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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 大 赛 作 品 欣 赏“家和杯”

为给我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摄影才艺的平台，即日起举办“家和杯”摄影大赛，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积极提供优秀摄影作品，题
材不限。活动结束后，将选出优秀摄影作品在《伊滨新讯》上陆续刊登，并发放证书和奖品——来稿请注明“家和杯”摄影大赛参赛作品、作者
真实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

此次活动由区信息中心主办，由葳诚木业公司“家和”地板厂下属“巨宁”、“狮诚”、“嘉和”三大品牌协办。联系地址：伊滨区管委会办公楼
105室。 联系电话：0379-69660885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截稿日期：201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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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由区教育
中心、信息中心主办，河南枫叶国际学校协办的“枫叶杯”
征文大赛即将开始，欢迎全区广大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1、征文内容：以展现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
职业精神和崇高责任感为主，可以通过自己切身经历表
达从事教育工作的幸福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可以讲述自
己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和感悟，也可以是抒发自己对老
师的怀念之情。

2、征文要求：内容真实，文字清新质朴，言之有物，字
数不限。

3、征文时间：从即日开始到2012年9月30日结束。
优秀来稿将在《伊滨新讯》陆续刊登，征文结束后，将

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奖，并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
来稿邮寄地址：伊滨区管委会办公楼105室《伊滨新

讯》编辑部，来稿请注明“枫叶杯”征文大赛参赛作品、作
者真实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471934
联系电话：0379-69660885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万安山，比起五岳名山似乎有点相形见绌，然而，
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把目光盯
向万安山时，沉睡的大山惊醒了。

万安山，典籍上称它为“金山”、“石林山”、“大石
山”。上下五千年，从佛道皇帝到名臣雅士，为这里凭
添了一个个神奇的传说，罩上了一道道神秘的光环。

东汉皇室把万安山作为游猎围场，灵官殿里的王
灵官，其实就是护驾武士的化身。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声锁妆楼，往事
思悠悠……

历史从这里上溯，据《御批纲鉴》记载，炎帝传至第
七世榆罔氏，为政求急，诸侯幽怨，蚩尤作乱，有熊氏战
败蚩尤，诸侯拥戴为“黄帝”，炎帝七世榆罔氏降封于
洛，炎姜氏族便在洛阳南万安山中建“濯龙祠”以祭炎
帝，后来，“曹操伐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三国志》载，关云长麦城殒命，东吴为移祸于曹
操，将首级送往洛阳，曹操惊恐成疾，寝食不安，欲造建
始大殿居住，为觅栋梁，选定濯龙祠前数十丈高的大梨
树，人报锯解不开、斧劈不入，曹操自领百官，亲伐其
树，佩剑落处，铮然有声，遂有鲜血飞溅，由此，一代枭
雄惊风入脑，又祸及华佗神医。

与濯龙祠比肩而建的玉泉寺，是少林禅宗“六祖乱
法”时北宗渐悟派祖师神秀讲禅的地方，当时的女皇武

则天慕神秀盛名，于久视元年迎请洛阳宫中，中宗即
位，倍受尊崇，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据《洛阳
县志》（旧志）及当地残碑记载：（玉泉寺）唐大通神秀禅
师讲律道，汾阳王郭子仪奉敕建。如今玉泉寺，早已山
门破败，大殿坍塌，空留下一段“玉泉寺塔飞升”的故
事。

这里山势峥嵘，怪石崚嶒，一段石栈道上，曾
留下北宋名臣司马光的足迹，崖前断壁上是司马
光的勒石处，与司马光同游的有洛阳名士闵交如，
据《名胜志》载：交如举进士后，隐居此山，终身不
出。

蹬道磐且峻，巉岩凌云苍。攀援山径登上万安山
主峰小金鼎，便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修道的
地方，传说中的“磨针宫”、“洗心池”、“舍身崖”至今犹
存。

在这陡峭险峻的峰巅，当年袁天罡、李淳风对弈的
“棋盘石”仍悬于险道青龙背之外。

据传，当年唐玄奘省亲时曾在此歇脚，这里至今还
留有称作“经回东土”的殿堂，离殿堂不远处的“晾经
台”，是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的地方。

万安山，没有皇家的威仪，却有帝王寝宫，没有仙
山的神圣，却处处透着灵性，佛道争相占山的同时，炎
姜氏的宗祠却延揽了万家百姓。

据《三国志》载：景初三年，帝崩于嘉福殿，葬高平
陵。《水经注》说：大石山阿有魏文帝高平陵。《后汉书》
也说：大石山，一名万安山，在河南郡境洛阳南。历史
上素称“曹氏三杰”的魏明帝曹睿把他的千年寝宫选在
了这里。

张衡在他的《东京赋》里吟道：濯龙芳林、九
谷八溪。濯龙祠坐落在万安山环抱的绿树掩映
中 ，宫 前 殿 后 ，松 柏 荟 萃 ，果 木 满 山 ，风 送 花 香 ，
鸟啼蝶舞，九谷八溪，遍植黄槐，林带茫茫，直接
云汉。

南北朝时，一代文宗徐陵曾咏叹其繁华：濯龙望如
雾，河桥渡似雷。陈后主的尚书令江總在《洛阳道》中
歌道：玉节迎司隶，锦车归濯龙，弦歌声不断，环佩响相
从，花障荡舟笑，日映下山逢。

如今的万安山，旅游高峰期的人流把一代文宗的
咏叹推向了更高峰。

三月三濯龙祠古庙会，近郊数县的游人连日不绝。
六月十二朝龙潭，一方百姓汇集濯龙祠，中原地区

盛况空前的农事祭祀活动在这里举行。
九九重阳，万安山主峰祖师庙引来无数游人登高。
三六九月的盛会，新春、节会的游人，万安山胸襟

博大，包容天下，日均游客达数千人。
万安山，以其浩浩万安之魂，灵秀中原，擅美古今。

2006年，全国评定出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
仅河洛大鼓一项入选。

说起河洛大鼓，便不能不提到张天倍，因为张天倍
是河洛大鼓的标志符号。

张天倍,号玉林，李村人，生于1894年，从7岁开蒙，
几年私塾读下来，搏了个秀才的功名。他师从巩义著
名三弦铰子书艺人杨绍、鼓书艺人段炎，20岁便名震豫
西，粉丝不计其数。1925年，31岁时，他成为“三皇社”
（旧时的行业协会）社头，在李村街“摆社”三天，一时传
为佳话。

说书艺人中有秀才履历的十分少见，故此，他对一
部书的理解就特别透彻，哪些地方适合演唱，哪些地方
适合话白，都认真琢磨，细加甄别。他凭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对古籍或唱本进行再创作，善于在书中层层设

“扣儿”，故而能抓住观众，引人入胜。对此，他的体会
是：“书理不明，如钝刀杀人”。

在张天倍之前，很少有人演唱《刘公案》，偶有人
演，也仅只《铡许翠屏》一段，不过两三个晚上就能演
完。他把整部书进行再创作，则能连演一个多月。

他演唱的《武松赶会》本来能唱三个小时，经过整
理，成为只有40分钟的小段，由于在唱腔上的大胆创
新，让人听来似坠子非坠子，似鼓书非鼓书，大受欢迎。

他表演《草船借箭》一段，当唱到制造十万支箭的
期限将到，孔明在江边观察瞭望时，他右手轻摇折扇，
左手在背后轻击“哑板”，形象地刻画出诸葛亮的沉着
冷静，使观众仿佛看到了江边的活诸葛。

《古城会》本是个“四平段”（即四平八稳的段子），
一般艺人不敢轻易说，而他运用戏曲中“手眼身法步”
多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效果极佳。从他开始，表演使
用的道具加上了弦子，并创造性地使用“玉林板”（以张
天倍的号命名），一改单调的齐胸打法，说到热闹或高
兴处，钢板高举过头，打得又快又响，还夹有花点；说到
低沉或悲哀处，又把钢板压到桌下，响声低微，不绝如

缕；还有垂手打、背后打等，使钢板的轻重急徐尽随书
中情节的变化而变化，熟练地达到了“音量控制，板随
情走”的境地，深深地吸引着观众。

他还善于自创曲目，《崇祯之死》全书300多句，纯
唱无白，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以熟知明史赢得观众。
建国后，他紧跟时代步伐，根据形势需要，推陈出新，自
编自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曲目：《双陈战洛阳》、《寡妇
改嫁》、《小女婿》、《大战九龙角》等。

他在艺术上博采众长，大胆创新，去粗存精，对传
统书段做了很多的改编、整理工作，剔除了许多暧昧、
庸俗的情节和言词，使鼓书摆脱了创始期粗糙、庸俗、
质朴的特点，书词新颖生动，格调高雅，在艺术上有了
质的提高。他唱腔洪亮、圆润、细腻，音域变化丰富，动
作潇洒优美，善以唱腔感人，以语气传神，以动作喻势，
揉合吸收了河南坠子、越调、二夹弦等地方戏曲的唱腔
和武打表演动作，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人物形
象的塑造上，他巧妙运用戏曲舞台上的表演技巧，手眼
身法步有机配合，将不同人物的动作、语言及环境气氛
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当俊则俊，当憨则憨，恰到好处，
使观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他生活严谨，胸前美髯飘飘，潇洒俊美，襟衣里藏
一把小木梳，用来随时梳理胡须，晚上睡觉要用一个布
套把胡须装起来。像对待生活一样，他一生对艺术严
肃认真，从不马虎应付。73岁时，虽已鬓发花白，银须
飘飘，演唱《武松打虎》这段书，他从刻画人物出发，大
胆突破旧有的表演程式，唱到武松在景阳岗上“朦朦胧
胧入了睡，忽听得猛虎呼地一声震山冈，一声吼叫不打
紧，石板上惊醒了武二郎。武松慌忙站起身”时，随身
一跃，跳到椅子上，并就地腾挪闪转，把武松的机警与
不凡的功力，表现得活灵活现。

他说唱的大鼓书在豫西城乡及开封、郑州、西安、
兰州等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
大豫西地区，能请到张天倍说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有一回，登封人为听他说书，用“绑架”的办法到伊川白
沙镇“请”他，才得所愿。但在当时，艺人属于“下九
流”，不仅政治地位低下，而且生活也毫无保障，他一年
四季流浪卖艺，以出色的演唱水平挣得许多粮食，据说
李村街的各个粮行都有他的存粮，够吃喝一生。然因
久涉江湖，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还饮酒无度，经常
入不敷出，忍饥挨饿。但他轻财重义，豪爽豁达，有人
向他讨借，总是有多给多，有少给少，即使暂无现钱，跑
当铺当衣物也要满足要求。卖艺时他从不讨价还价，
给多少算多少。

他名气虽大，但并不自负，还很谦虚。古书词中有
这样几句“引头”：“要吃还是家常饭，论穿还是粗布衣，
知热知冷结发妻。”有个农村妇女听了，对他说：“家常
饭不一定好吃，粗布衣不一定得劲，结发妻不一定都感
情融洽。我的婚姻是从小定的娃娃亲，对此深有体
会。”他听了，就按照这位妇女的意见把这段词改为：

“要吃还是可口饭，论穿还是可体衣，知热知冷有眼
妻。”

看了他的表演，中国曲协领导王亚平当即拍板，将
此曲种正式定名为“河洛大鼓”，自此，河洛大鼓之名流
传开来。是年，他还参加了河南省曲艺、木偶、皮影会
演，由于表演精彩，受到省领导吴芝圃接见，并合影留
念。吴书记还为他改了名，将“天倍”的“倍”改为“培”，
希望他不忘记党的培养，并要多培养新人。为了保存
珍贵的艺术资料，他说唱的精彩曲目于1961年被偃师
县广播站制成录音带，可惜在“文革”中全部散失。

1961年，曲艺队解散，张天倍被下放到农村，生活
潦倒，精神受到摧残，1970年病逝，享寿77岁。

征文大赛启事
“枫叶杯”

万 安 山
李红旗

大 鼓 艺 人 张 天 倍
杨群灿

对跑步，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
上学的时候，我总是起得很早，到空旷的操场上跑步。清晨，有着树

木气息的湿润空气，在我一呼一吸间悄然潜入心肺，让人顿觉清爽无比。
在清晨的跑道上，我会边跑边眺望远方的群山。有时，微熹的晨光给

苏醒的青山披上柔和的橙色的光之衣；有时，粘湿的风会给绿树镀上一层
隐约的银晕；有时，一道明媚的光束穿透云层直射山林，被光照射的那片
山林就格外清晰；有时，天空会突然暗下来，尤其夏季，这预示着一场大雨
即将袭来。雨前的天空，渐灰渐沉，乌云越积越多，最后几乎要压在山头
上了。有了这样的征兆，操场上本就零星的人影片刻间就散得无影无
踪。这样的时候，我并不急于躲雨，而是慢慢停下奔跑的脚步，静静等待
雨的洗涤。

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只有我明白这既明显又隐秘的云山之爱，心头
便有了一份独特的狂喜。

其实，在空旷的跑道上跑步，就是沿着自己的心路在奔跑。每当我沮丧失落的时候，
我常会选择慢慢跑步，聆听自己的心跳，就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一样，有一种很深的

“不得不”的意味在里面——我已经离不开跑步了。多少的烦恼在跑步中迎风而解，多少
的迷惘在跑步中豁然开朗，多少的抱怨在跑步中烟消云散。

人生一世，我们的心路有时荒芜，有时绚烂，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尽量对自己
说——不要停下，正如仲尼对着倦于学、想求得片刻休息的弟子子贡说的那样：生无所
息。

不

要

停

下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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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

晚上没事，打开电脑，我开始玩自己久玩不厌的“黄金矿工”游戏。
游戏很简单，作为“矿工”，只需在规定的时间里不停地捞地面上的“金子”和“钻石”，

就可以获得相应价值的积分，进而升级，这个游戏特别适合我这个电脑盲。
玩了两局后，儿子也要求参加。毕竟玩游戏的时间有限，指法和眼力都明显不如我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儿子一开始就频频丢分。好胜的我忍不住指挥并指责起儿子来，
一会嫌他不分轻重缓急，一会又怨他缺乏目标。本来玩游戏是为了放松心情，但因为我
的唠叨，连空气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儿子小心翼翼地操纵着手里的鼠标，遇有失手时，
马上辩解“不小心、不小心”，偶有满意的“大手笔”，则用眼光瞄我一下，期待我的鼓励。

那一刻，我的心痛了！已步入青春期的儿子分明在表现着他的不自信，或者说是自
卑。意识到这一点，我再也无心游戏，早早打发儿子休息去了。躺在床上，我久久难以入
眠。儿子今晚的表现绝非偶然，而我可能就是催生他自卑心理的元凶。

前不久饭桌上的一幕又浮现在我心头：4月是伊滨区的经典诵读月，六一前后各镇要
进行集中展示。每个镇都很重视这项活动，纷纷选拔本镇优秀人才参赛。儿子的朗诵天
分较高，被学校领导选中参赛，可执拗的儿子始终不答应参加。无可奈何，老师让家长做
动员工作，于是饭桌成了我们和儿子的谈判桌。我和老公磨破嘴皮，儿子就是不为所动，
气得我拍了桌子后，他才两眼含泪地说不敢参加，害怕大家笑话。再想到儿子在同龄人
中的表现，更让我心惊：一激动，就语不成句；11岁了，还不会骑自行车；遇到困难和指责，
眼泪马上就在眼中转。看来，我的教育方法真的存在问题。

多年的教师经历使我养成了挑剔的毛病，对待自己的工作务求完美，对儿子的成长
也费尽苦心。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让我满意，每天回家给他强行辅导功课，成了我和
儿子都不愿又不得不面对的差事。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有时甚
至对儿子动起拳脚。儿子越来越少言，小小年纪，话语中竟有了沧桑的味道。每次向儿
子发过脾气后，我也有过愧疚，但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比较，又会故伎重演。现在看来，对
儿子造成的伤害可谓大矣！

扪心自问，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儿子？郁郁寡欢、胆小怕事，亦或健康快乐、无
忧无虑？我有什么样的权力去剥夺儿子的天真烂漫？看着睡梦中孩子蜷缩着的身体，我
心痛不已。

放慢脚步，放松心情，学会包容，学会等待孩子的成长，不仅对自己的儿子，更要对待
所有的学生！健康、快乐、幸福才是孩子们人生中的永恒！

学 会 等 待 孩 子 的 成 长

王军娣

那年冬天，和朋友开车去内蒙送货，路过山西时迷路了。恰巧路边有
一个60多岁的老人，朋友下车，来到老人面前，先是掏烟，为他点着，接着
尊一声“大伯”，说：“俺是从河南洛阳去内蒙的，请问这个三岔口往哪边拐
呢？”老人一口的山西话，很热情地给我们引路。

去年夏天，我在顾龙路和掘丁路口看到了别人问路的一幕——一辆
大货车突然一个急刹车，停在路口，像是迷路了。车窗里探出一个光头，
问路边的一个老汉：“喂，老头，去巩义怎么走？”老汉一皱眉，头也不抬地
说：“好像是向南吧。”光头的车朝南边的寇店镇驶去，而去巩义应该是向
东的。

由此我想到了做人。有的人天生性格倔强，能折不能弯，他们的口号
就是：文打官司武打架，软的硬的全不怕。其实，这种人也不是真的什么
都不怕，他也有一样怕的东西，怕什么呢？怕敬。你看《水浒传》里的呼延

灼，杀他脑袋他也不服软，可是宋江往地上一跪，一声“将军”，呼延灼一下子就“软”了。
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尊敬别人的同时，也会得到别人

的尊敬，大多数人都怕别人敬，而不怕被别人贬低。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很简单，这
是因为要想把事情做好很难，但马马虎虎对付就容易得多。你把他看低，他就拣容易的
做，很容易就应付了；你把他看高，他拗不过你的好意，就会努力地去做好它。

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为了让对方的表现合乎你的期望，最好是敬着
点，千万不能随便贬低别人，否则，他的举动会朝着你愿望的另一面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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