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

渔夫冢的传说

渔夫冢位于新郑市新烟街道办事
处辖区西亚斯校园内，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新郑当时称郑国，和当时的吴
国交好，吴国的老国君去世，小皇子
年幼、国内出现军事政变，丞相伍子
胥为保护小皇子和皇后逃难投奔郑
国，郑王不但不保护还派人追杀。
当追兵追到郑国城西卧佛寺时（现
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安居小区西侧的
卧佛寺塔），皇后为了保小皇子，自
己跳井身亡。

伍 子 胥 背 着 小 皇 子 向 城 东 逃
命，当时的黄水河畔挡住了去路（现
新郑市人民路黄水河），正危急时刻
发现河中间有位打鱼老汉，就大喊
救命，于是渔夫把船划到岸边，伍子
胥和小皇子上船逃命。当船开到河
中间，追兵无法追上便退去，过了黄
水河，伍子胥为了日后报答渔夫的
救命之恩便把身上的宝剑赠与渔
夫，渔夫称要之无用，伍便用剑在渔
夫划船的篙上刻下伍子胥三个字，
伍说：日后我若平定内乱，有朝一日，
凭此竹篙定报救命之恩。

伍子胥背着小皇子投奔楚国，
向楚国借兵，平定内乱强兵富国。
想起当年逃难时郑王背信弃义，决
定攻打郑国，郑王得知伍子胥带兵
已到许昌，慌乱之中贴出皇榜许下
诺言，谁能打退伍子胥大军，愿将
郑国江山分出一半。这时的老渔
夫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继承父业，
继续打鱼为生，有一天小渔夫到城
里卖鱼，看见皇榜后就揭了，看守
员立即带他去见郑王，郑王问：你
为何揭榜？小渔夫说：我能退伍子
胥大军，你得立下文书退兵后江山
分给我一半，郑王答应。小渔夫回
到船上拿起父亲传给他的船篙来
到 南 营 伍 子 胥 军 帐 前 ，要 见 伍 子
胥，值岗人员前去报伍说：有一个
年轻渔夫手拿竹篙，高唱渔歌要求
见您。伍说：带他上来。当伍看到
小渔夫便问你可认得我吗？小渔夫
说：你不认得我，你可认得这船篙
吗？伍子胥接过竹篙一看，是他当年
刻的字，连说：认得、认得，可是老船
家呢？小渔夫说：我父亲已去世，我
子承父业；伍子胥说：恩人到了，快快
有请。小渔夫把郑王答应他分给江
山一半的承诺说了一遍，伍子胥答应
退兵，说:退兵可以，但我还要派人和
你一道让郑王兑现他的承诺。小渔
夫来找郑王说：伍子胥大军已退，你
该兑现承诺了吧？郑王是一个背信
弃义的家伙，当场将小渔夫杀死，伍
子胥派来的人赶快回去报告，伍子
胥听后大怒，立刻带领大军将郑王
灭掉。后建立韩国，为了纪念当年
的救命恩人父子，伍子胥派人在当
年黄水河东岸将小渔夫葬在河边，
老渔夫不知埋在何处，所以建两个
大冢（目前在西亚斯校园内），取名
渔夫冢。如今，新郑市渔夫子路，也
是因此得来。

本报记者 刘冬 高凯 整理
讲述人 李建国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沈
磊 通讯员 沈冉 文/图）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65周年，新郑市各
单位纷纷用形式多样的文艺
活动表达对祖国母亲生日的
祝福。近日，新郑市八千乡先
后举办了首届广场舞大赛和
戏曲擂台赛，吸引了近千名群
众现场“围观”。

在广场舞大赛中，伴随着
欢快的音乐，参演者自信的笑
容、优美的舞姿惹得现场群众

不时发出热烈掌声。最终经
过激烈角逐，来自该乡的镇区
一队凭借《大美郑州》夺得当
晚比赛第一名。

戏曲擂台赛在铿锵的锣
鼓声中拉开了帷幕，选手们依
次登台，亮出了自己最拿手的
唱段，优美的唱腔、诙谐的念
白，博得观众阵阵喝彩。

“我们希望用这样一个有
着深厚群众基础、传播正能量
的形式，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爱

上文化活动，为生活增添色
彩。”该乡文化站站长王留治
介绍。

据了解，随着该市“百千
万”文化惠民工程的开展，八
千乡为丰富广大村民的业余
生活，不断加大投入，积极为
村民开展文艺活动提供场地
器材、音响设备等，逐渐使广
场舞等活动成为该乡村民们
茶余饭后休闲生活的一种新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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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十一”长假的第一天，
记者特别为爱好旅游的朋友整理了一份新郑旅
游攻略，让您在长假期间感受不一样的新郑。

*寻根之旅
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新郑人民翘首以待，

盼新友，盼故知，盼亲人！炎黄子孙会在这一
天重回故土，焚香、拜祖、欢聚。躬身而拜的一
刻，感受炎黄子孙的自豪与欢喜；焚香而祝的
一刻，享受“地球村家庭聚会”的和睦与和谐。

⊙黄帝故里景区（国家AAAA级景区）：
天地玄黄，东方曙光，文明始祖，中华

炎黄。
回溯上古，新郑称有熊氏国，是中华人文

始祖轩辕黄帝的故乡，从有熊出走的黄帝，平
蚩尤、败荤鬻，开创了一代霸业，之后归乡有熊
建都，中华史诗就此展开。为纪念黄帝，轩辕
故里祠始建于汉，明清时曾修葺，如今新郑市
政府已将其扩建为黄帝故里景区。

每年农历三月三，炎黄子孙欢聚一堂，寻
根拜祖。这里是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守望，是
龙的传人无时无刻的眷恋，吾思吾梦吾向往！

地址：新郑市轩辕路1号

*文化之旅
来新郑，带着发现宝藏的期待，在祖先的

遗存和故迹中感悟文化与艺术，把永恒感带
回家。

⊙新郑博物馆（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AA
级景区）

这里是新郑的百科全书，展现古都风彩，

寻觅溱洧之光，穿越历史纵横，感受文化
底蕴。

馆藏文物 5 万余件，馆内有“华夏之根
展”和“郑韩出土文物展”两个专题展览，以裴
李岗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物及东周时期郑韩
两国出土的青铜礼器为基础，展现新郑历史之
精华。

地址：新郑市轩辕路与阁老路交会处
⊙郑国车马坑（国家AAA景区）
宝马香车司空见惯，古时车辆又如何？郑

国车马坑景区为您完美阐述。景区由郑公
“中”形大墓、一号车马坑、三号车马坑、大夫
墓、车马坑地下展示区、休闲广场等组成，向世
人展示了郑公大墓的发现与探索、绝伦无双的
郑国瑰宝以及巍巍壮观的车马坑。

驻足凝望，精美的车轮、铮铮马骨，令人震
撼！任思绪飞扬，烈马撕心的咆哮声、兵戈相
击的铿锵之声，不绝于耳！

地址：新郑市文化南路1号
⊙郑风苑
郑风苑是以《诗经》中的 21首《郑风》为背

景的主题公园，缠绵悱恻的爱情，令人向往。
园内镌刻奇石、名品荷花、碧泉飞瀑、亭台楼
榭，尽是一派清新自然、古香古色的景象，尽
管四季更迭，风韵犹存，人们称其为“东方伊
甸园”。

地址：新郑市玉前路391号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一本不语

却胜千言的历史人文之书，是具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公园由城墙遗址公园、宫城遗址公园、手
工业遗址公园、贵族墓遗址公园四部分组成。
徜徉其中，感受郑韩两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实
力。巍巍壮观的古城墙环绕四周，守护着世世
代代的炎黄子孙；郁郁葱葱的林木尽显一派生
机，昭示着郑韩文化的博大精深。

地址：新郑市风苑路和子产路交叉口
⊙欧阳修陵园
欧阳修陵园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

家欧阳修及其家族的安息之地。欧阳修虽位
高权重，却有一份“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
的闲情逸致，令世人羡煞不已。

青烟袅袅，细雨绵绵，每逢 4月，缅怀一代
文宗时，最不能错过的便是“欧坟烟雨”的美
景。陵园内，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
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如
雨，景色甚为壮观。

地址：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西侧

*生态之旅
新郑的生态地貌，既有中原土壤厚重悠远

的气质，又有受天地眷顾的灵秀自然。也许你
感受过海滨的热烈、草原的奔放、高原的孤寒，
你一定不曾遇到过像新郑这样内秀而回味悠
长的城市，她受自然福泽，不竭不休；数千年，
旧有不改，新发常现。

⊙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 AAA
景区）

“拜过黄帝不拜帝、登过具茨不登山”。被
誉为“中华圣山”的具茨山，主峰风后岭为中华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访贤拜将、屯兵驯兽、整治

武备，推演阵法之地。具茨山为伏牛山系嵩山
余脉，自然风光优美壮丽，集华山之险、庐山之
秀、泰山之神于一身，犹如一条巨龙横亘于中
原大地。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
AAA级景区。

地址：新郑市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
⊙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
在新郑这个红枣之乡，枣儿的家族很庞

大，走进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映入眼帘
的就有鸡心枣、葫芦枣、磨盘枣、辣椒枣等
优 良 品 种 30 多 个 ，各 类 优 质 枣 树 6 万 余
株。科技示范园是著名红枣企业好想你枣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每年 9 月，
红 枣 飘 香 ，您 可 以 带 着 家 人 在 这 里 摘 大
枣，拔花生，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享农家
乐，这是一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全新旅
游场所。

地址：新郑市孟庄镇小石庄村
⊙轩辕湖生态湿地文化园
在轩辕湖生态湿地文化园内，是一组从自

然到城市、从历史到现代的序列景观。以“水
与城市”为主线、生态功能为核心、历史文化
为脉络，溱水新滨、云栖花影、泽兰洲岛、溪亭
日暮、三岛聆鹤、疏岛环径、藕香塘池、陌上烟
柳等八大景点交相辉映，再现了《诗经》中所
描绘的古溱洧水流域的浪漫意境。文化园更
以黄水河之水为支撑，以两岸绿地为架构、以
多样生活空间为点缀，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城
市滨水园林。

地址：新郑市中华北路黄水河轩辕水库坝
至裴大户寨坝

“抬头、挺胸，保持微笑，跟上节奏……”这是近日在新
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该市首届模特培训班训练时的一幕。

她们身材挺拔、面若桃花，用猫步演绎着雍容华贵，
把时装彰显得高贵典雅。但是，你知道吗？诠释美丽的
这些人，是一群年过半百的“奶奶级”人物。这支今年 3
月份组建的模特培训班，由 40 多名中老年女性组成，平
均年龄为 53岁，年龄最大的已经 61岁。

没有丝毫基础的她们，从最简单的站姿练起，一个
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学习。她们反复讨论、揣摩、练
习。每次练习都要三四个钟头，虽然练下来出了一身汗，
人也瘦了十来斤，但是她们的身姿越来越挺拔了，走起路
来越来越精神了，举手投足间也变得越来越优雅了。

今年 52 岁的李淑兰是模特培训班的创始人。两年
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了“新郑——郑州”两地奔波
学习模特的生活。“凭什么只有大城市的中老年人可以
表演模特秀？”今年年初，李淑兰萌生了在家门口组建一
个模特队的想法，让新郑的姐妹们也能“潇洒走一回”。
于是，她把想法跟周围的人一说，没想到大家兴趣十

足。从最初的 10 多名成员到现在的 40 多名成员，中老
年模特培训班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随着不断的刻苦训
练，学员们的模特步走得也越来越有板有眼。

54岁的于淑芳，心脏不好，原来经常胸闷气短。加入
中老年模特队后，胸闷的现象没有了。每天听着音乐练习
步伐，性格变好了，身体健康了，气质更高雅了，人也更年轻
了。“原来我都是穿平底鞋，你看现在，10厘米高的鞋子我
都能驾驭得了。”于淑芳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充满了自信。

从新郑市烟草局退休的王瑛老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
的。平日里她就爱好锻炼，喜欢跳舞。听说市里有了中老
年模特培训班，儿子儿媳率先给她报了名字。“谁说美丽只
属于年轻人。虽然年龄增长了，但是我们的心依然年轻。”
她向记者坦言，正是这业余爱好，让她锻炼了身体，保持了
年轻的心态。

“中老年模特秀是对美好生活的展示，是展现中老年人
风采、精神面貌的一种途径。”李淑兰对记者说，现在新郑

“百千万”文化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她们也要继续努力，
争取把这支队伍打造成全市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一位诗人，
我将无比忠实于我的生活，
我会在百无聊赖的生命海洋穿梭，
把我的理想编织成一首最美妙的

诗歌，
让风儿伴着她在花丛中起舞，
捎带给白昼的太阳公公和夜晚的月

亮婆婆，
在繁星满树的夜晚，
拥着这一夜的清辉悄然睡去。

如果我是一个歌者，
我将无比钟情于我的灵魂，
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用心灵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天籁，
在无数个生命孤独的时刻，
悄悄把心灵的帷幕拉开，
在用心搭建起来的舞台上且歌且舞，
或浅吟低唱，
或放声高歌，
如泣如诉，
亦傻亦痴，
既是歌者，
又是观众。

如果我是一位画家，
我将无比忠诚于我的心灵，
我会在杳无人烟的大漠，
或绿树成荫的林海，
或秋实累累的田野，
或泉水叮咚的溪畔，
或山明水媚的村寨，
留下我寻觅的足迹，
在心灵的画布上挥洒自如，
好像要将这世间一切的美好
尽收眼底。

如果我是一位钢琴家，
我将无比虔诚于我的双耳，
因为她收录这世间一切的疾苦，
她聆听这世间太多的无奈，
当然她也倾听这世间太多的感动，
静听这世间太多的天籁。
所以她将所有的这一切，
或无声的 ，或有声的，
或美好的惹人怜爱的，
或丑恶的招人愤恨的，
传递于灵巧的十指，
在 美 丽 的 黑 白 键 上 传 递 着 叹 息 ，

叹息，
说不尽的叹息！

作者 高艳海

郑韩诗旅

中老年模特培训班演绎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赵聪聪 李伟彬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刘象乾
张艺雯 文/图）9月 25日晚，新郑市炎黄广
场灯火辉煌、锣鼓喧天，“走进台湾”暨新郑
市“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戏迷擂台赛在这
里隆重开赛。

由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新郑市委宣
传部、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郑州电视台、新
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共同承办的戏迷
擂台赛共分两日进行，分别为24日的清唱
组比赛和 25日的小品小戏组比赛。清唱
组是 15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广大戏迷爱好
者，分三轮进行比赛，评选出一等奖 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选手9名；小
品小戏组共分 9支队伍，依据分数高低评
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优秀选手 3名。最后按照成绩选出 3~4名
优秀选手，走进宝岛台湾，代表新郑市参加
郑州市走进台湾戏迷擂台赛决赛，进行戏
曲文化交流。

据了解，今年的戏迷擂台赛在去年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参赛范围，增加比赛场次
和环节，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戏迷学戏、唱戏
的热情，弘扬传统戏曲艺术，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给广大戏迷朋友提供了一个锻炼和
展示才艺的机会。

“走进台湾”戏迷擂台赛开赛

近日，“爱在大中原、情定富士康”首届集体婚礼在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隆重举行，百对富士康
新人着汉服、行汉礼，举行汉风集体婚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赵地通讯员时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