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劲有力的《兰亭序》、惟妙
惟肖的《八骏图》、形态各异的

《百福图》……书画家笔下的名
作，在新郑市区新水巷楚娇妮的
手里，却成了精湛的十字绣作
品。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楚家，
提出要看一下她的作品。“那不
是吗？”她指着墙上悬挂的《百福
图》这样一说，着实让记者吃了
一惊——她的作品竟然与商场
里卖的艺术品没有什么两样，不
仔细看还以为这是机器印刷的
书画作品呢。

顺着楚娇妮的右手，记者看
到 了 她 的 另 一 幅 作 品 —— 表
盘。一个漂亮的花篮上方，代表
时间的Ⅰ、Ⅱ等12个罗马数字符

号呈环状排列，符号中间是走动
着的时针、分针和秒针。其实，
楚娇妮最得意的作品是王羲之
的草书作品《兰亭序》，上边红线
绣的印章和印泥非常相似。记
者站在两米开外的地方看，整幅
绣品颇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

楚娇妮创作十字绣作品始
于三年前。当时，一个正在绣十
字绣鞋垫的邻居，给她一双鞋垫
的半成品，让她爱上了十字绣。
慢慢地，绣鞋垫已不能满足她创
作的需要，她开始到一些店面里
买更大的底板和样板。

“十字绣并没有太多的技
巧，样板上的数字就好像说明书
一样，简单易学，我斗大的字不
识一个，靠的是勤奋和耐心。这

些作品动不动就要上万针的工
夫，没有恒心是绣不了的。”楚娇
妮说，一幅两米宽、0.6米高的《兰
亭序》，她整整用了1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那段时间，早上 5 点起
床后，她就坐在窗户前绣，除了
送孙女上学和做饭的时间，她几
乎都在绣。

“我们这里的老人绣十字绣
都成风了，他们绣的作品非常
多，有山水、花草、书法，还有非
常实用的枕头、包包等。很多老
人的作品，绝对不比商场里的
差。我专门到商场看，一幅《百
福图》装上镜框后可以卖到 1500
元，而装裱店对《兰亭序》的估价
则高达 2800 元。”楚娇妮的儿子
说。

本报记者 孙丽萍刘栓阳

具茨山岩画，是近年来文物考古界的重要发现之一，已经引
起了有关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诚如著名学者朱士光先
生所言：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和黄
帝文化研究都是一次重大进展、一次重大突破，它的价值不在上
世纪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之下。到目前为止，具茨山已发现岩刻岩
画达3000多处，这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岩画类遗迹，
填补了中原地区岩画的空白。

《具茨山岩画》一书，是对这项发现迄今为止最全面翔实的
介绍和论述。本书的作者是新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也是河南省
黄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具茨山岩画中心主任、具茨山岩画调查
研究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该书通过对具茨山岩画的环境、岩
画的类型、岩画点的介绍，以及与周围众多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
存、黄帝文化记载与传说等进行联系分析，为研究包括黄帝时代
在内的中原上古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关注，目前该书已经被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江苏大学、郑州大学等著名院校
的图书馆收藏。

具茨山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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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李伟彬 文/图）近日，新郑市实
验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将用过的课本、辅导书、课外书等
1000余册捐赠给母校，供在校的同学阅读。

据了解，这一批由六年级毕业生捐助的图书，一部
分将被充实到学校的阅览室，而另外一部分将转捐给
家庭贫困的学生使用。

近年来，随着新郑具茨山岩画
的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开展，又喜逢
我省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的大力宣传，广大群众对文物知
识的普及和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
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全
民参与文物普查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不少群众积极为普查人员提供
文物信息，还有的自备车辆同普查
人员一同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直
接参与普查，对我省各市（县）普查
工作给予了有力支持与帮助。截
至目前，我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遗存数量已名列全国榜首。“三普”
成果累累，成绩喜人。

具茨山原本是一座极具神秘
色彩和悠久文化之山，相传曾是黄

帝氏族发祥兴起之地，岩画的发现
以确凿的实物例证，证明具茨山及
周围地区是一座具有丰富内涵、体
量巨大、独具特色的文化宝库。随
后临近的方城、泌阳、叶县等地也
相继发现岩画，其中的凹穴和沟槽
岩画与具茨山岩画一脉相承，所发
现的巨石、支石、叠石文化更加醒
目与巨大。不仅证明具茨山岩画
传播较广，影响深远，并在其基础
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进一步提升
了中原岩画的历史、科学、艺术价
值。以具茨山为中心的岩画发现，
填补了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没有岩
画和相关遗迹的历史空白。

在取得岩画重大发现的同时，
加强岩画保护也成为人们关注的

话题。最初岩画的发现者都不是
专业人员，有的是出于偶然，还有
的是文物爱好者，他们为我省岩画
的发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
这些人员都是单独行动，又没有接
受过文物调查保护方面的专业培
训，缺乏文物保护常识，一些欠妥
的做法损坏了岩画的原貌。如泌
阳、方城和叶县岩画，多被发现者
用黑墨涂染，推测是发现者为了提
高拍摄时的清晰度，将一些凹穴
（大小不等的圆形坑）和沟槽岩画
用墨涂染成黑色。由于涂染者缺
乏岩画常识，将自认为是凹穴的地
方染成黑点，结果使一些已消失或
原本就没有凹穴的石面上也被涂
成大小不等的黑点。这种做法有

悖于《文物保护法》要保持文物原
貌的原则，造成文物失真甚至损
毁。

所以，笔者在此特别呼吁某
些发现或调查人员立即停止用墨
涂染岩画的不恰当行为；也建议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岩画加大
保护力度，从严管理，杜绝此类
事件的发生。同时，应尽早将本
市（县）岩画发现及分布情况向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汇报，取得省
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支持，以便有
计划、有组织、更科学地完成调
查任务，使岩画等相关遗存得到
妥善保护和利用。

（本文作者为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

建言专家
在黄帝文化核心区发

现的大规模岩画群，是“一

个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

现”，让不少专家学者为之

惊叹。在赞叹中原岩画群

这一天下奇观的同时，不

少官员和专家学者也在思

考：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原

岩画群。历史经验教训表

明，我们对岩画的保护已

经刻不容缓。

加强岩画保护刻不容缓
蔡全法

新郑巧织女 绣成《兰亭序》
本报记者 张温良高凯 文/图

中国律师第一人——邓析

名人故里

乡村自办擂台赛
吸引戏迷成万千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陈扬 通讯员 马书婷）
寂寞嫦娥舒广袖、威武小生觅封侯、穆桂英挂帅
破天门、小二黑结婚娶娇娘……一段段耳熟能详
的戏曲名段，不时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在新郑
市新村镇的马垌村，“豫春苑”正浓情上演。

“早在 2002年，为了更好地活跃农村文化
生活，也为了培养农民群众的文化情趣，充分调
动广大戏曲歌曲爱好者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创造性，新村镇举办了《新艺苑》戏迷擂台赛。
2005年，‘新艺苑’改版为‘豫春苑’，戏曲歌
曲擂台赛也开始从礼堂走入村庄,到 24个行政村
进行巡回演出。迄今已连续举办了5年，吸引了
大批的文艺爱好者。”新郑市新村镇马垌村的苏
鹏飞对记者介绍说。

“豫春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吸引来自
新村镇辖区和临近乡镇、周边县市（如新密、中
牟、尉氏等）的戏迷、歌曲爱好者 2000余人次
前来参赛。选手中有年逾花甲的老戏迷，有风华
正茂的青壮年选手，也有活泼可爱的小戏迷（年
龄最小的仅3岁）。

据了解，“豫春苑”戏迷擂台赛在新郑市
15个乡镇（街道）中属首例，截至目前已累计
演出39场，产生年度擂主4个，成为当地群众自
娱自乐、施展才华的阵地和平台，吸引观众3万
余人次。

爱心图书赠母校爱心图书赠母校

农民农闲
忙得欢

本报讯（记者 高凯 孙丽萍）“三夏”农忙
刚过，忙活了一阵子的农户们本该是待在农家小
院中享受些许悠闲，但新郑市邢庄村的农户们却
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都忙什么呢？昨日记者来
到该村一探究竟。

来到该村后，记者被一位村民带到了该村的
文化大院。在这里，有的村民认真阅读图书，有
的在排练简单的文艺节目，有的凑在一起下棋。
看到如此热闹、开心的场面，记者心里也明白
了，农民们为什么这么忙。该村村民邢军杰说：

“过去一到农闲时就打不起精神，现在有了文化
大院，不仅忙得心情好了，还感觉生活越来越有
滋味了。”

过去，对农闲的生活，农村有这样一句顺口
溜：“早上睡懒觉，中午太阳照，没事蹲墙角，
遍地寻热闹。”实在无事可干，也就是几个村民
凑在一起打牌喝酒，或是天南海北胡聊，还会生
出些事端来。但有了文化大院以后，农民们的生
活彻底从枯燥到滋润了，文化大院里的书籍、棋
牌、文艺节目等，一件件能让农民们欢心的文娱
节目接踵而来，一下子让农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起来。

“你想谁没有点精神文化需求呀？现在解
决了这‘文化温饱’的问题，村民们想不乐都不
行。”邢庄村村主任邢子选谈起文化大院时难掩
喜悦之情，他告诉记者，文化大院建成后，想下
棋、想看书、想听戏等都能实现。另外，还定期
举办篮球比赛，又有文艺爱好者成立的“业余文
娱集团”定期给村民送上戏曲、小品等，村里几
乎欢声笑语不断。

其实，邢庄村农闲时农民忙娱乐的热闹场
景，只是新郑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工程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新郑市把农村文化活动场所作为
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分期对农村活动场所进行扩
建、整改，使农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今
年，该市又把新建的两个乡镇综合文化站、74
个农村文化大院（社区文化中心）列入为民的

“十件实事”之一，使文化大院如雨后春笋般在
郑韩大地争相涌现出来，不仅欢娱了农民，还改
变了不少农民的生活习惯。正如记者采访中遇到
辛店镇北靳楼村民们讲的那样，现在大伙儿走亲
戚都愿意先到文化大院里看看，感受一下别村的
文化氛围，这文化大院太招人爱了。

截至目前，在新郑市 15 个乡镇文化站中，
有11个文化站已建成建筑面积300㎡以上、文化
广场面积 1000㎡以上、适度规模的乡镇综合文
化站，累计投资 800 万元。而各村的文化大院
里，都设有娱乐室、多功能教室、图书阅览室。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最近，新郑还
专门对基层文化骨干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今
后，这些“懂行”的人将带着农民们朝着多姿多
彩的生活大步前行，让农民们真正享受到文化大
院带来的新农村幸福生活。

邓析——第一个民间“普法宣传家”，是春
秋晚期郑国人（今河南新郑）。自小头脑灵活、聪
明好学的他，成年后当上了郑国的大夫，成了一
个低级小吏。

春秋晚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大量私田被开
垦出来，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地主阶级
开始崛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上层建筑发生了变
革，新兴的地主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展开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向旧奴隶主夺权的斗争。代表新兴
地主阶级的邓析，主张彻底否定礼治、实行法治
革新，与封建贵族的利益对立，并为此做了两件
轰动郑国的大事：一件是，制定了一部“竹刑”，
用来对抗体现礼治的“刑书”；另一件就是聚众讲
法，向民众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帮助老百
姓打官司。最为老百姓乐道的是，邓析讲学助
讼，在郑国兴起了一股诉讼的浪潮。创办私学、
广招门生、聚众讲法，其实就是为老百姓进行普
法宣传教育。他不仅讲授了自己的“竹刑”，还传
授打官司和辩论的技巧。

除此之外，邓析还代理别人打官司。但是大
家对他不收铜板、只收衣物的方式百思不得其
解，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而无法得到考证。邓析常
常“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而可与不可日变”，因
此，他的辩论也给人留下了诡辩的印象。《吕氏
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郑国发大
水，有个富人渡河时不慎落入河里被淹死，尸体
被一个穷人打捞上来了。富人的家属知道后，就
想花钱赎回尸体安葬。那个穷人认为可以趁机捞
一把，就漫天要价，但富人家却不愿多出钱。双
方僵持不下。富人家属就去找邓析请教解决的办
法，邓析说：别着急，除了你家，不会有第二个
人会向他买这具尸体，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
拖着不给钱，穷人自然会降价的！对方只能把尸
体卖给你家，你们不用多出一点赎金。富人的家
人听了邓析的分析后，感到言之有理，就耐心等
着。过了几天不见富人家来买尸体，那个穷人坐
不住了，也来找他出主意。邓析对那个穷人说：
不要着急，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
在别处是买不到的！所以赎金也不用降低。穷人
一听有理，也不着急了。

在当权者的眼中，邓析是一个“刁吏”。他
不仅讲法助诉，还建议民众张贴匿名帖，来议论
国家政事，揭发当权者的罪恶。帖子多了，当权
者和贵族都坐立不安，后得知是邓析教唆所为。
于是，有人就向执政大臣驷颛告了一状，说邓析
煽动民众闹事造反。为此，驷颛就下令禁止张贴
匿名帖。但是禁令并没有吓倒邓析，他又教给老
百姓用“致书”的形式——寄匿名信来评议时
政，将议论朝政的内容相互传递，甚至将举报揭
发当权者犯罪的材料寄给驷颛。驷颛再次下令，
禁止民众寄匿名信。“致书”被禁后，邓析又想
出了“倚书”的办法：把评议时政的信件，夹寄
在包裹里的物品中，相互之间传递，使匿名信不
能禁绝。邓析私制“竹刑”、助人为诉、“不法先
王，不是礼义”的做法，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
拥护，但也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给统治者构成
了威胁。而他贴匿名帖、寄匿名信、倚书，使

“郑国大乱，民口欢哗”。贵族们纷纷指责邓析是
一个“多事而穷功，欺世愚众”的“作伪之民”。
驷颛也视邓析为煽动惹事、扰乱民心的罪魁祸
首，认为不杀他就会成为祸根。因此，灾难也就
降临到了邓析的头上。公元前 501年，邓析被郑
国镇压处死，尸体还被悬挂示众。中国律师的第
一人——邓析就这样被处死了。他虽然倒下了，
但是代表他法律思想的“竹刑”，却没有被扼杀，
反而在郑国得到了大力推广。

邓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法律而献身的律
师，他无疑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本报记者 尹春灵李伟栋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