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水布艺文化
刘玲

布艺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劳动
和生活中演变而成的 ， 富有典型
且浓郁东方特色和生活风貌的一
种文化载体 。 商水布艺文化是人
们在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其
物质价值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
所需的使用功能 ， 其精神价值在
于寄托人们的情感与信仰 ， 其社
会价值在于兼具使用功能和装饰
功能 ， 同时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下独特的布饰艺术 。

商水 ，位于淮海流域 ，豫东平
原 ，西邻郾城 ，南连上蔡 ，东接项
城 ，北靠周口 ，西北 、东北与西华 、
淮阳隔河相望 。西周时为沈国地 ，
春秋时东部属顿国 、西部属蔡国 ，
战国时属楚 ，秦时为阳城县 ，自宋
时改为商水至今 。 据商水县志记
载 ， 早在六千年前先民就在这里
繁衍生息 。人们以种植业为主 ，所

以，棉麻品种繁多 。
有了棉麻 ，就有了布的诞生 。

以麻纤维的制取为例 ， 先将麻砍
倒 ，打好捆 ，放入坑塘内 ，沤上 40
天 ，然后捞出来晾干 ，麻上的胶质
被微生物分解掉 ，只剩下麻纤维 ，
取下来一头用手提着 ， 不停地旋
转 ，捻成麻纱锭 ，然后拉直固定成
经线 ，手脚传动成纬线 ，经纬交互
变成了麻布 。 棉布的制作过程也
是如此 。 人们用织好的布制成麻
袋可以装粮食 ， 做成床单铺在床
上 ，做成被子盖在身上 ，裁成衣服
穿在身上 ，做成鞋子穿在脚上 ，让
布具有了使用价值 。

中国古代 ， 手工艺品的使用
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 在
“男耕女织 ” 的自然经济环境中 ，
手工艺品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
需和生活所需 ，大到帝王的礼服 、
礼器 ，小到民间的嫁衣 、纸马 。 尤
其 是宫 廷 对 高 档 手 工 艺品 的 需
求 ，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 ，使
金 、玉 、漆 、木 、丝织 、刺绣等行业
的技艺登峰造极 。

商水布艺文化经过古代 、近
代 、 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 ，
经历了蜕变和再生的考验 。 蜕变
并不意味着消亡 ， 而是以新的方
式再生 。 蜕 变 是脱 胎 换 骨 的 改
造 。 二十世纪初 ，机器工业代替
手工业 ，传统手工布艺逐渐被新
型机器布艺所取代 ，实用手工艺
品有收缩的趋势 ，然而高档工艺
品的需求并未减少 。 因此 ，手工
艺品 的 价 值 就 明 显 地 偏 向 了 高
档的特种工艺品 ，其经济价值和
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 ，让原来的
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 。 改革开

放中 期至 今 ，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从
“温饱型 ”向 “小康型 ” “富裕型 ”
转变 ，物质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
的价值观念 、审美观念 、时 空 观
念发生了根本改变 ，衣食住行的
所需 ，不仅依靠物美价廉的工业
化产品 ，也让手工布艺的价格逐
渐攀升 。 人们追求自然的生活方
式和文化氛围 ，必然造就传统手
工布艺的蓬勃兴盛 。

商水传统手工布艺的种类有
三种：刺绣、拼接、造型。 布艺主要
用于服装 、鞋帽 、床帐 、手提包 、背
包和其他小件的装饰， 如手帕、香
布袋、围巾等。

刺绣主要有贴布绣、 刺绣、挑
花绣。 贴布绣就是用小块不同形状
的布料贴到主题布上，形成个性图
案，如贴绣抱枕、贴绣补丁。 刺绣就
是用布绷子把布撑紧，用针和线在
上面绣成喜欢的形状， 如花朵、树
叶 、小草等 ，能画出来的基本上都
能绣出来。 挑花绣也叫十字绣，等
长的十字排列组合成各种花型，有
的是牡丹图案代表富贵，有的是鲤
鱼代表年年有余，有的是莲花代表
出淤泥而不染，人们用巧手把布变
成心中的向往。

拼接就是根据所需要的图案，
把不同形状、不同色彩的布进行搭
配 ，如给刚出生的婴儿做的 “百布
包被”，寓意平安。

造型是用布拼成各种图案，并
进行裁剪加工 ，做成植物 、动物等
形状实物。

商水布艺的制作要有纸样，按
照纸样选布料和辅料。 布一般会选
对比鲜明的颜色，或色调相近的颜
色进行配色 。 装饰点缀也不能马

虎，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小心细致，
才能做得精致。 纸样的造型有的是
实物 ，有的是想象 ，有的是在实物
的基础上添加想象的部分。 无论是
写实还是夸张的创意，制作者对美
的追求是一致的。 勤劳智慧的商水
人将自己美好的情感倾注到针线
缝制之中 ，风格或细腻纤秀 ，或清
洁淡雅，或粗犷豪放，或色彩艳丽，
创造出了很多动人心弦的布艺作
品。

近年来，商水的传统布艺创作
技艺不再以单一的收徒来传承了，
而是把制作技术上传到网上，让每
一个爱好者都能学习。 布艺工作室
的出现、政府主导的公益培训技术
进学校活动的开展，让传统的布艺
文化得以传承的同时还能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

当代的手工布艺更注重寓意
和造型，注重色彩的搭配和视觉的
享受。 在色调上，时尚的年轻人更
喜欢莫兰迪色调。 造型上，增加了
现代元素，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呈
现随意 、夸张 、时尚 、多元等特点 。
新的布艺文化在时代精神的指引
下 ，更加绚丽多姿 ，让人们在快节
奏生活中的紧张情愫得到短暂舒
缓。

眼下，商水民间艺术的发展面
临着新的抉择 ，民间传统的 、重复
的 、 规则的生存模式正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 ， 也对传统手工布
艺有着深远的影响 。 商水传统手
工布艺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 ，
如何传承创新 ， 突破固有的思维
观念 ，适应当前的民间艺术发展 ，
需要我们新一代手艺人重新进行
审视 、思考 。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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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 周口
正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加
快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并
且将周口沙南老街地区划定为
（周家口南寨） 历史文化街区。
就城市的历史沿革和时代价值
而言，这一划定可谓实至名归，
因为这里不仅是周口城市的起
源地， 也是周口红色革命的策
源地和最早的周口市委、 周口
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一度为老
周口的核心区和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见证了周口新旧时代
的更替， 承载着不能忘怀的红
色记忆。

回忆老周口的红色革命史，
一定不亚于红色电影， 一样让
人荡气回肠。据 1994 年版《周口
市志》 记载和老周口文史专家
讲述：1938 年 7 月，中共豫东特
委为培养抗日建国干部， 派中
共党员王子英、 张先舟在周口
田园和专署后院（黄杏樵园，后
为周口一中）开办“周口抗战建
国人才训练班 ”，9 月秘密建立
中共周家口抗建班党支部并建
立“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0 月， 张先舟根据豫东特委指
示，以抗建班为依托，召集共产
党员在黄杏樵园后城墙开会 ，
宣布周口市委成立。 其间，抗建
班的学员在中共党员的带领
下，发动群众，同国民党骑兵十
四旅张占魁部和地方武装配合
作战（指挥部设在周口新街），打
退了日军对周家口的进攻 ，取
得了周家口抗日保卫战的重大
胜利。 之后，抗建班被国民党勒
令解散。1939 年 2 月，中共豫东
特委重新召集党员在地处老街
的周口电话局局长白毅之家开
会， 指定之前已被发展为中共
党员的白毅之担任书记， 重建
周口市委，并组建了杨脑、苑寨、
黄楼、市内四个党支部。 中共周
口市委利用《烽火》《前进》等壁
报形式广泛宣传抗日。 白毅之
还自筹资金创办新民书报代办
所，将中共的抗日主张、指示精
神印成传单，分发并贴在街头。
由于国民党的打压， 中共周口
市委转入地下工作， 直至 1948
年经过拉锯式的战斗， 周口第
四次解放。

1948 年 1 月 17 日 ，周口市
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归淮阳专
区管辖， 商水县长窦伯祥兼任
市长 。 从笔者查阅到的一张
《1950 年周口市街详图》上可以
看到， 周口市政府位于周口新
街北端的西侧， 据周口文史专
家王羡荣回忆， 这里曾是周口
富商李国瑗（人称“李八少”）的一个主院。 而周口市委则在周口老街与
西顺河街交叉口的西南院落。同期还有市总工会、妇联会、共青团市委、
公安局、工商管理局、税务局等，代表了新中国周口人民政权的成立，掀
开了周口城市发展史新的一章。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周口市人民政府成立伊始，
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1948 年 3 月 6 日，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突
袭周口，共产党南寨区区员康强牺牲，南寨区区长方平被捕，10 日英勇
就义于老桥南沙滩上。

人民政府为人民。周口市人民政府成立后，设立了建设科，以老街、
新街、山货街、剪股街、永兴街为核心区域和主轴，辐射四周，连接八方，
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改造和建设完成了工人子弟小
学、长城完小、联合中学、人民会场（1954 年改为人民文化宫，后又改为
电影院，有川汇区档案馆存档《1951 年周口市首届全体劳模在人民会
场合影》照片并附文字说明以为证）、人民商场、人民体育场、人民医院、
新华书店、广播站等公共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文化服务设施。而周口市
设立以后，也经历了一些建制上的变化。 1952 年 8 月 28 日，撤销周口
市，改为周口镇，归商水县管辖。 同时，商水县党政机关迁驻周口镇。
1953 年 11 月 10 日，省人民政府通知商水县周口镇改为周口市，归许昌
专员公署管辖，后与商水县分署办公。 1958 年 4 月 7 日，周口市改为周
口镇，再次与商水县合并，归商水县管辖。1965 年 7 月 1 日，周口地区行
政公署成立，周口镇为专署所在地，并改为专辖镇。 1980 年 9 月 26 日，
根据国务院批复，撤销周口镇，恢复周口市。

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 周口老艺术家葛庆亚用画笔和文
字记录下了老周口曾经的面貌。其中既有《昔日家园》全景式的展现，也
有《周口老街》《周口新街》《大渡口》《磨盘山》《文化馆》《五间楼》等单幅
的街巷、河流、码头、渡船、建筑描摹，成为时下不可多得的关于周口老
城老街的场景式记忆， 为周口申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珍贵的历
史实证依据。比如在《文化馆》这幅画里，可以看到建筑和景观布置还保
留着传统的形制。 院里有打乒乓球的，有下象棋的，有演讲的，有合唱
的。院外的街上有叫卖的商贩，有玩杂耍的艺人，有围观的群众，一派生
动活泼热闹非凡的景象。据葛庆亚老师和一些周口老人的回忆和介绍，
文化馆的前身为地藏寺，1948 年成立周口市人民教育馆 ， 设图书阅览
室，每天晚上对外开放两小时，星期日全天借阅， 1950 年更名为周口市
文化馆，定期组织业余文艺会演。 1955 年夏，周口市文化馆召集京剧爱
好者，在文化馆内自拉自唱。 1956 年夏，周口市文化馆组织周口业余话
剧团，排演独幕话剧《三江好》等。 1962 年冬，镇文化馆与工人俱乐部联
合组织职工业余话剧团排演大型话剧《红岩》等。 1967 年，文化馆大门
和原地藏寺大殿拆除，改建为两层小楼并沿用至今，目前为银龙水务的
服务中心。

1975 年， 商水县革委回迁至商水城关办公。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新成立的周口市委开始在沙北办公。 2000 年，设立地级周口市，原周口
市改建制为川汇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迅速扩张，相
对而言，周口沙南老街区一带逐渐不复往日的核心地位，然而其曾经的
繁华往事至今让过来人浮想联翩、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幸运的是，尽管
这一片老街区已略显沉寂甚至破落，但是其空间格局和街巷肌理仍在，
还保留了一批老的历史建筑， 可以较清晰地反映出周口老城的城市脉
络和一路走来的层叠记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
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开展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中， 有必要广开
言路、广征博引，对这些早已沉浸在周口人骨子里和血液里的历史文化
记忆尤其是红色记忆进行深入探究、收集和整理，并做好展陈，用历史
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赓续城市
历史文脉和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不断加强功能完善及品质的提升，让
老街区焕发新活力，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 ①8

6 责任编辑：李硕 美术编辑：周彦 电话：6199503周口文化２０23 年 2 月 27 日 星期一

文化评弹

民俗文化

周
口
历
史

“道德名城、魅力周口”
的历史文化资源支撑

李全立

我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我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在距
今 8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就
有人类在此居住生活。 文物资源十分
丰厚， 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
是华夏文明核心传承区之一，也是黄
河文化发源地之一，中国发展的每个
阶段在周口文物上都有诠释。

史前时期，周口是新石器时代东
西、南北文化交流见证地 ，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主要贡献地 ， 是中国著
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
文化的交融发展地。 河南龙山文化，
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
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在周口大地上都
有体现 。 安徽的双墩文化在周口也
有发现 。 进入文明社会后南方文化
和中原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 。 周口
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 11 处 ，为
裴李岗文化的最东沿 。 大汶口文化
遗址目前发现有 60 多处， 是河南省
最多的。 通过去年一年的调查，境内
夏文化相关遗址有 130 处，数量位于
河南省前列。

截至目前，周口市各类文物遗址
3884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8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2 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47 处，县（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 507 处。 淮阳区为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 ，商水邓城镇 、项城秣
陵镇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商水邓城
镇邓东村为中国传统村落，项城袁寨
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另有河南省传
统村落 19 处。

我市尚存有不少历史名人故居，
主要有张伯驹故居、 吉鸿昌故居、袁
世凯故居、李鸣钟故居等近 20 处。 叶
氏庄园、大程书院、吕潭学校旧址（含
吉鸿昌故居、吉星文故居遗址）、袁寨
古民居（含袁世凯故居、行宫）4 处文
物点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李之龙革命活动旧址、张
伯驹旧居、国家计委西华五七干校旧

址（含朱镕基旧居 、李岚清旧居 ）、黄
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旧址（含
习近平总书记母亲齐心旧居）、 沈丘
李鸣钟故居 5 处文物点，被省政府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毅革命活
动旧址、李家大院等被市政府公布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华中央党校五
七干校 35 号旧址（林枫故居、杨献珍
故居）、黄泛区农场王近山将军故居、
郭世英故居、万伯翱故居等都进行了
登记保护。 另有国家非遗项目 10 项，
省级非遗项目 60 项， 市级非遗项目
135 项。

历史文化资源支撑的依据

我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依据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不少专家学
者梳理出了周口文化地域特色，那就
是 “三皇文化”“农耕文化”“老子文
化”“陈楚文化”“姓氏文化”“漕运文
化”“红色文化”等 ，这些文化不但深
深地沉淀在周口大地上，也有丰富的
文物遗存和考古学支撑。

1.三皇文化：“三皇”以“伏羲、女
娲、炎帝神农”观点居多 ，2006 年 ，我
市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
国三皇故都文化之乡”， 具有历史文
化资源支撑。

与伏羲相关的遗存有：太昊伏羲
陵、画卦台等。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
伏羲太昊部落创造了裴李岗文化 ，
目前我市裴李岗文化遗址 11 处 ，为
裴李岗文化最东沿 。 还有一种观点
说伏羲太昊部落创造了大汶口文
化， 目前我市大汶口文化遗址有 60
多处，是河南境内存量最多的。 女娲
相关遗存有 ：女娲故城 、宋代女娲文
物、明代女娲寨门铭文砖等。 史书记
载炎帝都陈，且淮阳有五谷台遗址。

2.农耕文化：史前文化都是以农
耕文化为主 ， 目前我市史前遗址有
200 多处，正式发掘的仅有 4 处。经过
中国科技大学和市文物部门的联合
调查，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

时代）， 周口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粟为
主，黍、水稻为辅的稻粟兼作模式。 其
中时庄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
的夏代粮仓，淮阳平粮台发现黄牛遗
存，先后获得 2019 年度、2020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突出了周口农
业大市和国家粮食主产区的重要地
位。

3.老子文化：相关遗存有太清宫、
老君台等。

4.陈楚文化 ：相关遗存有陈楚
故城 、陈胡公墓 、马鞍冢遗址 、平粮
台楚墓 、 南顿故城及顿国墓地 、扶
沟出土金银币窖藏 、商水章华台遗
址等 。

5.姓氏文化：陈、张、李大姓之祖，
长子口大墓，陈胡公墓。

6.漕运文化 ：明清码头遗址 、周
口关帝庙、叶氏庄园、明代民居、项城
袁宅、沈丘李鸣钟故居 、至元清真寺
等。

7.红色文化：西华杜岗会师纪念
碑、淮阳李之龙革命活动旧址 、陈毅
革命活动旧址 、吕潭学校旧址 、郸城
吴台十八军纪念地、刘邓大军渡沙河
纪念地等。

8.其他遗存：西晋名将大孝子陶
侃相关遗存 ；太康陶母岗遗址 ；明朱
元璋 “太祖高皇帝圣旨碑”， 碑文内
容：“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
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 ”；张
伯驹故居和莲溪书院等。

几点建议

1.配合基本建设项目进行考古
调查 、勘探和发掘工作 ，确保地下
文物资源免遭建设性破坏 。

2.主动与上级文物部门和高校
对接 ，争取一些大的项目 ，主动发
掘 ，把我市丰富的文物资源开发出
来 。 我市史前遗址有 200 多处 ，目
前正式发掘的仅有 4 处 ，其中 2 处
就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周
口历史上分封国历国 、顿国 、项国 、

陈国等贵族墓地未发现 ，王侯一级
的墓地也毫无踪迹 ，由于我市历史
上水患多发 ，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
大都深埋地下 ，考古前景广阔 。 多
举办一些考古成果展览 ，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达到提
升群众文化素养 、文明素质和文化
自信的目的 。

3.加大宣传力度 。 酒香也怕巷
子深 ， 宣传工作十分重要和必要 。
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 ，《考古周口 》
系列活动共举办 16 期 ，完美收官 ，
截至目前 ，点击量达 4 亿多次 。

4.厘清发展思路 ，做好总体规
划 。 借打造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和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好
机会 ，把我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好 、开发好 、利用好 ，走文旅融
合道路 ，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为我
市经济建设良性发展增砖添瓦 。

以 项 目 带 动 文 物 资 源 的 开 发
利用 。 争取国家 、省专项资金打造
一批文旅项目 ，带动我市文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 ，比如 ：多争取国家 、省
的文物保护专项经费 ，把我市范围
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名人故
居 、红色资源保护好 、修缮好 。

5. 建设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 ， 如淮阳平粮台考古遗址公园
项目 ，今年已启动建设 。 它可以和
附近的双冢遗址 、 朱丘寺遗址共
同立项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其
他的如 ：鹿邑的太清宫遗址 、郸城
的段寨遗址 、西华的女娲遗址 、项
城的后高老家遗址 、 商水的阳城
故城 、太康的方城遗址 、中心城区
的水灌台遗址 ， 可先申报河南省
考古遗址公园 ， 条件成熟后再申
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2022 年 ，淮
阳平粮台古城遗址、鹿邑太清宫遗址
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名单。 另外 ， 可逐步建设
一批历史名人纪念馆 ， 如老子纪
念馆 、张伯驹纪念馆 、申凤梅纪念
馆等 。 ①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