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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古时候有个赖子国，就在我

们淮滨县这一带，这赖子国国王，开始

还挺贤明，国家治理得也比较好。 有一

年，王后病故，国王又选了一位如花似

玉的妃子。从此，他就贪恋美色，整天陪

着妃子在后宫吃喝玩乐、 花天酒地，朝

政的事一天也不过问，朝中大臣也都趁

机搜刮民财、胡作非为，闹得老百姓少

吃无穿，怨声载道。

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件事后十分恼

火。 为了惩罚赖子国昏君，就下了一道

御旨：三年不给赖子国降雨。这下。可苦

了赖子国的老百姓。 三年大旱，颗粒无

收，眼看着老百姓就要活活的饿死。 有

一个小乌龙，是东海龙王的四子。 因它

正直、善良，又有行雨使风的出色本领，

被玉帝召入天宫听用。小乌龙眼看老百

姓无辜受难，心急如焚，于是向玉帝奏

本说：赖子国国民哀怨，都是国王不理

朝政、迷恋女色所为，陛下应惩罚国王

一人，不该三年不降雨水，以致百姓无

辜受害。玉帝认为御旨已下，不能收回，

于是很不高兴地退回了本章。

小乌龙见奏本不准， 就在一天深

夜，潜入宫内，偷走了玉帝的令箭，来到

雨部，率领雨部众神在赖子国上空行起

雨来。

赖子国普降喜雨，旱苗得救。 老百

姓对天祈祷，感谢神龙的恩德。

小乌龙为百姓办了好事，却得罪了

玉皇大帝，被定为：“违反天条，私自行

雨”罪，打下凡尘，降落在赖子国。 老百

姓得知小乌龙受罚 （当地人有龙从天

降，必行错雨之说），从很远的地方担水往

小乌龙身上泼。 小乌龙借着水势使足了气

力窜进了淮河，由淮河向东海游去了。

淮滨县境内的乌龙港，据说就是当

时小乌龙遇难被救时留下的。

（陈义方 搜集 陈进军 整理）

潢川人际交往习俗

潢川人好客，待人接物注重礼节。

称呼

石时候人们对尊者、长辈称呼，前冠以

“尊”字，如尊伯、尊嫂；对平辈或晚辈，则用“贤”字或

“老”字，如老兄、贤弟。在称呼对方亲友时，无论长幼

均加“令”字，如令尊、令郎；自称时，比自己大的冠

“家”字，如家父、家兄，比自己小的冠“舍”字，如舍

弟、舍侄等。建国后，屏弃了旧的称谓，一般互称同志

或根据年龄身份称呼。见陌生人视年龄不同称大叔、

大嫂、小弟等；熟人多称老某小某。 对有职务或有职

业的按身份称呼，如某局长、某主任、某老师、某师傅

等。

相见

旧时，幼辈见尊长，行“作揖”、“打恭”

礼，以后变成后行脱帽鞠躬礼。 平辈或朋友相见，行

“拱手礼“。 学生、徒弟拜师要磕头，以示尊敬。 建国

后，旧礼废除，相见时握手问好或点头示意。在车中、

路上，让老人、妇女先坐先行。

待客

客至，主人出迎，揖让入门。对亲朋好友

来访，起立让座，招待以烟茶、瓜子、糕点、果品，然后

交谈；告别时，需送至门外。 宴请时按辈数、身份、亲

疏排位入座，席间，需敬酒布菜。 对客人斟茶不宜太

满，斟酒不宜不浅，双手端送，以示敬意。

礼节

亲友间贺喜吊丧，慰难问疾，有来有往。

对远行者设宴饯行；久行归来，则登门看望或摆满酒

接风。 建国后，亲友、同志之间，崇尚扶困济贫，婚丧

相助。 近年来，遇亲友子女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等

喜庆事，送礼祝贺，主人设宴招待。

结拜

认干亲俗称 “打老契”。 两家为加深关

系，一家将子女结给另家为义子、义女，拜认对方为

干爹、干妈，此后两家来往密切，逢年过节互送礼品。

“结金兰”俗称“拜把子”。意气相投的人烧香结拜，男

结异姓兄弟，女结异姓姐妹，彼此互相帮助，情同手

足。 解放后，“结金兰”活动基本终止，认干亲的在农

村依然存在。

传 统 禁 忌

旧时， 由于迷信思想作祟， 人们对事物颇多禁

忌，解放后，相信科学，许多禁忌逐渐被破除。

节令禁忌

忌春节不贴对联； 接年迎财神

时忌妇女参与。正月初一忌向外扫地、倒水和破碗碎

器。 初五忌动刀剪。正月讳言“死”、“鬼”、“完”等。 六

月（毒月）、腊月（寒月）忌搬家。

礼节禁忌

街客忌用三个菜。 忌下午向长

辈拜年或探望病人。忌同性通婚。拜堂成亲时忌寡妇

或子女不全的妇女“接亲”、“送亲”。忌夫妻在女方妈

家同房。忌公公入儿媳住房。出嫁姑娘忌在妈家生孩

子。 忌坐月子的妇女串门。 忌退加赙仪（向办丧事人

家送的礼）；忌戴孝进入他人家门。

视听禁忌

清里，听乌鸦叫、眼皮跳，认为

不吉利。 狗怪叫吠叫或狗爬屋脊，谓有祸事。 母鸡打

鸣或鸡飞上房，谓有火灾。 夜间闻猫头鹰叫，认为要

倒运。

其他禁忌

新屋落成忌久不住人。 住房忌

门对屋山、大树。小孩“出疹子”，门前挂红布条示意，

忌外人入室。 小孩忌吃鱼子、鸡爪子。

(

据潢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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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记忆

第五次 ：

1989

年

4

月 中 旬 到

24

日，商业部、商业文艺基金会在北京举

办“首届全国商业职工歌曲大奖赛。 ”大

奖赛汇集了全国 （除西藏 、台湾 ）各省

市、自治区选送的商业、粮食、供销三大

流通领域歌手大赛中一、 二等奖的歌

手。此前，即

1989

年

1

月

20

日，河南省

商管委、省粮食厅、省供销社举办商业

系统歌手选拔赛。 我县歌手尹本禹参

赛，荣获民族唱法一等奖，并被选送进

京参赛。这次大赛分美声、民族、通俗三

种唱法。 每种唱法设金奖

1

名，银奖

2

名，铜奖

3

名，优秀奖若干名，同时评选

歌曲创作奖。半决赛在中央音乐学院举

行，经过激烈角逐，尹本禹顺利进入决

赛。决赛于

1989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民

族文化宫进行。尹本禹以一首由叶照青

作词，张德光作曲的新民歌《祖国把粮

库交给我》和一首自选歌曲荣获“全国

首届商业职工歌曲大奖赛”民族唱法银

奖，同时荣获商业部颁发的“全国商业

优秀歌手称号”， 并受到商业部部长胡

平等其他部领导的接见。这次大奖赛规

模大，规格高。 评委主任由中国音乐家

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副主席时乐濛等担

任。 现场评委由胡松华、马玉涛、李双

江、姜家锵、金铁林、王秉锐等全国著名

歌唱家、音乐家担任。 现场主持由央视

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杜宪担任。 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以及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河南电视台、

《河南日报》 等媒体都作了专题采访和

报道。 中央电视台于黄金时间段在“旋

转舞台”专栏作了全程播出。

第六次：

1989

年

9

月，文化部在北

京举办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双人舞、三人

舞会演。 由我县编创人员唐太平、黄乃

宽、张世杰编舞，刘宏奎作曲、叶照青作

词，我县演员徐静和邻县的两名演员主

演的民间歌舞《山乡渔歌》，经省、市专

业工作者加工后，随河南代表团赴京会

演，并获奖。徐静说，证书和奖杯都在省

里。 此前，该节目曾于

1987

年

5

月在信

阳地区第三届映山红艺术节上获一等

奖，于

1988

年河南省“中原艺术节”上

获优秀奖，河南电视台予以录像，并向

全省展播。

第七次：

1990

年

4

月，中央电视台

举办“五洲杯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

大赛”。 我县农民歌手金旭功携一曲我

县词曲作者叶照青、张德光创作的新民

歌《我随歌声画中游》，经过信阳、郑州

的层层选拔，一直闯入北京中央电视台

的演播大厅，进入央视青歌大赛的决赛

现场，并获得业余民族唱法优秀奖。 此

后，又参加中央电视台“五一”晚会，向

全国观众再次演绎商城民歌的精彩曲

调。 在这次大赛中，金旭功本应取得更

好名次，由于没休息好，加之临场发挥

欠佳，留下终身遗憾。 时过几年后，当时

担任评委的李谷一见到金旭功时，还惋

惜地问他：“预赛分数那么高，怎么到决

赛掉下去了？ ”

(

余 水

)

商城民歌：

九进北京展风采

（三）

信 阳 记 忆

淮滨乌龙港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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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庆

和 拥 护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公 报 胜 利

发表。

民 间 习 俗

商城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