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泥狗是淮阳的一种特产工艺品，当地百姓
叫它“灵儿狗”，传说中专为“人祖爷”伏羲氏守陵，
因此被奉为祭祀伏羲的神物。每年农历二月二到
三月三的太昊伏羲陵庙会上，县城的街面上便摆
满了琳琅满目的泥泥狗，南来北往的游人香客祭
拜过“人祖爷”后，都要买一些泥泥狗带回去，据说
不仅可以沾沾灵气福气，还可以驱邪避灾。

淮阳泥泥狗的造型古拙怪诞，色彩艳丽，以黑
色垫底，周身施以五彩纹饰。中国传统文化中，玩
具工艺品多以大红大绿为主，泥泥狗有些另类。更
奇特的是，泥泥狗虽然叫“狗”，但是造型已经抽象
成人形，真正变成了守护神的模样。

淮阳人捏泥泥狗的习俗由来已久，十里八村，
上至耄耋老人，下到顽皮孩童，几乎人人都能顺手
捏几个小玩意。据说淮阳泥泥狗源于伏羲女娲抟
土造人的传说和女性生殖崇拜，可谓“真图腾”和

“活化石”。2006年，以泥泥狗为组成部分的“太昊
伏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淮阳泥泥狗的种类很多，虽说都习惯叫泥泥狗，
但实际上大多数都不是狗，鸟、兽、虫、鱼什么都有，
造型也非常多样。主要包括传统的生殖崇拜系列、造
人系列、图腾系列、吉祥物系列、十二生肖系列等。

在淮阳，有许多长期从事泥泥狗制作的艺人，
邵波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淮阳泥泥狗的每种形
式都有它的神话来源、远古遗韵，不是民间艺人随
意捏造出来的。比如，泥泥狗有一身两首造型，如
两头狗、双头马、双头燕等，尤其是两头狗作品，前
后有头，代表了传承自原始生殖崇拜的遗俗和生

命意识形态。
据他介绍，通常情况下，捏一个泥泥

狗要经过挖泥、槌泥、和泥、捏塑、扎
孔、晾晒、过黑、点画等十来道工序，
算下来制作一个泥泥狗要六七天。但
泥泥狗本身是庙会的产品，定位比较
大众化，销售价格很便宜。

同时，传统泥泥狗在捏塑晾干之后
直接点彩，等颜色全部干透即可售卖。这

样的作品若想长期保存，必须恒温恒湿，才能
保证泥土始终保持干燥不变形，不利于收藏。

与老一辈的艺人相比，邵波有更加浓烈的创
新意识。他尝试着把泥泥狗与陶瓷相结合，在捏塑
晾干之后增加了一道高温烧制的程序，让泥土变
质为陶瓷，将作品的形态固定了，增强了它的收藏
价值和艺术价值。

泥泥狗的原料来源于自然，色彩来源于自然，
题材来源于自然，造型来源于自然，甚至是绘画的
工具也来源于自然——— 农作物高粱的秸秆，用完
之后又回归于自然。

泥泥狗是给泥土以生命的艺术。“抟艺心造、
土中求道”，这是一代代泥泥狗传承者的执着追求。

C 泥泥狗古拙怪诞

远古走来的技艺

在陈国，孔子还是有很多美好记忆的。陈湣公奉
他为座上宾，请孔子为大臣、子弟们讲学，遇到难事
也多请教于孔子。在这里，孔子一住就是三年，后来
因吴楚伐陈而离开。当孔子受到卫灵公冷遇时，他又
再次来到陈国，可见在孔子眼中，陈国是值得依靠
的。只不过这个国家太弱小，难以承载孔子的全部梦
想。

孔子在陈国生活时，已经六十岁了。“六十而耳
顺”，他这样评价自己。

陈国虽小，但是文化却不简单，太昊伏羲氏的陵
墓就坐落在这里。太昊伏羲氏被称为“人文初祖”，他
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处于从母系到父系、由野蛮向
文明的重要转折点。

传说伏羲氏定都于宛丘，在位一百多年，去世后
就葬在了宛丘。伏羲陵墓始建于春秋，汉代在陵前建
祠，以后历代帝王不断扩建太吴陵，成为帝王朝祖祭
拜的重要场所。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其陵墓被誉
为天下第一陵。

伏羲陵是淮阳最著名的文物古迹，整体建筑别
具一格。相传，伏羲氏创造了八卦，因此伏羲陵是按
照八卦的理念设计的，处处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哲学
智慧。不过这些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才修建的，走马
观花过后，我直奔伏羲氏的陵墓而去。

站在伏羲氏的陵墓前，我有点震惊：好大的一座
陵墓。景区导游介绍，伏羲陵的底座边长有182米，上
圆下方。最初的伏羲陵肯定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导
游解释，从古至今，全国各地来此上香的老百姓太多

了，很多人来时怀揣着自己家乡的黄土，就为了把这
把土添到伏羲陵墓上，来表示自己对先贤的尊崇之
心，因此墓也就越来越大了。

更让我震惊的则是伏羲陵的鼎盛香火。伏羲陵
虽然不是宗教庙宇，但前来祈福的百姓常年不断。导
游介绍，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世界各地
会有几百万人涌向淮阳，农历每月初一、十五，还有
盛大祭祀活动，游人如织，香客虔诚。在2008年以“单
日参拜人数最多（约82 .5万）的庙会”被载入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

由于香火太旺盛，陵墓正面的几株松树已被
香火熏烧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古迹，减少环
境污染，现在规定香客烧的香高度超过50厘米，直
径超过1厘米的，一律禁止带入。如今，景区会给
每位有需求的游客免费提供三炷清香，然而依然
无法满足香客的热情。伏羲陵两侧，可以看到许
多香客在阴凉处席地而坐，虔诚地叠着纸元宝等
供品。

导游告诉我，庙会时盛况空前，人山人海，拥挤
不堪，香火缭绕，有的人挤不到近前，隔着人群把香
扔进祭坛。为了安全，现场有大型铲车，不停地清理
香灰，备有消防枪，随时准备灭火。每天祈福结束时，
陵墓里遍地都是香灰，足见民众对伏羲的敬仰之心。

孔子当年在陈国若是到过伏羲陵，应该只会见
到一座寂寞的小土丘吧。他怎会想到，从蛮荒时代走
来的伏羲、尧、舜、禹等先贤和他一道，会受到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尊重和礼遇。

这是一座与湖相伴的城市。淮阳的龙湖面积达
到了16000余亩，是杭州西湖的2 . 5倍，也是中国最大
的环城湖，呈现出“湖中有城、城中有湖”的奇特景
观。

弦歌台在淮阳县城西南部的湖畔，这里原本是
座湖中的小岛，后来逐渐变成了三面邻水的半岛。
弦歌台是为了纪念孔子厄于陈，也就是孔子及弟子
险些被饿死的“陈蔡绝粮”事件而建。

其实，“陈蔡绝粮”是有些冤枉陈国了。历史上
记载“陈蔡绝粮”是陈蔡大夫合谋的结果，目的是阻
止孔子到楚国去。然而，河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程
子良认为，当时陈、蔡分别与楚、吴两家结好，处敌
对状态，两国大臣不太可能合谋算计孔子，“陈蔡绝
粮”应该是蔡国的主意，而发生地亦在蔡国境内，即
今河南上蔡县。

尽管淮阳弦歌台并非当年孔子受困的真正地
点，但是依然值得去瞧瞧。这里早在东汉灵帝时便
已存在，当时是陈王刘宠的苑台。唐朝开元年间，当
地为了纪念孔子厄于陈，专门把孔庙迁到了弦歌台
的位置，这里又叫绝粮祠、厄台。

十多年前，为了回报桑梓，淮阳籍的一位商人
捐资对弦歌台进行了整修，在大门外建起了广场、
牌坊、照壁、亭子等建筑，衬得弦歌台宏伟了许多。

穿过大门，迎面就是正殿了，布局陈设与各地
的孔庙大成殿并无二致。正门两侧石柱上有对联，

“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
高山”，倒是挺应景的。

为什么叫弦歌台呢？《孔子家语》关于孔子当年

被困的具体情形，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外无所
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
衰。”当年，孔子一行七日无粮，弟子们困的困、病的
病，孔子依旧讲授学问、弹琴唱歌，毫不畏惧，弦歌
台正是为了纪念孔子这种大无畏的乐观精神。

“陈蔡绝粮”让我们看到了孔老夫子在温文尔
雅之外的另一面。孔子说过，“君子不忧不惧”、“仁
者必有勇”、“勇者不惧”。

饱经沧桑的孔子早已活明白。真正的勇不是血
气之勇，而是不为生死、安危、荣辱、利害所动，为仁
处义行己有耻；是坚守正道，危难关头也毫不苟且；
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这样的人堂堂
正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又有什么忧虑和恐
惧呢？

淮阳人知道这里并非孔子真正的受困处，但还
是专门建祠来纪念，为的也正是留下这份宝贵的精
神遗产。弦歌台大殿后面，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
弦歌书院，西面靠墙处有些石碑，碑上刻着从书院
走出的优秀学生名单。他们在弦歌书院的学习中，
得到了最深的濡染，从骨子里受到了夫子的洗礼，
得到了永恒的精神动力，践行着夫子的语言，然后
又把这精神动力广布在自己所到的地方。

如今，每到周末，弦歌书院会邀请专家学者来
此讲授传统文化。弦歌书院国学公益讲坛自开讲以
来，人气爆棚，这充分说明了国学文化在生根发芽，
发扬光大。

高大的孔子像肃然立于弦歌广场中央，他双手
作揖，长须飘动，似乎还在娓娓而谈。

B 伏羲氏定都宛丘 古陵墓香火鼎盛

A 君子不忧也不惧 绝粮陈蔡且弦歌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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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河南淮阳县是羲皇故都，昔日陈国的都城宛丘就在这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经在
陈国居住了三年，并在湖泽之畔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此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一度
危及生命，他却依然抚琴放歌。行迹天下至此，耳顺之年的孔子多了些淡然与无畏。

■重走孔子之路┩刀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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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属不可再生的珍贵
资源，“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实施
十余年。6月8日(周五）下午3:30，国
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将带来题为“古籍保护工作漫
谈”的讲座。

年羹尧与雍正
6月9日(周六)上午9:30，历史学博士、国家图

书馆馆员郑小悠为大家带来大众讲坛人物与
历史系列首讲《年羹尧与雍正》。讲座将围绕年
羹尧与雍正君臣关系的演变历程展开，全面回
顾年羹尧一生的宦海浮沉。

两场讲座地点均为：省图书馆总馆一楼报
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大众讲坛预告]

古籍保护漫谈

一起来写高考作文吧

今天，2018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作文作为
每年高考的重头戏，总能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看到作文题目有没有跃跃欲试写一篇的
冲动？想不想换种方式感受一下高考？还等什
么，一起写写高考作文吧！

征文要求:题目为2018年高考作文题（来稿
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 .com
截止时间:6月7日下午三点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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