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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典故

故里特色

1月27日，记者见到陈向阳，是在新郑市实
验小学的美术办公室里。

一张薄纸、一支铅笔、一把剪刀、一柄刻刀，
这是他全部的“道具”。

夜幕降临，校园里寂静无声，只有墙上的钟
表滴滴答答地响着。一只轮廓清晰、活灵活现
的老虎在一番精剪细刻下，从鲜红的纸张中呼
之欲出。

陈向阳是新郑市实验小学高级教师，平易
近人的脸上写着内心的恬淡与涵养，执著的眼
睛充满了对艺术的追求。

当记者得知他是新郑第一个在课堂上向孩
子们传授剪纸艺术的老师后，一种深深的敬佩
之情油然而生。

执著的艺术追求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对陈向阳与剪纸的“情缘”了解得越深，越

觉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几个字能准确地
形容出他对艺术的态度。1995年，震撼于剪纸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纸张上所倾诉的神韵和
在视觉上所带来的享受，陈向阳开始对这种“磨
性子”的活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下班
后，他常常在办公室里看书、剪纸，剪纸、看书
……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由静
物到动物……不停地推敲摸索。在陈向阳送走
了数不清的黑夜之后，他的剪纸技术也在不断
地进步、积淀、升华，在挥动的剪刀下，始祖山、
郑风苑、黄帝故里传说人物及风景等系列剪纸
都传神的被表现出来。

不过，要达到“剪出的是文化”的境界，不拿
出钻劲儿是不行的。陈向阳说，行万里路乃见
天地之大，游郑风苑可窥新郑之美。他常常“以
天地万物为师”，流连于郑风苑、轩辕故里、始祖
山等景区，用小巧的相机抓住艺术的灵感。在
倾听内心情感的声音和感悟新郑文化的博大
中，潜心构思，完成一幅幅作品，并利用闲暇时

间将它们做成别具一格的幻灯片。他说，平时
太忙，完成一幅剪纸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但还是
静下心坚持下去了。因为在剪纸时内心是宁静
的、思想是深沉的，心性在全神贯注的过程中会
一次次得到升华。

如今在新郑，“剪纸”已经成了陈向阳的
代名词，“陈向阳的剪纸”也成为“新郑个性
文化”的代名词，更为他带来了诸多荣誉：
2008年 3月 3日在新郑市轩辕故里“剪纸专题
展”中获得“特等奖”；他的“新郑系列作
品”在 2009 年被郑州市文联评为一等奖等。
当谈及这些荣誉时，执著的陈向阳说，他只在
乎自己对新郑的情感能否用剪刀真实地表达出
来，不在乎其他。

朴素的剪纸风格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陈向阳说，他剪纸的很多内容都是围绕黄

帝文化展开的，目的是诠释新郑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让新郑文化更多地走出去，让更多的人
走进来。

陈向阳精致的作品集里包含了人物活动、
飞禽走兽、民间故事传说，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古
老的造型纹样，又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
以其丰富的形象语言反映了中国深邃的传统思
想、新郑特有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在剪、刻、撕、
挖、刮等方法下，他塑造出一个个虚实相生、线
条分明的造型，有《郑风苑记》石刻、郑韩鼓楼、
始祖山中天阁、莲鹤方壶、嫘祖洞等；在大手笔
剪裁与细小处精刻的过程中，展现出一个个夸
张逼真、形式多样的人物形象，有少典、嫘祖、仓
颉、蚩尤等。

他的这些作品中，有大刀阔斧般的粗犷，有行
云流水般的洒脱，综观其作品的线条与轮廓，看似
不着一字，实则有尽得风流之美。

徜徉艺术梦想
校园剪纸 生根开花

一张薄纸、一把剪刀、一支铅笔，不仅可以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审美能力，还
可以陶冶学生们的性情。于是，陈向阳结合新
郑市教体局“以特色铸辉煌”的要求，在课堂上
进行剪纸教学，得到了校长刘万善从软件到硬
件上的大力支持，周瑞英副校长也肯定地说:

“向阳老师踏实能干，在教育学生剪纸上下了不
少工夫。他是新郑市推行剪纸教学的第一人。”

作为第一人，陈向阳深知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困难，便专门搜集介绍剪纸的基本知识、
技法以及相关的最新信息等，并在班级板块栏
里开辟了“小巧手”专栏展示学生的新作品，
还在学校的橱窗、墙面、楼道、教室、窗户上
布置了教师和学生的作品，使学生在热闹欢快
的气氛中提高感受美的能力，也使每个孩子都
能轻松拿起剪刀进行潜力的挖掘、技艺的发
挥、创造力的展现。

采访结束后，记者在陈向阳的办公桌上看
到厚厚一沓学生的剪纸，有歪着尾巴的金鱼、有
张着嘴的青蛙、有展翅欲飞的蝴蝶、有竖起耳朵
的小兔……虽然显得还不成熟，但陈向阳坚定
地告诉记者，让剪纸在学校里生根开花，他有信
心把这个梦想实现。

在新郑几千年的浩瀚历史长河中，
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小故
事，这些小故事仿佛一粒粒珍珠，散落
在古老的城市文明中，今天我们就采撷
几朵，以飨读者。

东道主
三个字的成语比较少见，有一个三

字成语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值
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成语的由来与新
郑有密切的关系，它就是“东道主”。

春秋早期，新郑是原来郑国的国
都。公元前637年，晋国流亡太子重耳
在郑国受到侮辱，后来他当上了国君，
就是晋国国君，史称晋文公，为了报仇
他就联合秦穆公攻打郑国。当时，两国
出兵以后，晋国屯兵处在郑国西北的函
岭，秦国兵马驻扎在郑国东北方向，两
国把郑国团团围住，派兵日夜巡逻。郑
国的国君郑文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就向老臣烛之武请教，设法解围。烛之
武晚上就私下里会见秦穆公，对秦穆公
说，秦国和郑国都是晋国的邻居，如果
晋国灭掉了郑国，晋国更强大，而秦国
就显得弱小了。烛之武利用晋国和秦国
是两个大国，他们之间经常明争暗斗的
弱点，开始拉拢秦国，愿意成为秦国的
朋友，对秦穆公说，“若舍郑以为东道
主”。

烛之武一方面陈述了秦帮晋攻打郑
国的害处，一方面说明了保留郑国的好
处，向秦国出使的官员提供方便，所以
秦穆公很高兴，单方面与郑国订立了盟
约自己率军回国，晋文公无奈，也只得
退兵了。从此以后，人们便把邀请或者
接待客人的人称为东道主。

富商救国
春秋中期，郑国国力已不再强大，

因为惧怕楚国，又暗地和楚国结了盟。
晋文公很生气，就与秦穆公约定一起出
兵征讨郑国。在郑国帮助守备的秦国将
军杞子派人回国报告说：“郑人使我掌
管新郑北门钥匙，潜师而来，郑国可
得。” 虽然郑国相距遥远，秦穆公还是
决定派孟明率军偷袭。 秦国大军跋山
涉水向东进发，历时一个多月，方于公
元前 627 年春天来到滑国（河南偃
师）。

弦高是郑国的一位行商,经常来往
于各国之间做生意。这天，他赶着一群
刚买来的牛，从滑国经过准备向西到周
地去卖，发现迎面而来的秦国大军，弦
高大惊，心想：一群牛事小，国家安危
事大，郑国君民对此还一无所知，秦军
奔袭过去，郑国岂不是生灵涂炭？想到
这里，他一面派一名伙计日夜兼程赶回
去禀报，一面取出几张熟牛皮，又挑选
了十二头肥牛，拦在路上，对着秦军高
声大叫：“郑国使臣弦高求见秦军主
帅。”

秦军前哨急忙报入中军。秦国统帅
孟明大吃一惊：我们正想偷袭郑国，郑
国使臣怎么已经到了这里？原先那种偷
袭的兴奋，顿时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取
代，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只好叫手下
传郑使来见。弦高强自镇定地对孟明施
礼，说：“敝国君主听说秦君派大军前
来问罪，特遣下臣远道相迎，并以肥牛
十二头作犒师之资。现在敝国整治纲
纪，以自检讨。”

弦高一席话，使孟明大吃一惊，心
想郑国使臣远路赶来慰劳军队，说明郑
国已有了准备，我们的偷袭很难成功
了。他连忙解释说:“我们不是到贵国
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请你回去
吧。”收下了送来的十二头牛。弦高走
后，孟明与手下的人说:“郑国已有了
准备，偷袭成功没有希望了，还是回国
吧。”秦军顺路灭掉了滑国，就退兵
了。

这时郑国国君也接到了弦高的信，
急忙派人到北门观察秦军的动静，果然
发现他们已做好打仗的准备。他就不客
气地向秦国的三位将军下了逐客令。秦
国的三个将军知道机密已泄露，便连夜
将兵马从郑国撤走了。

弦高利用自己的智慧，保卫了国
家，为百姓们免除了一次战争灾难，这
件事被传为佳话。 王惠霞

住房

一期经适房
抽签仪式结束

2010年 1月 27日早上 7点多钟，取得
购房资格的近500人就聚集在新郑市炎黄
文化艺术中心大厅，参加一期经济适用住
房销售抽签仪式。抽签仪式上午9时正式
开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检
察机关、公证机关等各方代表全程监督，参
与监督的还有现场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随机抽取产生的申购人代表三名，充分体
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抽签仪式共
产生认购顺序号490个，现场公证，全部有
效。此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受到上级领
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若 凡

贷款

农 合 行 支 持
中小企业发展

今年来，新郑农村合作银行按照“创业
富民”活动的要求，坚定“面向中小企业、服
务中小企业”的经营思路，围绕“准、细、快、
优”四字方针，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把
握“准”字，精选优质客户。该行班子成员
带头深入中小企业调查研究，机关部室主
动上门与中小企业对接，了解企业的需求，
倾听企业呼声，并从中精挑细选前景好的
中小企业作为信贷扶持的重点企业。立足

“细”字，建立企业档案。目前，该行已建立
中小企业档案近 200户。着眼“快”字，加
快办贷速度。突出“优”字，改进金融服
务。该行不断更新服务方式，由过去坐等
顾客变成了主动上门服务。 许新红

活动

黄帝故里景区启动
给祖国母亲拜大年

本报讯（通讯员 思桦）为弘扬中华
文化，营造文明祥和、温馨和谐的节日氛
围，掀起全民爱国热潮，黄帝故里新郑响
应教育部 “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的号召,
由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新郑市委
宣传部、新郑市文明办、共青团新郑市
委、新郑市教体局、新郑市广电局联合举
办“黄帝故里千名学子给祖国母亲拜大
年”活动。

活动之一：网上拜谒始祖。黄帝故里
景区门户网站于 2010年 1月 29日至 3月 1
日开设 “我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网上活
动专栏，届时，全国中小学生和团员青年
可以网上拜谒始祖，祝福祖国。活动之
二：有奖征文 。黄帝故里河南新郑面向
全国开展有奖征文活动，全国各级各类学
生均可踊跃投稿。征文主题：以我给祖国
母亲拜大年、礼拜人文始祖、热爱中华家
园、祝福祖国母亲为主题，畅谈心得体
会，题材不限，题目自拟，字数在 1000
字以内。详情请登录黄帝故里景区门户网
站。

新 郑 大 枣
养生保健佳品
新郑是大枣的故乡。新郑大枣以

其皮薄、肉厚、核小、味甜备受人们青睐，
成为枣类中的佼佼者，民间素有“灵宝苹
果潼关梨，新郑大枣甜似蜜”之说。新郑
大枣品种达30余种，其中以灰枣和鸡心
枣最为有名。大枣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五
果（桃、李、梅、杏、枣）之一，富含蛋白质、
脂肪、糖类、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维生
素 C、维生素 P 以及钙、磷、铁和环磷酸
腺苷等营养成分。中医中药理论认为：
大枣具有补虚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
等作用，是补血健脾美容的滋补佳果。

冯恺杰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
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
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走进文化活动
场所，新郑市的各个广场上随处可见老人们吹
拉弹唱、跳舞的身影。

昨日记者来到新郑市炎黄广场南侧，这里
经常有聚集在一起的老伙伴们，他们自发组织
一些活动，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就想愉悦身心，
增进健康，纯属自娱自乐。”柳松贤老人边拉板
胡边笑呵呵地说。采访中，不少老年人告诉记
者，以前文化生活很贫乏，现在丰富多了。这几
年，炎黄广场聚集了一些爱好戏曲的老年人，闲
暇时聚在一起“交流经验”。“我的女儿、儿子
工作都很忙，只有周末才回来，平时一个人呆在
家很孤单，也很着急。我喜欢听戏，家里也有许
多戏曲光盘，但一个人听没意思，和有共同爱好
的老伙计聚在一起，有拉有唱才开心！”一位白
发老人对记者说。

家住城南十里铺的 81岁老人张学庭每天
上午都骑着自行车，带着中午的简餐，走十里地
的路程，来到炎黄广场和老伙伴们聚在一起敲
梆子、唱戏曲，到下午五六点才回家，他的身体
很硬朗，性格很乐观。

现在不但要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更要
提升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质量。近几年，在新郑
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新郑老人的文化生活越
来越丰富，从炎黄广场的周末大家乐，到如今的
自主文化娱乐，老年朋友在畅享美好夕阳之时，
更像找回了青春的欢乐。

新华路小学为学生减压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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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高凯 刘栓阳

文/图）1月27日，星期三，记者来到新郑市新
华路小学的教室里，看到的不是学生们埋头
写作业，也不是老师辅导功课，而是三五成群
地在热烈谈论着什么。“我觉得上课就是要认
真听讲，下课就要开开心心地玩耍”、“学的时
候要学好，玩的时候要玩痛快！”原来大家在
一起谈笑风声，教室里洋溢着轻松和谐的气
氛。据了解，这是新华路小学每周三为了让
学生减轻压力轻松学习而特设的“聊天日”。

“我特别喜欢‘聊天日’，同学和老师们在
一起可以说说自己的趣事、说说自己的烦恼
……”新华路小学三年级学生张毅博高兴地
告诉记者。“聊天日”为学生开启了交流的窗
口，大至国际要闻，小到家长里短，任何感兴
趣的话题，都可以在星期三的聊天时间里说
出来，学生们的思想得到了交流、认知得到了
提高。在这种轻松的聊天氛围中，小学生的
不良情绪也得到了宣泄，这也正是新华路小
学设立“聊天日”的初衷。

“聊天日”不仅仅局限于聊天，形式也逐
渐多样起来，有给学校写建议书的，有给好朋
友写悄悄话的，爱好手工的学生还把剪纸、版
画等作品带到学校来展示。正如校长张晓红
所言：“‘聊天日’的设立，见证了学校由特色
化向品牌化发展的历程，它承载着促进学校
发展的使命，已经成为一种校园文化。”

广场上的快乐老人
本报记者 王帅高凯 通讯员 刘影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 文 刘栓阳 图

纸上的舞者纸上的舞者 陈向阳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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