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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豫西传统村落寻访豫西传统村落””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保存完好的过街楼、明清建筑、民国建筑、碑幢石
刻，自带故事感的石头墙老房子、石阶饰地……行走在
中国传统村落——卢氏县朱阳关镇杜店村，处处古色
古香，充满艺术气息，令人沉浸其中。

今年国庆假期，这个位于卢氏深山的村庄再次成
为网红打卡地，不少游客慕名驱车前往。踏着铺满青
石的幽深古道，穿梭在迂回曲折的小巷，仔细品味、聆
听讲解、拍照留念，感受古老和现代交相辉映的双重
韵味。

深秋时节，记者来到杜店村。据该村村干部祝庆
西介绍，杜店村村落大约形成于清代。因该村历史上
有正月十五出社火时喜于出垛（“垛”是社火中的杂耍
精粹项目），曾取名“垛店”，清末改名为“杜店”。此地
处于湖北、南阳至西安之间的古道，因此物流丰富，消
息灵通。民国时期，这里更是成为集镇之地，商家云
集，生意兴隆。

过街楼是杜店村曾经兴盛的见证。走到村口，一
栋雕梁画栋、檐牙高啄的阁楼映入眼帘，这就是被村民
称为“过街楼”的观音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
和艺术价值。阁内雕像、阁壁彩绘栩栩如生，很有艺术
张力。站在过街楼上四下望去，杜店人常常会感慨岁月
流年，并自豪地讲起曾经属于这里的繁华：鳞次栉比的
楼房，茶房、饭店、旅店、盐店、酒馆、钱庄、骡马店样样俱
全，山西会馆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四邻八乡的乡民在此
赶集……

“观音阁造型为城门形，下部为人行券洞，上部为
亭廊殿堂。这样的规制在同类建筑中并不多见，它兼
具通行、防御、拜祭等多重功能。”说起过街楼，对杜店
村历史颇有研究、从该村走出去工作的作家祝庆贺滔
滔不绝。

过街楼的周边是一些古朴的院落。从外观上看，
这些用石头砌墙建成的老房子独具特色，格外引人注

目。这些房子的后墙或山墙，都是用砖头大小的石块、
石条或石片干插而成，层次分明，且接口紧咬，上百年
也未走形变样。这些民宅，大多是四合小院，有门楼、
上房、厦房和厅房，屋子的门、窗、柱子和屋檐等多雕刻
着各种花形。尤其是窗户，有方格形、田字形、回字形
等，尽显古代雕刻艺术之美。此外，还有许多保存完好
的石碑、石匾、石具等，琳琅满目，各具特色，烙下了不
同时代的实物印记，是传统村落的时光佐证，也是该村
多年来下大力气保护传统村落的成果。

因历史文化厚重、古迹保存完好、保护措施得力，
2013 年，杜店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
年，该村被河南省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2015 年，杜店
村又被列入首批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

“自从被确定为传统村落及历史文化名村后，我们
按照优先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保护和发
展、安全并重的原则，高标准对村庄进行规划设计。”杜
店村党支部书记祝小波介绍，该村累计争取各级、各类
项目资金 1700 余万元，整修古村石阶步道、碑楼亭阁、
园林庭院、古井、石桥，新建、改扩建、提升改造房屋 220
余座 2.6 万平方米，新建仿古建筑党群服务中心、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卫生所等，彰显该村独特的传统风格。

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对外展示村落的历史文化，
当地在古驿站任家院的基础上改建了一座村史馆。村
史馆于 2020 年春竣工，共有房间 8 间，内设展览室、文
化室、休闲室等，分别制作有村史馆简史、农耕文化变
迁、红色革命文化等板面，详细展示这座古村落的辉煌
历史。在村史馆门口，祝庆西指着一块酷似元宝的巨
石，向记者介绍道，“有人说它是古人上马用的上马石，
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块象征富贵的元宝石。其实它是古
代染坊碾整染布成品的特有工具，俗称踹布石，又称踩
布石。”这块先人留下的石头，静静陈卧，任凭风吹雨
打，守护着杜店村。

“村史馆自建成以来，吸引了来自北京、郑州、三门
峡等地万余人次到这里参观考察。”祝小波自豪地说，
这个村史馆不仅成为村民和游客了解杜店村历史的重
要窗口，也通过展示该村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增强
了村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留住浓浓乡愁，为
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几乎每个来到这里参
观的人们都会为杜店村拥有这么壮观的村史馆而称赞
不已。

如果说各种古迹、石头墙老房子是古老历史的见
证，那么院门前用栅栏围起来栽满玫瑰花的小花园以
及墙体彩绘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近年来，杜店村在
传统村落保护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在不改变全
村原有布局的情况下，投资 15 万元对全村道路进行硬
化升级，安装路灯 42 盏，自筹资金 20 余万元建造了小
游园、小花园、小菜园 500 余平方米，安装花园栅栏 800
余 米 ，种 植 玫 瑰 花 1200 余 棵 ，绿 化 面 积 2000 余 平 方
米。投资 7 万元用于墙体彩绘，绘制各种宣传语 1000
余平方米。该村以特色建筑为景观点，以美化道路为
纽带，形成具有历史文化底蕴且独具特色的明清风格
古村落景观带，通过点动成线、以线带面的方式逐步改
善人居环境，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古村新韵，杜店将传统村落保护真正融入和美乡
村建设，让传统古村落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朱阳关
镇人大主席张继武表示，该村依托交通区位、人才、技
术优势，将传统手工业工艺发扬光大，新兴菌、果、粮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年种植香菇 400 万袋、猕猴桃 120 亩、
红薯 200 亩，年产优质香菇 5000 吨、猕猴桃 36 万斤、红
薯粉条 40 吨，新建香菇保鲜冷库 5 座，开办土特产品购
销门店 28 家，吸引广东、福建等地客商合资经营，一、
二、三产业经营链条凸显规模效益，家家庭院干净整
洁，人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文明村。

黄帝铸鼎原位于灵宝市西部 25 公里处的阳平镇境内，
沙河和湖水（即阳平河）之间，总面积 300 平方公里。该地
南依秦岭，北与黄河谷地相连，西接关陕，东望河洛，山川
纵横，丘陵连绵，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适宜人类繁衍生
息的地区之一。

《阌乡县志》载：“铸鼎原，县东南十里，史记黄帝采首
山铜铸鼎于荆山之阳。”铸鼎原南部为秦岭山脉，北部为黄
河，东部从秦岭的荆山峪、夸父峪流出的山溪汇成沙河，北
行 45 公里流入黄河；西部从秦岭深处的大湖峪、太阳沟流
出的大湖水和小湖水汇入湖水，北行 30 公里入黄河。沿沙
河与湖水两岸、黄河南岸的二层和三层台地上聚集有北阳
平、西坡、东常等 30 余处仰韶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遗址出
土的动物骨骼及器物残片，证明人类已经驯服动物为其所
用，并将遗骸残物集中存藏。

除此之外，遗址还发现或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石器，包
括用于农业生产或捕鱼、狩猎及日常使用的石斧、石铲、石
刀及刮削器、砍砸器。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彩陶

较少。以上器物的发现，说明轩辕黄帝当时带领先民以石
器为武器战胜天地洪荒、野兽侵袭。特别是陶器的出现，
说明先民们已将草木之根叶、鸟兽之皮肉烧熟煮烂而食
用。器物上精美的纹饰和陶环、贝饰等的出现，说明人们的
爱美之心已普遍形成，人类文明之光已在铸鼎原周围闪烁。

北阳平遗址中部和西坡遗址南部及其他遗址中，还发
现有底部平整夯实，经过火烧再铺上 1—2厘米厚的草拌泥，
再经烧烤，最后上面再铺一层 0.3—0.5厘米厚的料礓石的屋
基面。这些屋基面有的 2—3米长，有的 3—5米长，与《白虎
通》记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相吻合。

铸鼎原现存目前国内发现的专为记述轩辕黄帝事迹
的最早碑刻——“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石碑通高 2.5
米，宽 0.96 米，厚 0.28 米。额为半圆，镌刻着六龙垂首浮
雕，中为长方形额铭，阴刻篆书“轩辕黄帝铸鼎碑铭”。碑
身为竖长方形体，右刻“轩辕黄帝铸鼎碑铭并序”。该碑序
73 字，铭 64 字，碑左尾部有“铭并序一百三十七字 虢州刺
史泰原王颜撰 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陈郡袁滋籀书 唐贞

元十七年 (公元 801 年)岁次辛巳正月九日癸卯书”字样。
该碑刻比陕西省黄陵县桥山黄帝陵前的石刻碑铭早了 700
多年，是国内研究炎黄二帝历史的重要史料。

纵观碑刻全文，“道”占 6 字，黄帝至高。据《南华经》
载：“黄帝守一气（即守道），衍三坟（即展示天地人‘三礼’
或‘三气’）以治人之性命，乃铸鼎兹原。”《史记·封禅书》
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均说明轩辕黄帝终生遵循
自然规律，珍惜宝贵生命，在铸鼎原铸造了“天地人”三鼎，
以救治人之性命。他用“道”教化于人，最后羽化升天。

碑文的大意是说轩辕黄帝在此铸鼎铭功驭龙成仙的，
碑文记载与《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
下”的史迹相吻合，与民间流传的传说相印证。特别是
2000 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在铸鼎原及其周围先后进行
了十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成果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
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为“轩辕黄帝铸鼎碑铭”提供了科
学佐证。

本报讯（记者邹森）近日，在新疆克
拉玛依市文化馆，三门峡市非遗剪纸传
承人李竹梅受邀参加在此举办的“剪韵
绽芳华·非遗向未来”新疆剪纸大赛暨优
秀非遗项目展示展演活动，并将其团队
精心创作的以奥运精神为主题的 16 米剪
纸长卷赠予克拉玛依市。

此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自 9 月开赛以来，
剪纸大赛共征集到来自 14 个地州市 25 家
单位的 254 件剪纸作品。经过专家的严

格评审，最终评选出 12 件获奖作品和 7 个
优秀组织奖。

活动现场，李竹梅的剪纸长卷成为
全场瞩目的焦点。这幅长卷以奥运精神
为主题，巧妙融合了李竹梅团队此前为
巴黎奥运会精心创作的 40 个夺冠瞬间，
不仅展现了运动员们的飒爽英姿与不屈
不挠的拼搏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剪纸艺术的独特韵味。赠送
仪式上，李竹梅表示，希望通过这幅作品
能够加深两地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共同
推动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连唱三
天大戏，实在太精彩了！希望把古
会唱戏年年办下去，让我们这些戏
迷们有期盼、过戏瘾。”灵宝市焦村
镇 乡 观 村 闫 大 爷 满 脸 笑 意 地 说 。
10 月 28 日，该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传统古会，村里邀请灵宝市蒲剧传
承保护中心送戏下乡，让村民们享受
了一场为期数日的戏曲文化大餐。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9 日，乡观
村的村活动中心每天都热闹非凡，

《薛 刚 反 唐》《狸 猫 换 太 子》《善 士
亭 》…… 一 部 部 脍 炙 人 口 的 戏
曲 经 典 轮 番 上 演 ，演 员 们 将 剧
中 人 物 形 象 塑 造 得 惟 妙 惟 肖 ，

唱 腔 老 练 成 熟 ，韵 味 十 足 ，表 现
出 扎 实 的 功 底 ，不 时 博 得 台 下
观众的阵阵欢呼与喝彩。此次戏
曲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
赢得群众的好评。

近年来，该村“两委”班子大力
推进精神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组
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精 神 文
化 生 活 ，激 发 了 大 家 热 爱 家 乡 、
建 设 家 乡 的 热 情 。 未 来 ，该 村 将
继 续 坚 持 以 人 为 本 的 发 展 理 念 ，
注 重 提 升 村 民 的 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 ，努 力 将 乡 观 村 建 设 成 为 充 满
活 力 、和 谐 宜 居 、生 态 优 美 的 社
会主义新农村。

古 村 新 韵 留 乡 愁
本报记者 李博

杜
店
村
保
存
完
好
的
过
街
楼

单
义
杰

摄

石
头
墙
老
房
子
古
色
古
香

李
博

摄

深秋时节，在河南朋友的陪伴下，我来到三门峡
市旅游。在陕州地坑院，吃到了地道的十碗席，其独
特的风味、厚重的饮食文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

在一座地坑院落中的一株百年古树下歇息，我
的面前出现一排大灶，像一墩厚重的土墙，顶着八口
耳锅，它们热气腾腾，把秋天的凉气变幻成春风，阵
阵肉香、菜香从锅中飘出。

陕州十碗席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宴席，
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十碗席的菜品以猪肉、豆
腐、萝卜、粉条、豆芽、海带等为主要原料，经炸、炒、
蒸、炖等工序制作而成，配以手工酵子馍、酸辣汤，七
热三凉，荤素搭配，浓香可口，经济实惠，深受人们的
喜爱。据传，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九月初八，慈禧
太后及德宗皇帝从西安回銮北京，路过陕州时，当地
官员以十碗席敬献，太后和德宗初次品尝纯正地道
的十碗席后，心情大悦，并亲口夸赞“十碗水席，十全
十美”。

简单食材不但能做出丰盛的十碗席，同时也寄
寓着人们的美好愿望：红扣碗、白扣碗，一甜一咸，代
表一个家庭中的老父老母；小酥肉、乱杂肉，代表长
子、次子；白豆腐、红萝卜代表长女、次女；金丝（粉
条）、银勾（豆芽）、山珍（金针）、海味（海带）代表孙
辈，隐喻三世同堂，十全十美。

吃十碗席大有讲究，餐桌需用八仙桌，代表诸位
宾客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椅凳摆放长幼有序，八
仙桌主位为两把椅子，左右为长凳，主位对面为三条
腿的圆凳。就餐时，菜没上全不可动筷。菜上齐后，
由主宾引菜，就是主宾先逐个菜领着大家吃一遍，每
道菜都要按照身份一一进行，所有菜尝完后大家才
可以自由吃。陕州十碗席为何是八个人吃十个菜
呢？一是为了保证大家都能饱餐，此外还有时时顿
顿有余粮（两和粮同音）的寓意。

十碗席的起源与豫西当地的气候有很大的关
系。豫西山区雨量较少，气候干燥寒冷，民间饮食多
用汤菜兼之，喜欢香辣咸酸，荤素搭配，以抵御干燥
寒冷。十碗席的十道菜搭配均衡，营养丰富，有热有
凉，有肥有瘦；配菜根据季节的不同有萝卜、白豆腐，
油炸豆腐等；形状上有长条、方块、菱形等；色彩上
绿、红、黄、白，交相辉映，汤菜兼有，香而不干，甜而
不腻，补而不燥，爽而不硬，可谓老少皆宜。

在陕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家中待
客都以十碗席为荣。十碗席在陕州已有百余年历
史，它蕴含着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等待我们去继
续挖掘。

葫芦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10 月 25 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堂邑镇路庄村，一名村民在制作葫芦工艺
品。

近年来，聊城市东昌府区创新葫芦种
植、加工、销售模式，形成了“种子研发、葫芦
种植、葫芦文创及加工、生态旅游”的绿色循
环全产业链条，壮大葫芦产业经济，赋能乡
村产业振兴。

新华社 发

陕州十碗席
刘忠民

铸鼎原与“轩辕黄帝铸鼎碑铭”
姜涛

三门峡剪纸长卷
走进克拉玛依非遗展

传 统 古 会 唱 大 戏
文 化 惠 民 暖 人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