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洛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 /徐礼军 校对 /陈晨 组版/李娜

C01

▲

C02版文苑 ▲

C05版连载▲

C03版写手

▲

C07版晚情 ▲

C08版书坊▲

C06版网事

【娜说河洛】

看着顺眼，用着顺手
□记者 张丽娜

“竹编年华”之三筐四篮

竹子青翠淡雅，与任何东西搭配都很谐调。
在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插花大师谢晓荣在王城公园布

置花展，选了竹筒做花器，以此衬托牡丹的娇艳，惊艳洛城。
我弟弟去洛宁游玩，带回折叠竹篮。我用它盛水果，

轻便、沥水，搁在桌上也很好看。
晋代的戴凯之，在《竹谱》中罗列了竹子的七八十种用

途。明代出了一本“日用百科全书”——《新刻徽郡原板诸
书直音世事通考》，其中记载的刷帚、淘箩、细筛、簸箕、菜
篮、竹筷等竹器，直到如今仍是居家必备良品。

洛阳人使用的竹器大多产自洛宁。
洛宁民俗专家曲少波说，老辈洛宁人几乎都会竹

活儿。有的竹匠艺高人胆大，眼看兜里快没钱了，也不心
慌，照样抽烟、喝酒；晚上回家关起门，编一夜竹器，大清早
挑到集上去卖，挣了钱打酱油、买锄头，啥都有了。

在唐宫西路上，不时有蹬三轮车的洛宁小贩，一路向
人兜售轻便竹器。精巧的小竹筐每个5元，淘菜、盛物两
相宜，甚是抢手。

在河洛地区的乡间，人们更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大竹
篮比小竹筐更有用处。农妇们用铁钩把竹篮吊在半空储
存食物，不但通风、透气、防霉变，还能防老鼠偷吃。

竹篮也可以充当活动食盒。过去人们办红白事，
亲友送来礼金，主家要“回篮”——用竹篮盛些红烧
肉、馒头之类的，给人送去，表示感谢。乡下人实在，
竹篮装满了食物，起来很沉；为免苍蝇飞上去，还要
在食物上搭一条毛巾。

簸箕、筛子也是庄户人家的必需品。过去打了粮食
要送到磨坊研磨，磨面前先用竹簸箕把麦子、玉米等扬
一下，扬去糠皮等杂质，再用竹筛细细地筛上几遍，这样
才能保证磨出的面干净。

干干净净的面粉，看起来不一定很白；洁白如雪的
面粉，说不定兑了增白剂。

好竹器用起来轻盈。很少有东西像竹器一样，既有清
新脱俗的美感，又有那么多实用价值。竹子的这种品格的
确值得我们学习。

世间常见自命清高的“愤青”，也不乏平庸做事的劳
工，若幸遇兼具出世之志、入世之能者，老板们一定会想办
法把他挖过来。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本周公益电影为《私人订制》，周四、周五凭工会
会员证或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凭《河洛》版
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6月28日15：30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清新脱俗的竹篮礼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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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和音乐家
嵇康身材高大，姿态俊逸，是“竹林七贤”之
一。嵇康性格耿直、刚强，对当时控制朝廷
的司马氏集团采取不合作态度，后来被司
马昭杀了。

嵇康死后，他的儿子嵇绍成了孤儿。
嵇绍长大后，与他父亲一样才华出众，身材
魁梧，仪表堂堂，不论走到哪里，都非常引
人注目。

西晋建立后，嵇绍被朝廷征召到京都
洛阳做官。有人见了他后，对“竹林七贤”
之一的王戎说：“昨天我第一次见到嵇绍，
他长得高大挺拔，就像一只仙鹤站立在鸡
群里一样引人注目。”王戎听了说：“你还没
有见过他父亲嵇康呢，风度更胜过他！”

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后，嵇绍担任侍中，
在皇帝身边供职，经常出入宫廷，受到重
用。尽管当时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局势动
荡，但嵇绍对晋朝非常忠诚。

公元 291 年，西晋皇族内部发生了
“八王之乱”，河间王司马顒和成都王司马
颖联合进兵京都洛阳。嵇绍随惠帝出兵
迎战，在荡阴打了败仗。当时，将领和侍
卫中有不少人逃跑，但嵇绍始终护卫着惠
帝。叛军的箭如雨点般射来，嵇绍身中数
箭，鲜血溅到了惠帝的战袍上，最后重伤
死去。

战斗结束后，侍从要洗去惠帝战袍上
的血迹，惠帝加以阻止说：“不能洗掉，这是
嵇侍中的血啊！”

后来，人们用“鹤立鸡群”来形容仪表
出众或才能高的人。

鹤立鸡群
□张少刚

马年大飞跃 聚焦中辉煌

清代古民居重现荣光清代古民居重现荣光
走进历史文化名村卫坡村之二

山清水秀、古木苍苍的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古
民居是目前豫西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
群。中辉煌集团投资、洛阳市魏紫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的卫坡村“中国传统村落暨美丽乡村”文化旅
游项目的核心，当然就是古民居的保护了。

修缮古民居古朴更诱人

6月17日上午，阳光明媚，记者走进村子，映入
眼帘的是一棵数百年的古槐，衬托出卫坡的幽静与
古朴。约180米长的古街两旁，尽现高大的门楼、青
石制成的下马石、造型精美的石鼓。古民居古朴的
匾额、厚重的木门、精美的雕刻似乎在向我们讲述它
们身后的故事。

魏紫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魏朝辉向记者介绍了
古民居的保护和修缮。

卫坡古民居建于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现存建筑
5000多平方米，房屋248间，院落16所，窑洞26孔，
形成了集祠堂、私塾、绣楼、南北老宅于一体的较完整
的封建官宦家族宅院。宅院青砖瓦舍，布局对称，保
存有大量木雕、砖雕、石雕、匾额等艺术品。房上有五

脊六兽、狮子海马等装饰，展示出清代民间建筑的艺
术风格，在豫西地区较为少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魏紫公司对古民居进行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
保护修缮，目前已完成卫氏北祠堂西厢房、部分古民
居和靠山窑等古建筑的修复工作。

走进已完成修缮的以卫氏祠堂和3所古民居为
样板的老街修复点，竟有了穿越历史的感觉：飞檐走
壁、青砖灰瓦，融进明清厚重的民间建筑文化，也蕴
含了卫氏家族昨天的故事。

古民居带您穿越历史

卫坡村，清顺治年间由卫氏家族始祖卫天禄迁
洛，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天禄公迁居此地有“三慕一
望”：一慕名都洛阳，二慕名花魏紫牡丹发祥地，三慕
宝地魏孝文帝陵之侧；一望：望此地三面环沟，背靠
邙岭，沟中有水，水流蜿蜒，鱼虾漫游，山明水秀，古
树成林，出门可观邙山景，居家可听流水声，真是宝
地一处。

现存的卫坡古民居，是清代一处中层官宦住宅，
气势非凡，错落有致，建筑精美，内涵丰富，是河南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首批河南
古代民居民间建筑保护单位。卫坡村2014年4月被
国家评定为“中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

目前，卫坡村“中国传统村落暨美好乡村”文化
旅游项目已全面展开，魏紫旅游开发公司正在对古
民居进行保护修缮，对卫坡水库东边的窑院进行翻
新，合理开发利用，重现古民居的魅力和荣光。

记者 韩黎芳
（欲了解卫坡村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明日本版

《因地制宜规划 修缮传统精华》）

修复后的卫坡古民居充满魅力修复后的卫坡古民居充满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