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晓军 陈东明

一缕阳光透过大门，斜斜地照在七贤民俗村游客服务
大厅的地面上。这不是普通的地面，它是用一百余扇有着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老木门铺设而成。这些曾为人们

“看家护院”的老木门，历经风吹日晒雨淋，纹理风化，古
朴沧桑。如今，老木门“俯身”变为木地板，来七贤民俗
村的游客，一进门就能踩上它。

老木门铺地吸引眼球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木地板！这个创意真
不错！”11月11日上午，来自开封的王先生蹲下来，轻轻抚摸
着七贤民俗村游客服务大厅的地板。他仔细观察，用老木门
做成的地板，虽然不算很平整——有的地方有小缝隙，有
的地方有凹坑，有的地方还有凸起的铁钉帽，但仅靠木材
本身的纹理、锈迹斑斑的钉帽，就给人一种沧桑的美感。

当日，王先生带着妻子和孩子，慕名来到七贤民俗村
游览。他拿起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还没有从“老家印
象”的老街中回过神来，他已迈步进入游客服务大厅，一
脚踩在老门板上，似乎一下子坠入了时光隧道。

王先生抬起腿，使劲踩几下门板，“咚咚”几声闷响，
感觉很厚重。他看到，老门板大小相差不大，大都宽约1
米、高2米。“老木门厚度在5厘米至10厘米之间，由老榆
木、老槐木等木材做成，一扇木门重二三十公斤，做成地
板很坚固耐用。”七贤民俗村运营总监高涛说。

王先生在游客服务大厅走了一圈，发现很多木门上还
钉着几排大铁钉，钉帽的直径约两三厘米。岁月侵蚀，铁钉
已经锈迹斑斑，整扇门看起来虽然陈旧，却十分结实。据
工作人员介绍，游客服务大厅的地面由100余扇老木门铺设
而成。

“这些过去乡村常见的老木门，‘年龄’少则四五十
年、多则上百年，虽均已‘高龄’，却仍可继续发挥作
用。”高涛说。据介绍，要将老木门打造成别具一格的木地
板，需要对门板表面进行处理，让其更加平整、耐腐蚀，
还要统一规划设计，尽量使拼接做到“天衣无缝”，确保层
次感。为此，施工人员历时近一个月才打造出这难得一见
的木门地面。

“老木头，看起来很有感觉。虽然这样的地板很粗糙、
笨重，没有现代的木地板看起来精致，但是我很喜欢这种
粗犷沧桑的感觉。布满裂纹的门板，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农
村的老家。”王先生的妻子吴女士说。

独特创意诞生的背后

“将老门板踩在脚下，打造成木地板，这是七贤民俗村
的首创。我们产生这一独特的创意，有一个过程。”带领记
者参观游客服务大厅时，高涛说。

今年年初以来，高涛带领助手辗转全省各地收购代表
中原民俗文化的老物件。在豫西农村的一个柴火堆上，他
见到了几扇破木门。破木门造型简单，不同于其他老家
具，观瞻性并不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收购老门板的
他，却突然产生一个新想法：这些老门板木材的纹理古朴
自然，可以拿去维修一下继续当大门用，也可以改成桌子
之类的家具，还可以利用其木材制作装饰品。

“其实，产生这个想法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民俗文化风貌，要靠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历史物品一件件组
成，七贤民俗村为了留住历史和还原民俗风貌，需要通过
这一个个实物来包装，因为它们是民俗文化的符号。”高涛
说。正是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只要见到老物件，
不论是什么东西，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如何能把旧物再利
用，变废为宝。

高涛找到老门板的主人，一问，这位农村老汉十分慷
慨，说，“你们只要愿意要，多少钱随你们便，不要钱送给
你们也行。”原来，3年前，这位老汉拆掉了住了几十年的
老砖瓦房，盖起来两层小楼。楼房的大门换上了金属防盗
门，房间则安装了精致的烤漆门，这些老木门与他新家的
装修风格格格不入，他就把这几块老木门当成废品堆在柴
火堆上，风吹日晒，快要腐朽。

就这样，这几扇老门板被七贤民俗村收购。接下来，
高涛在各地乡村，见到大量被乡亲们丢弃不用的老门板。
他见了就收，一下子收购了数百块老木门。如何利用这些老
门板，他也费了一番心思。在建设仿古小吃街时，施工人员
除了在河道上建造小桥、铺设大石板，供游客通行外，还
将这些老门板架在小河道上，充当独木桥，方便游客经过。

在设计装修游客服务大厅时，用什么地板呢？一开
始，有人建议用古朴的石板，但立刻就有了反对声音，理
由是石材带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有人建议购买木地板，
但是普遍用于家庭装修的木地板过于现代化，没有了民俗村

的味道。大家议论着，突然一个灵感涌上高涛心头：何不用
收购来的老木门做地板呢？老门板给人以温暖、踏实的感
觉，有它做地板不但有怀旧气息，并且经久耐用，气派壮
观。

日前，我市一位文物工作者游览了七贤民俗村，老木
门做成的地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如此评价：“虽然老门
板在农村很普通，没有多大文物价值。但是老木门是一个
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徽记，有很强的历史纪念意义。
七贤民俗村收集老门板，不但废物利用，还能体现民俗文
化、还原历史风貌，创意很好。”

老木门见证时代变迁

一束阳光，暖暖地照在老木门铺成的地面上。高涛站
在游客服务大厅，给几名参观者讲解七贤民俗村一些老物
件背后的故事、独特创意产生的过程。高涛认为，来到七
贤民俗村，老木门做成的地板，为游客铺垫起文化之旅，
它本身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民以食为天，以居为安，居的要素少不了门户。老木
门在民俗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涛说。光阴荏苒，在
如今的广大农村，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人们纷纷住上楼
房。如今市场上的门，从材料上区分，有木门、金属门、
玻璃门、高分子材料门等，按开启形式分类，有推拉门、
旋转门、卷帘门、折叠门、升降门、自动门等，可谓制作
精致，种类众多。

但在广大农村现存的老房子上，厚实、沉重的木门，
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开门时“吱、吱”的声响，成为很多
农村走出来的人心底的永久记忆。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各家都种有树木，盖房子时，请
木匠师傅来做几扇木门，只给一个手工费，虽然老木门粗
糙一些，但是很厚实、很结实。现在农村，新建房屋几乎
没人再用这种粗糙的木门板了。这些老门板反映了以前农
村的生活，很有纪念意义。”高涛说。

对民俗文化很有研究的高涛，查阅资料，对老木门的
历史也有所了解。据《韩非子》记载，有巢氏——最先步
入华夏建筑文化之门的第一人，实现了人类居住史的一次
伟大变革，发明了有门的房屋。西安半坡遗址，显示的正
是这种形制的“有巢”遗迹。三千多年前的商、周，就有
了木门，双扇为门，单扇为户，甲骨文字最先画下了两个
象形符号。

在中国文化里，门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意象。豪富人家
的“朱门”，是木门上刷上红色油漆，象征着财富；权势显
贵的“侯门”指深宅大院，一道道的门多，显得门庭森
严。自古以来的“门第”，说的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社会
地位以及成员的文化程度等。而“门风”，也是指一家或一
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贵族豪门，百姓寒
门，男女婚姻要门当户对。农历腊月二十八，大门上贴上
门神，门框上贴上对联，红红火火，有了过年的喜庆气
氛，这时的门，又成为古风今俗的展台。

伴随城市化进程，厚重的老木门退出历史舞台，但它
承载着的乡村记忆将不会褪色。老木门做成地板后，继
续在新建的民
俗 村 内 发 挥

“余热”，为人
们的文化之旅
做“铺垫”。

一百余扇老木门“铺垫”文化之旅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李晓军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国人讲究吃，一日三餐，不仅是
解渴充饥，往往还蕴含着中国人认
识事物、理解事物的人生哲理。

在我国，馍是日常百姓生活中
最常见的一种食品，可就是这种最
简单普通的食品，在历史的发展
中，也能被人们赋予各种风味。单
从字面上讲，馍，形声。字从食从
莫，莫亦声。“莫”指“夕阳西
下”，转义指“太阳隐没的地方”。

“食”与“莫”联合起来表示“太
阳隐没地方的食物”。中国古人认
为，太阳下沉地点在甘肃，所以陕

甘宁地区的馒头，就是馍。
在河南，一般百姓家将面粉做

成的面点统称作馍，无论死面的、
发面的，也无论蒸的、烤的、烙
的，都称之为馍。蒸的馒头是蒸
馍，打的烧饼是炕馍，烙的饼是烙
馍。这里单说烙馍，是将面粉直接
加水揉制后，擀成薄薄的圆饼，在
火上烙制而成的一种馍。烙馍分为
水烙馍、油烙馍、发面烙馍等，只
是加工工艺不同，最后都需卷菜或
夹馅食用。

记者在七贤民俗村见到的羊肉
炕馍，采用的就是简单的干烙馍。
刚看到这个小吃的名字时，记者觉
得很奇怪，羊肉怎么炕馍？这个炕
馍为啥用的是烙馍？看过整个制作
过程才恍然大悟。

羊肉炕馍是开封的一种民间小
吃，是许多当地老百姓日常最爱吃
的一种美味。就像咱焦作人经常吃
的鸡蛋煎饼一样，在开封大街小
巷,每逢夜市出摊之时，据说排队
购买者最多的就是羊肉炕馍了。

七贤民俗村这家羊肉炕馍店
来自开封的柳记炕馍，曾获得开封
名吃和河南名吃称号。店主是一
对母女，看到记者很感兴趣地问东
问西，老太太热情地给记者演示
起来。

羊肉炕馍的工艺很简单，采用
的都是中国最古老的美食制作方
法，先用火加热平板铁鏊子,然后
将食材放在上面加热制熟（烙和炕
都是这个意思）。做羊肉炕馍，老
板要先烙好两张薄薄的烙馍，然后

在两张烙馍之间放上羊肉末、葱
丝、包菜末等，再挖上一块羊油涂
抹在平板铁鏊子上，将夹馅的烙馍
放在熔化的羊油上面，随着一股香
浓的烤羊肉味在空气中散开，羊油
慢慢浸入烙馍中。待烙馍一面被炕
成金黄色后，老板将烙馍翻过来，
接着炕另一面，直到两面都被炕成
金黄色，一个羊肉炕馍就做成了。

老板将羊肉炕馍递给记者，一
口咬下去，满口羊肉香味，筋道的
烙馍、焦香的肉末、脆脆的吸足羊
油的包菜，让人觉得很有嚼头，胃
口大开。

“别看这样一张普普通通的羊

肉炕馍，小时候可不是轻易能吃
到。”羊肉炕馍店老板说，羊肉炕
馍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由谁发明
的，虽然现在是很普通的日常饮
食，但在她的记忆中，小时候家人
偶尔才会烙张馍给他们解解馋。后
来为了好吃点，家人有时会加点羊
油、放点葱花。再后来生活好了，
人们就夹上羊肉，用羊油炕。

“现在生活富足了，人们变着
花样吃，制作羊肉炕馍时，除了放
足羊肉和羊油，还要加上包菜等蔬
菜和孜然等香料，使口感更丰
富。”羊肉炕馍店老板说。

羊肉炕馍:古法制作的民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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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龙卿） 11月7日下午，市群众艺术
馆摄影培训班座无虚席，讲台上，市艺术摄影学会会长
陈太刚一边播放学员摄影作品幻灯片，一边讲解着摄影
技巧；讲台下，学员们认真听讲、仔细记录，教室里不
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摄影培训班是市群众艺术馆开展免费培训
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落实国家文化惠民政策的一项具
体措施，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受到市民的欢迎。当
天，参加摄影培训班的学员王玲璞说：“来这里学习
一年多的时间，我听了几十堂课，陈太刚等老师讲课
认真，课堂气氛轻松活泼，让我们学到了不少摄影知
识，掌握了许多摄影艺术的技巧。我已经拍摄了许多自
己满意的作品，其中一些还参加了市里和省里的摄影作
品展览。”

市群艺馆
免费摄影培训班受欢迎

古色古香的羊肉炕馍店。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老门板做成的地板新颖别致。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本报讯（记者王龙卿）近日，在第五届济南国际摄
影双年展上，我市青年摄影家于建华获最佳摄影师奖。

据了解，自2006年开始，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已
连续举办了五届，逐步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较高
学术水平的摄影文化盛会。11月1日，第五届济南国际
摄影双年展在济南市开幕。本届摄影双年展由文化部对
外交流中心、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济南市委宣传部和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主办，分为主题展、学术展、邀请展和
成果展四大类，共有50多个国家摄影师的4600幅作品
参展。本届摄影双年展在举办各项展览的同时，还举办
了“影子的影子——东方智慧论坛”“青年摄影家分享
会”等，另外，《影子的影子》《伊人伊像》《非常像》
等 6 部摄影学术专著在双年展期间同时出版发行。最
后，河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焦作市青年摄影家
协会主席于建华等3人获得了本届摄影双年展最佳摄影
师奖。

于建华获第五届
济南国际摄影展最佳摄影师奖

●市长途汽车客运总站有免费专车直达七贤民俗村，车前放
七贤民俗村的牌子。

一、发车时间：
周一至周五：18:00、19:00 两班
周六至周日：08:00、09:00、10:30、12:00、15:00、16:30、

18:00、19:30
二、发车地点：市长途汽车客运总站对面20路车公交站发车
三、途经站点：市汽车客运总站对面20路车公交站发车—老

山阳商城对面丹尼斯（示范区）站点—市旅游汽车站（铜马）入
口东侧站点—百货大楼焦东超市前站点—焦辉公路—七贤民俗村
（终点站）

四、返程时间：
周一至周五：22:00、23:00 两班
周六至周日：14:00、15:30、17:00、18:30、20:00、21:30（双

车）、23:00
五、车型：公交车（30~50人），车辆归属：客运总站
●自驾线路：山阳路—太行路牛庄大转盘—焦辉路—冯营矿

向东1公里处七贤民俗村
●3路公交车路线：火车站南站—二医院—妇幼保健院—焦

矿五官医院—东方宾馆—盛鑫祥眼镜总店—亚细亚大酒店—保险
公司—体育中心—交警一大队—新世纪双语幼儿园—陶三—百间
房—小马矿—马界—田门—李庄—安阳城—冯营—夏庄站七贤民
俗村

大型现代廉政豫剧《全家福》于11月5日、6日晚
在河南省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获得广泛好评，被称
为是一部紧扣时代脉搏的作品、一曲反腐倡廉的赞歌。

《全家福》以一张全家福照片为故事主线，以一个
家庭两代人的艰辛奋斗为背景，以发生在我省的部分
典型案例为原型和故事素材，展示了腐败罪行对当事
者个人命运和家庭亲人造成的毁灭性代价。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上个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时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
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
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当下中国的
重大忧患即是腐败问题，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很多同
腐败有关，普通百姓对官员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如果
能够根治腐败，那么大多数的社会矛盾都可能化解，
国民的凝聚力、社会的和谐度以及政府的合法性也将
大大提高，所以，反腐倡廉是党和政府目前的重要任
务，是时代的强音，是举国上下的主旋律。

豫剧 《全家福》 的主创人员真正在用心感悟时
代、体验时代，正因为他们深入群众、扎根生活，欢
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才创作出了具
有极强现实意义的反腐力作，表现了我们党反腐的决
心和对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

唐朝的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的口号。《全家福》的成功说明，这一口号没
有过时，只有对时代表示关注的作品，对现实社会表
示关切的作品，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表现出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品，才会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
魂经受洗礼，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
想就在前方；才会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经久不衰
的经典。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
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
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
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有人说：京剧表现的是帝王将相，昆曲表现的是
才子佳人，豫剧表现的是普通大众。看来，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
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这正是豫剧的先天优势。只要
豫剧主创人员坚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汲取营养，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就一定能
不断创作出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品，把豫剧艺术发扬
光大。

豫剧扎根生活
才有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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