敬，但是
在人们心里，鲁班实在是大家公认的

一个大能人。
郑州市区有句古老的民谚，说是

“开封朱仙镇的花戏楼，郑州东大街城
隍庙的花格栅”。说的是各地的木工
工艺制作，只有这两件可以比美。城
隍庙里这套花格栅，原是摆在城隍爷
塑像前边的两扇木隔墙。这花格栅
传 说 是 鲁 班 爷 用 一 个 木 疙 瘩 做 成
的。据说，过去每年城隍庙大会期
间，赶会的人谁都要到城隍庙里去看
看这个花格栅，没有人不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