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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周口老行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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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王鼎顺夫妇退休! 但仍与竹

器有着深厚的感情! 不愿扔掉竹器技术! 又

在新街北端原址重操旧业" 当时! 儿子王旗

华已
1:

多岁! 每天下班后也在家帮忙! 生

意又红火起来! 除生产筢子外! 订做门帘#

窗帘者也很多! 周口市酱菜厂一次就订大小

盖菜缸的帘子达
0::

多挂 ! 从那时一直到

1:::

年! 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有时用户急

用帘子! 只有将制好的半成品交给周围的群

众代加工"

不幸的是! 二十世纪末! 王鼎顺的老伴

因病去世! 他在悲痛中与从竹器厂下岗的儿

子继续干着竹器行当" 但是! 进入二十一世

纪以来! 社会不断进步! 农业机械化程度越

来越高! 如今! 打药机# 播种机# 收割机遍

地都是! 小件农具逐
!

被淘汰! 竹器主要产

品筢子也无人问津" 虽然如此! 帘子# 筛子

等竹器也有个别人购买! 王鼎顺老先生每天

还有活干" 眼下! 天气开始热了! 笔者?访

他时! 正光着脊梁干活" 他说$ %我现在退

休金花不完! 身体还健康! 看到竹匠的路越

来越窄! 我心中很难过! 我还要继续干下

去! 一是把竹器工艺传承下去! 二是凭我的

手艺再为社会上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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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看! 筢子是周家口的主要产品之

一! 产量较大! 周边
0:

多个县都来周口进

货" 明末清初! 周口北岸有一条街专业生产

筢子! 时间久了群众自发地将那条街叫做筢

子街 ! 后来 ! 南岸新街也有人做筢子 " 清

末 ! 北岸筢子街生产筢子者已有
0:

多家 !

南岸新街生产筢子者有
1:

多家" 每家少者

一两人! 多者三四人" 竹器产品有筢子# 竹

帘 # 筛子 # 箩筐等 ! 而且 ! 主要是生产筢

子 ! 这就是过去群众不叫 %竹器铺 ' 而叫

%筢子铺' 或 %竹匠' 的原因" 解放前! 由

于麦秋两季需要筢子量大! 每个筢子铺都是

全年生产! 麦秋季出售! 全周家口每年能生

产
6:

多万把 ! 且能全部售完 " 明清时代 !

周口的筢子就以质量好# 价格便宜闻名" 当

时! 周口尚无桥梁! 外县成批进货! 从不过

河购买! 太康# 西华# 扶沟# 杞县# 陈留#

尉氏客商都是从北岸筢子街进货! 而沈丘#

项城# 商水# 界首# 上蔡等县客商则从南岸

新街进货 "

08;6

年周口建了第一座钢筋混

凝土大桥 (今中州路桥) 后! 北部各县也纷

纷到南岸新街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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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科技进步了! 农业使用了收割机!

筢子也无用武之地! 塑料窗纱# 塑料筛子! 代

替了竹帘# 竹筛子! 因此! 筢子铺基本上停产

转业了" 笔者从小就在新街 (现为荷花路) 长

大! 那时新街有筢子铺# 面行和 (棉) 花 (土)

布行! 筢子铺占一半! 如今! 一家也没了" 跑

了几条街! 才算在南岸新街北头找到一位老竹

匠王鼎顺师傅! 他今年
90

岁! 由于常年劳动!

身体依然健康! 与竹
"

打交道
2:

余年了" 他没

有门面! 就在家中干点零活"

08<6

年! 日寇侵占周口! 民不聊生!

0;

岁的王鼎顺跟着伯父王大成学习竹器生产工

艺! 王大成于
08:<

年在周家口新街北头开设

%王记筢子铺'" 他的技术好! 他的筢子坚固耐

用! 筢齿永不变形! 在周家口颇有名气" 王鼎

顺聪明好学! 一般学徒是
;

年出师! 可是王鼎

顺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便学会生产筢子# 织帘

子# 编筛子等技术! 可以自立门头了" 但由于

伯父年迈体弱! 无人接班! 便让王鼎顺留下来

支撑门面" 他没有辜负伯父的希望! 勤勤恳

恳! 努力生产! 技术越来越好!

09

岁时已把

%王记筢子铺' 干得颇有名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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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周口已解放
<

年! 恢复了经

济建设! 市场逐渐活跃" 广大农民经过土

地改革! 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单位面积产

量慢慢提高! 每逢秋麦二季筢子总是供不

应求" 这时王鼎顺已结婚! 妻子崔耀英是

新街崔家筢子铺的后代! 带来一手好竹器

手艺! 真是如虎添翼! 为了保证筢子质量!

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 生产筢子分大# 中#

小三种! 劈筢齿做到粗细均匀! 用火捏筢

齿注意掌握火候! 保持弯度一致! 排筢齿

距离均匀! 最后将筢子编得整整齐齐" 竹

帘子型号从
131

尺 (市尺) 到
;32

尺宽度 !

共分
7

种! 破弥子做到粗细一致! 织帘子

做到距离均匀" 竹筛子分
#

筛# 料筛和箩

筛三种! 生产筛子是竹器中的细活! 破了

弥子! 还要再过一次刀! 使之光滑易漏粮

食! 使用方便"

0866

年! 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

运动! 王鼎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和妻子报

了名! 成立了 %周口竹器社'"

087:

年! 周口竹器社分出周口电缆厂!

后来又分出油毡厂# 羽绒厂! 竹器销路不

畅! 逐渐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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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张敦收藏汉画的展览室! 记者看到墙

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汉画拓片" 有展翅欲飞的

凤凰! 有矫健威猛的云龙! 有手持剑# 矛搏击

的勇士! 还有与猛虎# 野牛等搏斗的狩猎者!

让人大开眼界而又不可思议"

记者问道$ %这些都是汉代的画作吗*

你从哪里收藏到这么多的汉画*' %这些汉画

拓片! 来自河南# 四川# 山东# 安徽# 浙江#

陕西等地! 全是从汉代画像砖# 画像石# 瓦

当上手工拓出来的"' 张敦说! 汉画内容丰

富! 博大精深! 自己收藏的一百多个品种!

只是沧海一粟"

在一幅汉画拓片前! 张敦说$ %你看!

这就是我们淮阳太昊陵和西华女娲庙里长眠

的伏羲女娲画像"' 这是一块近似方形的画像

砖拓片! 上半部两个人手里拿着什么! 下身

像蛇一样缠绕在一起" 旁边像是一座庙宇!

下边跪着坐一人! 还有一人手里拿着什么"

下半部是两条巨龙! 盘绕相对! 张开龙口!

像是长吟! 颇为威猛"

从汉画拓片上看! 伏羲女娲一人持规! 一

人执矩! 象征人世间的规矩方圆" 二人下身为

蛇状缠绕! 寓意婚姻# 交配! 繁衍后代" 画中

还有三层祀庙! 下面有跪拜妇人和执笏板的官

吏" 说明在汉代! 就有祭祀伏羲女娲的祀庙!

妇人跪拜! 是祈求女娲赐予后代" 官吏面向伏

羲女娲! 手持笏板! 既是向伏羲女娲祭拜! 请

求神人庇护! 也说明这座祀庙是由官府管理!

是皇家祀庙" 汉画的下半部! 是伏羲女娲漫延

化成的两条巨龙! 盘绕对吟也象征在伏羲女娲

的护佑下! 大汉帝国的强盛"

张敦说$ %拓片是从汉代原砖# 原石上

手拓下来的艺术作品! 蕴含着汉代的历史信

息# 文化信息# 艺术信息" 汉画寓刚健于婀

娜! 行劲遒于婉媚! 既奔放张扬! 又生动传

神" 国家领导人曾于上世纪
8:

年代初出访俄

罗斯! 把河南拓制的一套
0::

张的汉画像砖

拓片册页作为国礼赠于俄罗斯! 现在莫斯科

大学馆藏" 前不久! 省委宣传部# 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南阳汉画像石

拓片展! 引起了轰动!

01:

幅拓片赠与国家图

书馆永久珍藏" 汉画拓片不仅有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 研究价值! 而且还有收藏价值"

BCDEF#G12HIJ

记者见识了伏羲女娲汉画像! 随即便问$ %鹿

邑的老子是道教始祖! 汉画像里也有遗存吗*' 张敦

带记者来到另一幅拓片前" %你看这一幅! 这

是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 +孔子见老子,"'

张敦说! 孔子率弟子去拜见德高望重的

老子! 手拿一斑鸠! 说明当时拜见是带礼物

的" 两位先哲的中间! 出现了一个孩童" 他

身材矮小! 却理直气壮地仰脸向孔子叙说着

什么! 这便是三字经中 %昔仲尼! 师项橐'

里的项橐" 孔子拜见老子! 路遇孩童在路中

用土块垒城! 见了车队毫不避让" 孔子下车

询问! 项橐说! 城池不应为车马让路" 几番

交谈后! 孔子方知项橐机智过人! 随拜项橐

为师" 孔子见老子! 路遇项橐! 看来历史上

确有其事"

交谈期间! 张敦又领着记者来到另一幅

汉画拓片前 ! 说 $ %你看这里描绘的是什

么*' 记者看到上面有五个画面! 上面一个好

像是一个官吏! 手里捧着什么! 向一位身姿

婀娜的女子施礼"

张敦说$ %这位官吏名叫秋胡! 是淮阳

人" 女子叫罗敷! 是扶沟人"' %难道汉代时

淮阳和扶沟普通人的故事也被刻画下来了吗*'

记者追问" %你听说过戏曲 +桑园会, 吗*'

%好像是京剧里一个著名剧目"'

张敦说 $ %是的 ! +桑园

会 , 里的男女主角是秋胡与罗

敷! 相传秋胡新婚不久便去鲁国

做官" 几年后! 做了大官回家探

亲! 在村旁! 见到了如花似玉的

采桑女 ! 便去调戏 ! 并许以重

金" 采桑女见如此轻薄之人! 怒

斥了一番! 秋胡讨了个没趣" 回

到家里! 老母急忙唤来秋胡多年

不见的娘子" 秋胡猛然发现刚刚

调戏过的采桑女竟是自己结发妻

子" 采桑女发现自己多年来日思

夜想的夫君竟是如此忘恩负义之人! 一怒之

下投河而死" 后被人改编成戏曲 +桑园会,!

演绎成秋胡和采桑女终归于好"

KLMNOPQRST

幼年时! 张敦生活在扶沟县柴岗乡! 从

小攀爬的土岗就是支亭寺仰韶文化遗址" 在

淮阳师范学校 (现为周口幼儿师范学校) 上

学期间! 面对高大神圣的太昊陵! 他想知道!

这个大土堆下面的人类始祖是什么模样! 又

该有着怎样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参加工作后! 张敦利用工作之余! 开始研

究古代文化" 他从古代陶瓷器的研究# 收藏!

逐步向更古老# 更深远的文化层面迈进" 一次

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到了四川和山东的两位资

深藏家" 在网上交流时! 他看到两位藏家收藏

精美的伏羲女娲画像砖和孔子见老子的画像

石! 激动不已! 全球华人祭拜的人类先祖竟然

是这副模样! 里面还蕴藏着这么多的文化内

涵" 从此! 他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方面! 他往返

于乡村! 从残垣断壁中收集汉代文字砖# 画像

砖! 并且查阅汉代古籍! 解读信息符号! 探寻汉

文化遗存的文明密码- 另一方面! 他广交藏友!

购买了大量不同品种# 精美绝伦的汉画拓片! 进

行解读! 从中汲取大汉时代的思想内涵" 最终形

成了他的一整套汉画收藏体系"

UVWXBCDEQRYZ[

从研究瓷片到系统的培训学习! 他最终

掌握了一套过硬的古陶瓷鉴定技能" 他目前

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河南省古陶瓷研究会

会员! 扶沟县古玩商会会长! 先后多次在收

藏类报刊上发表古陶瓷鉴赏的专业文章
1:

余

篇 (幅)" 此外! 他编写的关于收藏题材的电

影文学剧本 +藏家, 已在 +电影文学, 上发

表! 还曾在北京市影视作品审查中心影视故

事征集中获得优秀奖" 如今! 他是中国文物

学会会员! 河南省古陶瓷研究会会员! 周口

市古玩商会常务理事! 扶沟县工商联副主席!

在收藏圈内小有名气"

谈起今后的打算! 张敦欣慰地告诉记者!

以后! 他将继续收藏更多更好的汉画! 并解

读这些汉画的文化内涵! 将来编著成书结集

出版" 加大对汉画拓片的搜集整理! 后集中

办展览! 开展汉画知识宣传和传播! 让更多

的人们认识汉画# 了解汉画# 喜欢汉画# 让

汉代的民族精神# 和谐思想在当今的社会建

设中有所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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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文化历史厚重! 三皇中的伏羲! 抟土造人的女娲! 道教始祖老子! 都曾生活在周口的古老大地上" 这一切! 我们只能听到

人们的传说! 后人的记载! 却无从寻觅图像资料" 然而! 家住扶沟县城的汉画收藏爱好者张敦却从历史的烟云中! 找寻古代先祖#

先哲留下的足迹! 收藏到伏羲# 女娲# 老子等两千年前古代先人的汉画像砖# 石图像资料! 使闪现耀眼光环的先祖# 先哲的形象呈

现在我们面前" 近日! 记者慕名来到张敦家中! 开始了文化之旅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