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城话复兴
———周口老城文脉溯源（下）

童建军

周口中心城区的历史，自明朝洪武
初年的西老寨、永宁集算起，至今有 650
多年了。 期间由集到镇，由镇到市，连同
辖区归属，几经转换。 有过兴旺、发达和
鼎盛，也经历了衰落、沉寂和奋起，如今
又迎来了新的复兴时代。

城市的发展和空间演变有一个沿

革的过程，老与新、传统与现代总是相
对而言的。 基于这样一种相对的概念，
周口老城姑且可以划在上世纪 80 年代
恢复县级建制时的市区范围内，基本涵
盖了更早的周口三寨，核心区域则是在
三川交汇处的三河两岸，尤以现存的周
口关帝庙为最显著的文化地标。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的

快速扩张。 近期看到的一段微信视频
《中国速度———河南周口》，通过卫星影
像图上的变化，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周
口城区自 1984 年至 2016 年的规模和
形态变化，从原来的十几平方公里到目
前的 80 平方公里，城区扩大了 4 倍多。
而且， 按照周口城市总体规划 （2016-
2030），近期到 2020 年城区规模要达到
100 平方公里。 如果再考虑淮阳撤县设
区的因素，大周口的模样更是让人充满
期待了。

“城市靠记忆而存在”。 因应着城市
的发展变化， 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当下，
挖掘属地文化，梳理城市文脉，彰显地
域特色，留住乡愁记忆，进而引领和助
推城市的复兴，更具有现实的时代价值
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为此，笔者进行了
一些非专业化的意向性思考，随想漫笔

写来，祈望能够抛砖引玉，大家一起共
同展开周口老城复兴的话题。

溯源理脉，一塔一渡认周口

“无恙蒲帆新雨后， 一支塔影认通
州”。 早些时候看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的一篇文章，其中开头引用的这句
诗情画意的描述，给笔者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 循着这支塔影，笔者抽空专
程去了趟通州，在通惠河畔，看了三教
庙，还有闻名遐迩的燃灯佛舍利塔也就
是通州塔（据称北大燕园未名湖畔的博
雅塔即是仿此塔而建）， 感受到了浓厚
的运河文化。 而在北运河的大桥上，望
着一漕宽宽的清澈河水，又在想，当年
从周口走水路也是可以过通州到北京

的。 自此，一个声音常常在耳边响起：三
川交汇千帆过，一塔一渡认周口。

一塔是意象中的永宁塔。 从老周家
口地图上看，永宁塔是不存在的，也没
有相关的历史记载。 如此，则似乎有造
“假古董”之嫌。 然而，一如北大的博雅
塔、西安世园会的长安塔、北京雁栖湖
塔、南京的大慈恩寺塔，还有北京世园
会的永宁阁等，无一不是现当代仿古建
筑，但都具有画龙点睛的意蕴和作用。

周口河西的西老寨、西寨和永宁集
是周口城市的源点和肇始地，曾经绵延
数里，“商贾辐辏，称巨镇云”。 这里，原
有明朝时期的老衙门和老衙门口，以及
稍后的刘渡口、义渡口，有永宁门、鸿济
门、星枢门、顺河街、前后坊子街，有周

口最早的河西清真寺、关帝庙，还有城
隍庙、火神庙、天后宫、五龙宫，以及李
时珍曾经作客的萨谦斋瑞竹堂药铺等。
可以说，从西老寨这个点，到永宁集这
条线，再到三河两岸的面和三寨相对成
熟的体，周口河西曾经引领周口城市风
气之先，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渐趋衰落
沉寂了，成形的历史遗存也所剩无几。

现代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双评价”，
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用地开发适宜

性评价。 基于此，笔者的个人看法，周口
河西片区的功能定位似应有 “双涵养”
的概念，就是涵养自然生态、涵养历史
文脉，不做高强度开发。 既然是文脉所
系，则宜有一个地标性的点，如果在河
西的三川交汇处建起一座永宁塔，是不
是就具有了一种源点性的象征意义呢。

一渡就是指周家渡了。 周口因水而
兴，渡口及由此衍生出的渡口文化和漕
运文化对周口来讲，作用和意义不言而
喻。 而作为周口城市名字的缘起，周家
渡口之于周口， 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其地理位置也是相对明确的，就在沙颍
河南岸的子午街（今老街）口所冲岸边。

明清漕运发达时期的周口，渡口星
罗棋布，三河两岸有渡口 20 多个。 到民
国时期， 还有渡口 18 个， 并且从一张
《1935 年前周口沿河渡口示意图》 上可
以较全面地看出渡口的位置和分布。 另
外，从一张德国摄影师拍摄的二十世纪
30 年代周口景观照片上，可清晰地看出
当时舟船云集、樯桅林立的景象。

“灵毓颍川潮，历五十三参奥义，众

生普度；唤醒尘世梦，听一百八十杵钟
声，大地同闻”。 渡口的运营和漕运的发
达，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和许多精彩
的周口故事 ，如磨盘山 、普济寺 、三道
沟、火神阁下铁水牛等，更有传颂已久
的老周口八景。 如今，昔日加固大渡口
码头的木桩在枯水期时偶尔可见，1982
年复建的铁水牛坐落在中州路桥下西

侧，还有很多景观如西老寨、西寨一样，
大都了无痕迹了。 正因为如此，找准位
置，采取具象与写意相结合的办法（比
如古渡古船雕塑、文艺文化展演）重塑
和再现周口源点文化坐标、重拾老周口
的文脉记忆，更有了历史的必要性和现
实的可行性。

凝神聚魂，三鱼共首万物生

几年前，笔者列席《周口水系规划》
评审会，有幸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孟
兆祯先生，聆听和记录了先生关于周口
水系规划的高论，并陪同先生及其夫人
到周口三川交汇处、 关帝庙和淮阳龙
湖、太昊陵、弦歌台等地参观。 孟先生是
做足了功课而来的，期间还吟诵了《周滨
集》里“白云苍树映黄流”的诗句。老先生
虽坐着轮椅行动不便，但一路看来，不时
用摄像机留下第一手调研考察资料。 特
别是在关帝庙，甫一进院，先生就问，你
们的那个三鱼共首图在哪里。 讲解员随
即引领其来到牌坊右侧铁旗杆须弥基

座的三鱼共首雕塑处，并进行了认真的
讲解。 先生一边听，一边拍，之后说了一
句话， 这个是周口的城市之魂呀！ 一时
间让人顿感醍醐灌顶，肃然起敬。

关于三鱼共首图的象征和寓意，周
口师范学院的王国民教授专门写过一

篇《周口关帝庙铁旗杆基座上的“三鱼
同头”图探微》。 文章认为，周口关帝庙
铁旗杆基座上的“三鱼同头”图，线条简
洁流畅， 具有强烈的艺术美。 “三鱼同
头” 图是清朝周口多元文化融合的象
征， 既是对周口地理环境的直接描绘，
暗喻周口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
又体现了清代山陕商人重商主义的财

富观，寓意八方来财、年年有余、生生不
息。 “三鱼同头”图和铁旗杆基座上的其
他图案融为一体， 呈现出一幅国泰民
安、吉祥如意、平安富贵、欢乐悠闲的民
俗文化画卷。

王国民教授的论文很有学术参考

价值， 也印证了孟兆祯院士关于周口城
市之魂的说法。 应该说，作为周口中心
城区所存不多的国宝级建筑群落，周口
关帝庙集中体现了周口亲水、 重商、尚
义的文化特质，是周口的城市精神和灵
魂所在，是这一座城市的文化坐标。 由
此而发， 笔者也曾写过三篇文章———
《呼唤周口商业文化复兴》《重塑周口商
业文化之魂》《再造周口商业文化辉煌》。
从“诚信周口、义利天下”到“满城文化、
港通江海”，期待周口凝神聚魂，乘时代
长风，再次华丽蝶变，扬帆远航。 ②8

（未完待续）

周口关帝庙铁旗杆基座上的三鱼共首图。。

难忘儿时做游戏

王天瑞

现在的小孩子真牛气、真阔气、
真有福气 ，桌上摆的是玩具 、床上
堆的是玩具 、 柜上放的是玩具 、椅
上扔的是玩具……还有那些玩坏的
玩具、 过时的玩具、 不太新奇的玩
具……成箱 、成筐 、成袋子 ，扔了吧
怪可惜 ，买时一个几元 、几十元 、上
百元， 留着吧既没用， 又没有地方
放。 玩具多得让人愁！

黄村幼儿园里， 更是处处是玩
具。 地上跑的，有大汽车、小轿车、坦
克车、 装甲车……天上飞的， 有飞
机、火箭、卫星、飞船……海里行的，
有帆船、轮船、军舰、航母……

有玩具，就有游戏。 玩具多，游
戏就多。 在文明发展史上，新东西不
断出现，旧东西不断消失。 但是，这
些消失的东西———即使是贫穷年代

孩子们玩的每一项小游戏， 也都蕴
含着那个年代的丰富信息， 透露着
那个年代的文化和观念。不是吗？少
年不知愁滋味！ 黄村的孩子们，没有
玩具就自己制作， 没有游戏就自己
创造。

最简单的游戏是摔凹屋， 也叫
摔响炮、摔泥碗。 这是男孩子玩的游
戏，可两人参加，也可多人参加。 比
赛开始前，每人都要制一个凹屋，把
手中的泥巴团成椭圆形， 大拇指戳
进泥巴里， 旋转泥巴， 挖成一个碗
形。 比赛开始，一个一个地来，把凹
屋托在手里，找个平整的地方，用力
翻手， 把凹屋口朝下， 猛地摔在地
上，发出“叭”的声响。 谁的响声大、
谁的凹屋底面炸得洞口大， 谁就是
胜利者。 做凹屋的泥巴，要用黏土，
最好用胶泥， 因为胶泥做的凹屋摔
得响。

最灵巧的游戏是拾子。 这是女
孩子玩的游戏，可两人参加，也可多
人参加。 拾子，要先做子，把瓦块或
碗块砸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在石头
上磨光。 拾子，共有七个子。 拾子开
始，先把子撒在地上，手里留一个母
子。 把母子抛起，同时把地上的子拾
起来，放到一边，再接住母子。 顺序
是，先拾一个，再拾两个，再拾三个。
在拾子的过程中， 不能触碰不该拾
起的子。 如果出现碰子、掉子、拾不
到子、 接不住子的情况， 都是失败，
立马换别人来拾子。

最费力的游戏是叨鸡。 这是稍
大些的男孩女孩在冬季玩耍取乐的

游戏。 其玩法是，两人对阵，每人将
自己的一条腿抬起， 用一只手扳住
脚，另一只手扳住膝盖，形成金鸡独
立架势，跳跃着前后左右移动。 向对
方攻击时，可用前曲的膝盖向上挑、
向下压， 或直接撞击。 两人膝盖相
斗，犹如两鸡叨架。 如果谁被撞倒或
扳起的那只脚着了地，即为失败。 如
果有三人以上参加游戏， 可采用打

擂台的方法向胜者挑战， 谁撑到最
后，谁就是胜利者。

最优美的游戏是踢毽子 。 首
先 ，要制作毽子 。 用两三个外圆内
方的小铜钱 ，通过方孔 ，夹住一撮
鸡毛的根部 ， 用一小块布包住铜
钱，再用线缝牢，毽子就做成了。 鸡
毛 ，要用公鸡尾巴上的毛 ，因为尾
巴上的毛较长 、柔软 、多彩 ，好看又
好踢 。 踢毽子 ，是男孩女孩冬天穿
着大棉鞋开展的游戏。 其踢法多种
多样 ：一只脚踢 、两只脚交换踢 、转
圈踢 、背后踢 、翻转踢……比赛时 ，
可比踢的次数多 、 可比踢的花样
多 、 可比踢的时间长……踢毽子 ，
动作轻盈 、灵巧 、优美 ，很受孩子们
的喜爱。

最热闹的游戏是杀羊羔 （有的
地方叫老鹰抓小鸡）。 游戏中有放羊
人和刽子手， 其余都是没有能力的
小羊羔。 小羊羔跟在放羊人身后，每
人抓住前一个人的后衣襟。 刽子手
凶相毕露、磨刀霍霍，放羊人与刽子
手一问一答。 你弄啥哩？ 我磨刀哩；
磨刀弄啥哩？ 杀羊羔哩！ 杀羊羔弄
啥哩？ 它吃俺的麦苗啦！ 哼， 今年
吃，明年还，还你粮食还你钱。 我不
要钱，就吃羊羔肉。 这时，刽子手嗷
地一声扑向小羊羔， 放羊人张开双
臂阻挡刽子手。 于是， 刽子手左追
右撵， 放羊人左阻右挡， 小羊羔左
躲右闪……霎时，羊羔群里乱了套，
笑的 、闹的 、歪的 、倒的 、跟不上队
的……终于， 一只小羊羔被刽子手
抓住。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刽子手对
这只小羊羔进行宰杀———刮鼻子 、
打屁股。

最勇敢的游戏是大柳树砍大

刀。 吃过晚饭，明月高照，孩子们陆
续来到广场上。 这个游戏把自愿参
加玩耍的孩子分成两组， 然后手拉
手站成两队。 双方面对面高声问答：
大柳树！砍大刀！恁的人！让俺挑！挑
谁？ 挑二迷！ 二迷不在家！ 专挑恁的
祸疙瘩！ 这时，乙方站出一人，冲向
甲方人墙……如果冲塌了人墙 ，就
抓来一个俘虏；如果没有冲塌人墙，
就留下当俘虏。 接着，就是下一轮，
双方问答后，甲方站出一人，冲向乙
方人墙……按规定， 一人只能冲一
次对方人墙。 最后， 哪方抓的俘虏
多，哪方为胜利者。

儿时的脚印一串串 ，儿时的故
事 一 摞 摞 …… 伟 大 的 天 才 在 民
间 ， 黄村孩子们创造的游戏多得
很呢 ：推铁环 、打陀螺 、摔纸牌 、玩
弹珠 、丢沙包 、跳皮筋 、翻花绳 、拧
柳笛……

你发现没有 ，这些游戏使用的
玩具 ，大都随手就能制造 ，不花什
么钱。 因为，那个年代，他们没有钱
啊！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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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收藏 7000块模具的周口人

要让世界看到周口的文创作品
记者 田松平

于进江，设计师、艺术家、收藏家，
1975 年，生于河南周口。 对他的名字你
可能还不太熟悉，但他的设计，你至少
会知道几个：“背背佳”“E 人 E 本”“好
记星”“小罐茶”……于进江从事商业视
觉设计、营销推广 19 年，成功塑造了许
多大众熟知的品牌。 除此之外，他还是
个 “疯狂 ”的收藏家 ，中国传统点心模
具，他就收藏了 7000 块。 前不久，于进
江发起的“中华图腾———于小点心模

具艺术展暨周口非遗民俗文化展”在周
口铁路公园文创中心成功举办。

在这次展览中，于进江向家乡人民
展示了他精心收藏的中国传统点心模

具和以泥泥狗为原型打造的中华图腾

系列作品。 活动期间，他还联手鸿基金
公益学院举办了公益助学活动，对我市
部分贫困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帮扶。
记者在此期间对其进行了专访。

7000块模具 一个于小
作为一个设计师，于进江非常关注

中国文化和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应用。在
日本旅行时，他看到日本的和子虽然
源于唐代的中国，但已经成为日本的文
化名片，一块小小的和子传递出日本
匠人的手作精神和文化特质。

反观现在中国的点心，不仅缺乏创
新，也达不到现代人需要的精致程度和
品质感，这激发了于进江探寻中国传统
点心文化的决心。 于是，他开始探寻中
国不同地区的传统点心文化、模具和不

为人知的故事。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寻访当地的

点心模具，遇到有价值的就收藏。 这一
收就是 5 年，行程 10 万公里，从这些收
藏里， 他看到了中国点心的另一个世
界。 于进江发现，中式点心模具的图案
中，不仅有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雕刻工
艺更是与印章、书法一脉相承，材质上
有木材、金属、石材，甚至有昂贵的寿山
石，精彩纷呈，技艺精湛，一点不逊色于
日本的和子。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传统点心模具
收藏毫无意义，与传统玉石古董收藏相
比，根本不值钱，但于进江知道自己在
做的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在搜集
中国传统点心模具的过程中，我发现有
很多日本人、韩国人也在收购中式点心
模具，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没有太多人
收集。 有些人觉得我疯了，劝我不要再
拿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了。 但是几十
年之后，大家也许就会明白我是用这样
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中非常有意义的一

段内容记录下来了。 ”
现在， 于进江收藏的 7000 余块点

心模具中，最早的一块来自唐代。 这块
唐代的陶制月饼，嵌着连珠纹、缠绕着
连理枝， 大唐盛世的包容与美跃然其
上。 从唐代开始，宋元明清到近现代，每
个朝代的点心模具，于进江都进行了收
藏和整理研究。

2018 年，于进江编著出版了第一本

将点心模具与 24 节气、72 候相对应的
生活美学史料图书 《小点心 大文化》。
这本书由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题写书

名，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知名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特意发来推荐视

频， 小罐茶创始人杜国楹先生联合推
荐，被行业专家誉为“点心行业 5000 年
来的里程碑之作”， 为中式点心的研究
和应用填补了文化的空白。

于进江希望把历史中这 7000 个古
代“设计师”的作品复活一次，让那些精
美的中式点心，再次进入现代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

跨界设计的泥泥狗点心

为周口打造特色文创作品

开发点心产品的同时，于进江也非
常关注如何把中式点心与各地民俗文

化相结合。 作为周口人，淮阳的泥泥狗
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脉络。

泥泥狗是淮阳太昊陵 “人祖会”中
泥玩具的总称，传说当年伏羲和女娲抟
土造人时，用剩下的泥捏成小鸡、小狗
撒向人间，因此，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祭
拜人祖太昊伏羲氏时，都会把泥泥狗放
在前面，代表着人类的生生不息。 泥泥
狗，也因此成为人们祈福时争相购买的
“神圣之物”。

遗憾的是，许多传统文化渐渐被现
代人所遗忘。 泥泥狗这种以泥土为载体
进行创作和传播的民俗文化，如何找到
新的突破口？ 于进江一直忧心传统文化

的消失，通过十几年的研究，他开始挖
掘和整理泥泥狗的独特造型和寓意，经
过他的艺术创作，重新梳理出具有现代
特征和时尚元素的以泥泥狗为原型的

中华图腾系列作品。
这一系列作品旨在通过这样一个

现代文化图腾，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泥泥狗的面貌，让世界看到和理解
中国文化的发展足迹和中国文明的发

展进程，看到中国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
演绎， 这也是一个崭新的艺术表达窗
口。

于进江希望通过泥泥狗，让人们喜
欢并能带走泥泥狗元素的产品，从而让
更多人认知和了解故乡周口和这里璀

璨的文化。
于进江重新设计优化了泥泥狗的

外形 ，给大家展示出一个现代 、时尚 、
鲜活的泥泥狗形象， 同时开发了一款
泥泥狗小酥。 于小泥泥狗小酥
有 6 种造型，神虎、人祖猴、五行兽、祭
祀神 、生命树 、神鸟 ，分别代表平安吉
祥 、长命百岁 、福禄双全 、生生不息等
寓意。

“让世界看到中式点心之美， 让中
式点心走向世界。 ”于进江表示，家乡悠
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值得深入挖掘
与弘扬。 相信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会
让更多人走进周口，看到和了解周口文
化，让周口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获
得更多发展机遇。 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