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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启峰/文 刘俊涛/图） 4 月 21 日，
风雨满三川，气温骤降。上午 8 时，上千位书画爱好者顶
着斜风细雨，陆续来到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参加
“风从东方来———许东方书画作品展”。

许东方，扶沟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周口师范学院教授，美术教育的元老、书
法教育的奠基人。 曾任周口师专美术系副主任、周口师
范学院工会副主席、周口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周口市
政协书画院副院长等职。

风从东方来，桑榆未晚霞满天。许东方年逾古稀，须
发皆霜，然创作热情不减，老当益壮。这次展览精选了许
东方近 10 年来的优秀创作成果，包括行书、草书、水彩、
国画等多种作品上百幅，代表了他取法先贤、敬畏传统、
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创作历程。

风从东方来，吹开桃李万树花。 许东方是书法家、
画家 ，亦是教育家 。 他从教 50 多年 ，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的书画人才 。 这次展览 ，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中
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毛国典 、张继均发来贺词 ，并精
选作品与他同台展出。 我市书法家张华中回忆他的昔
日教诲说：先生常云，师者，臼也。 学者，杵也。 知识者，
稻也。 臼深杵必长，杵奋而稻齑。 臼杵之喻，如烛昭昭，
如萤闪闪……此次展出，高朋满座，多有受先生教诲之
恩，许门力量，光耀三川艺坛。

开幕式结束后，“许东方书画艺术研讨会” 随即举
行，来自省会郑州、市内的书画名家、文艺评论家对许东
方作品高度赞扬，对其“育人、化人”之功更是尊崇有加。

本次展出至 4 月底结束。 ②18

������许东方老师是当时我们唯一的书法老师。 许老
师给同学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和蔼可亲。 每次
我们请许老师点评作业，他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不错
不错”，然后再指出一些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和许
老师在一起，同学们都很放松，没有丝毫的紧张感。
我非常坚决地认为，当时在学校（周口师专）所学的
所有知识和技能为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 如果说我近些年来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了一点
点成绩的话， 这和许东方老师及所有授课老师的辛
苦付出是分不开， 我将永生感恩他们———我敬爱的
老师！

———张继（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家
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许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每周四下午是书法课，
他要求我们不许随意写，一定要从楷书学起，并要求
一定要把字形、点画临像。 我打心眼里喜欢写字，除
上课认真临习之外，每天课下都要临习几张，然后就
带上作业到许老师家请他指点。 后来，在许老师的耐
心指导下 ，我又临习了汉 《张迁碑 》《礼器碑 》，魏碑
《龙门二十品》的杨大眼造像、始平公造像等。 毕业前
夕，我问许老师能不能在学校（周口师专）举办一次
个人书法展，许老师连连点头说“好主意、好主意”，
并欣然为我题写了 “毛国典书法展” 几个字作为展
标，这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个展。

———毛国典（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事）

“风从东方来———许东方书画作品展”隆重开展

民俗趣谈

老家周口
郭文艺

人生一世，生老病死头等大事，
拆开了说 ，单提 “老 ”字 ，很有讲究 。
这里的“老”在我的故乡周口可以代
表高寿人的寿终，即死亡。比如谁家
老人去世了， 五服内的小辈会去亲
戚家送信。 某某某于昨日几点几分
“老”了。 意在提示接信的亲戚披麻
戴孝，赶去奔丧。

一个人的 “老 ”去本是一件很自
然的事情。就像瓜熟了自然落蒂，水
烧开了会沸滚，夏尽了蝉枯，秋尽了
蝈衰一样，很平常。然而不平常的是
人心 ，老人一旦 “老 ”了 ，断了那口
气， 做儿女的一时承受不了挚亲的
离去，不管是孝顺的还是不孝顺的，
都要大摆丧宴，请来响器两班，日夜
不停地吹打。 还要花真钱换 “假钱 ”
（冥币 ），请匠人赶做纸扎 ：纸人 、纸
马 、摇钱树 、金盆 、金山 、银牌楼 ，外
带楼阁大宅院。更有心的，还扎了三
轮车、四轮车，说让去世的人彼岸用
着稳当。 还有的扎了麻将牌 、 电视
机、手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凡人间
日常用的， 他都能想到 。 到了五期
日，一把火烧在新坟上。 这个时候 ，
村人会远远地站着观看 ， 谁家纸扎
烧得多，火蹿得旺，谁家的后代就有
面子。

那些烧纸钱的后代们 ， 果真孝
顺的，倒也遂了心头的意愿了，若真
有彼岸，希望老人远远照应着，庇护
子孙。不孝顺的咋想呢？想着老人在

世时没好好地待念过 ， 如今阴阳两
隔了，多花点钱赎些心里的罪罢。

祖父在世时是极度不屑这样的
场景的，他不止一次地站在麦地埂 ，
摆着手、叹着气对众人说道：人死了
倒显得儿孙孝顺了 ， 还不如活着时
给老人端口水喝哩。

“老”字在家乡方言中还代表一
层意思， 就是表示过了 ， 超出范围
了。 比如，你炒的花生炒“老”了 ，炒
的黄豆炒“老”了。

父亲就喜欢把花生炒 “老 ”点来
吃，他说那样嚼在嘴里老香了。平时
看个电视，躺床上胃酸上来时 ，他从
口袋里摸索出一把炒“老”的焦花生
剥剥， 瞬间整个人就对枯燥的日子
安于现状了。

村头磨豆腐的七爷卖了一辈子
的“老”豆腐。 超市里的水豆腐家乡
人吃不习惯，用筷子夹不住，吃起来
不硬气，这极不符合豫东人的个性。

豆腐在七爷手里 “点 ” 得有些
“老 ”，但这种 “老 ”豆腐刚好是家乡
人爱吃的口味 ，点 “老 ”的豆腐硬度
适中，筋滑香醇，也最适合家乡人特
有的吃法：辣椒调热豆腐。

七爷的 “老 ”豆腐一推到沈岗桥
头就被围个里外三层 。 平时三里五
村的都早早地来在桥头等着 ， 他们
或走着来，或蹬着三轮车，或干脆开
着汽车带着家小 ， 就为吃上一碗七
爷磨的“老”豆腐。

七爷的 “老 ” 豆腐闻名四邻乡
镇。

天晴的日子 ， 七爷把豆腐车稳
稳地停在桥头， 然后取出自带的清
水洗洗手， 这才从车斗里提出几瓶
自捣的辣椒酱。大家伙你三元，我两
元地递过来。七爷从不用手接钱，车
板上自备的一个木箱子 ， 专供顾客
自行投币。

七爷一忙活起来手就不停地切，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辣椒豆腐便递到
众人手上。吃豆腐的人个个额头上津
着汗珠，嘴里不停地发出“咝咝 ”声 。
他们或蹲或站，或干脆把一条腿杠在
桥头上，吃着、说着、笑着，形成了豫
东平原上独有的乡土画卷。

桥上的人越聚越多 ， 七爷那双
切豆腐的手也越切越快 ， 干净明亮
的豆腐刀在七爷的手里上蹿下跳 ，
欢快地衬搭着戏匣子里《朝阳沟 》的
调……

夕阳渐渐隐入潘窑坡 ， 百鸟归
入南林。

人群散去，暮色四起。 桥上还独
自站着七爷在收拾家什 ， 推车上只
剩下空荡荡的案板 ， 板上躺着那把
明灿灿的豆腐刀。

七爷打开了老提灯 ， 挂在车把
上。 慢慢地推着车朝家走去。

离桥 半 里 外 的 家 院 里 ， 灯 火
老明 ， 老伴都把饭菜给热了二遍
了 。 ① 8

《淮阳感怀》：
隋朝唐兴之际的淮阳之秋

常全欣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李密《淮阳感怀》

这首诗的作者李密 ， 是隋唐
时期的群雄之一 。 两唐书 《李密
传 》位在榜首 ，足以标榜李密隋末
第一割据的江湖地位 。 他出身贵
族 ， 其曾祖李弼是宇文泰时期的
八柱国之一 ， 真正的关陇军事贵
族 。

隋大业九年 （613 年 ），李密跟
随杨玄感起兵反叛 ， 提出上中下
三策未用 ，导致战败 ，李密在潼关
被抓 ， 在押送至高阳的路上用计
至邯郸逃脱 。 他投奔郝孝德等农
民起义军均未得重用 ，走投无路 ，
李密到了淮阳 ，改名刘智远 ，成了
教书匠 。 心有鸿鹄之志 ，却被困在
乡野僻村 ，李密落魄至极 ，于是写

出了这首 《淮阳感怀 》。 后因此诗
李密被人告密 ， 淮阳太守赵佗派
人在本郡及其周围各县搜捕他 ，
李密便离开淮阳 ， 再次踏上逃亡
之路 。

李密眼中的淮阳秋天 ， 是何
等景象 ？ 他的眼中 ，是一场秋风吹
荡之后 ， 还没有落尽的绿叶被露
水荡涤 ，林木愈发萧疏 ；是平旷的
田野之上 ，蒹葭芦苇 ，四处围合 ；
是村落之中 ， 藜藿纵横 ， 杂草丛
生 ；是田野荒芜 ，是村落残破 。 可
见 ，此时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 ，
人民在酷重赋役压榨之下千里萧
条 。 《新唐书 》卷八十四列传第九
记载 ：（此时的淮阳 ）“岁饥 ， 削木
皮以食 ”。

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历时
360 年的战乱和分裂 ， 建成了大
一统的王朝 ， 但它又是一个短命
的王朝 。 从开皇的二十年盛世到
大业 ，也就过去十年而已 。隋朝刚
立时 ，由于推行均田制 、减轻徭赋
制度 ，淮阳一带经济发展迅速 。大
业七 年 （611 年 ），是 隋 王 朝 由 盛
转衰的一个 “分水岭 ”。这一年 ，杨
广决定征伐辽东 ， 随即在全国范

围内大肆征召民夫士兵 ；这一年 ，
黄河两岸发生水灾 ， 万亩良田由
于民众徭役繁重导致耕稼失时 ，
成为荒地 ，再加上粮价飙升 ，导致
人民疾苦不堪 。《淮阳大事记 》载 ：
（大业七年 ）秋 ，大水 ，山东 、河南
漂没 30 余郡 ，民相卖为奴婢 。 这
一年 ， 从山东长白山 、 河北高鸡
泊 、河南瓦岗寨一直到江淮地区 ，
号称 “十八路反王 ， 六十四路烟
尘 ” 的农民起义火花点燃隋朝大
地 ，天下大乱不可避免 ，隋王朝的
统治岌岌可危 。《淮阳大事记 》载 ：
大业十一年 （615 年 ）十 月 ，农 民
起义军统帅卢明月率众 10 余万
攻陈 。

历史有时候很有趣。 据《淮阳
大事记 》记载 ：隋大业十三年 （617
年 ）四月 ，淮阳太守赵佗举郡降李
密。 李密离开淮阳后，投奔翟让并
在瓦岗寨 “搞起了大事情”， 史载
“道路隐者不绝如流”“河南郡县多
陷于密”。 原来搜捕追杀李密的赵
佗 ，又向李密投降 ，淮阳成为瓦岗
军的“地盘”。 但瓦岗军仅在一年后
（619 年）即土崩瓦解 ，大唐王朝呼
之欲出。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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