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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彩绘泥塑统称“淮滨
泥叫吹”，是淮滨地方特有的
民间传统手工艺品。 其历史
悠久，文化深涵，泥叫吹存在
了上百年，乃至上千年。其发
原地位于淮河上游的淮滨县
城西北的

25

公里处的三空
桥乡肖营村，该乡境内有河南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
山文化的“沙冢遗址”，其址正
位于肖营村肖南村民组内。遗
址曾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一
对烧制的红陶鸟， 高约

5

厘
米、长约

10

厘米，因形象生动
而引人注目。 她应该是泥玩

“小叫吹”的始祖。

因为历来制作出的每个
泥塑都能吹响，所以当地人
称其为“小叫吹”。 过去，泥
叫吹造型单一、 颜色单一、

种类单一，手工制作也较为
简单。 经过近几十年的不断
摸索和改革创新， 现在的
“淮滨泥叫吹” 造型生动逼
真、颜色鲜艳亮丽。 制作尺
寸大小有别，尤以十二生肖
最为生动。

目前，淮滨泥叫吹的生产
作坊为数不多，主要以肖营村
肖南组为主。以郑保民最为突

出，第二代泥叫吹就是由他老
人家发明创新的。专家对淮滨
泥叫吹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
进行了初步的判读，认为淮滨
泥叫吹是河南省可以同淮阳
泥泥狗、浚县泥咕咕相媲美的
三大泥彩塑之一，是构建起河
南省民间泥彩塑的三点一线
的文化传承体系。

专家在当地艺人家中，意
外发现了做泥叫吹的石模子，

这在河南省尚属首次发现，见
证了淮滨泥叫吹的传承历史
和艺术风格。

（据印象淮滨网）

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淮滨泥塑———小叫吹

商城抗日忠烈词
商城抗日忠烈祠，全

称“陆军第
84

军忠烈祠”

位于商城县城东南郊，是
为集葬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八十四军抗日殉国将士忠
骸而建。

2000

年公布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同赴
国难。 陆军第八十四军历
1937

年淞沪战役，

1938

年夏徐州会战，同年秋武
汉保卫战。

1939

年和
1940

年两度随枣会战，

1941

年豫南会战，战绩卓
著。 先后牺牲师长钟毅，

副师长周元，旅长庞汉祯
等将士达万余之众。

1941

年该军奉命移防大别山，

军部驻扎商城。

1942

年
春，战争稍息，军长莫树
杰为敛葬

1937

年北上抗
战诸役殉国将士散各地
的遗骸，特拨款在商城东
南半个店购一片荒地，兴
建忠烈祠。

忠烈祠坐北向南。 南

北纵身
180

米， 东西宽约
110

米， 占地近两万平方
米。前有弧形花垣墙，倚墙
筑露天音乐台。 陵园中央
建一牌坊， 额镌“精忠报
国”四字。 后为歇山飞檐，

盘龙雕柱之纪念。 （高堂）

正门上方悬挂刻有时任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题
写“忠烈祠” 黑漆金字匾
额。 两侧悬挂莫树杰撰书
的楹联：万里赴戎机，与诸
君出死入生， 相期日月重
光， 燕然勒石； 千伙隆祀
曲，念先烈万仁取义，永飘
乾坤正气，民族雄风。

纪念堂东北西三侧面
依岗坡地势垒砌五级台阶
式墓道， 墓前各立一碑，

刻烈士姓名简历。 其中有
阵亡将领钟毅、周元和庞
汉祯之墓。 东北岗面临卤
水， 以南北为中轴线，东
西对称，碑碣森森，坊亭
相望，松柏环翠，恢弘而又
肃穆。

（据商城县档案信息网）

“战国四君子” 之一的春
申君，姓黄名歇，是黄国贵族
的后商，以礼贤下士、门客众
多而著称。 黄歇学识渊博，善
于辞令， 而且他遇事临危不
惧， 处变不惊的大臣风范，为
太子熊完的继位以及他日后
的赫然崛起打下了坚实的政
治其础。 太子熊完继位后称楚
考烈王，黄歇时任令尹（相国）

并得到“春申君”的封号和淮北
十二县的封地。 清乾隆《光州
志》 载：“光州内有黄歇宅”，又
载：“州境（在潢川）即在所赐十
二县中，今州治其遗宅也。 ”近
年又在潢川出土的清乾隆七年
九月《光州十景》 的石刻中有
《春中遗宅》一首，并注：“周东
三里河北有春申君丹炉，在光
州治后有春申君漆井”。 由此
可见，潢川不仅是春申君的封
地，而且是他的家乡。

他兴修水利， 造福一方。

公元前
241

年，楚国都城由陈
郢（今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
寿县）。 这时春申君的封地由
淮北

12

县改封吴地， 其家族
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他在改
封的广大地域内分设都邑，在
今上海、苏州一带，治理申江，

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
赫，深得民心。故此，当地人纷
纷以其姓或号为许多山、 水、

地方命名，如江苏省阴县君山
也叫黄山， 今天上海的黄浦
港，上海简称为申，都是因纪
念黄歇而得名。

2002

年
9

月，

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
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
申君》。

1930

年吉鸿昌将军率部
驻潢期间，曾在专署后院内的
春申君墓地旁建立墓碑。碑上
除“春申君墓”四个醒目的大

字外，还注明：“春申君故居即
在此。 黄歇被杀后，其门客将
其遗骸偷葬于故宅内。 ”之后
多次有人对春申君墓地加以
整修。

原春申君墓碑现已残断，

半截残断碑上“尸葬于宅后”

一段文字仍清晰可见。据专家
论证和北宋出版的百家姓记
载春申君（黄歇）是中国大姓
氏之一黄姓的始祖。春申君墓
位于潢川县隆古乡隆古村黄
国故城内， 周围有黄宫遗址、

天池、老龙埂水库等景点，

春申君墓现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墓区保存完好。 自
1995

年以来，每年都有泰国、

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黄氏
宗亲寻根团

1

万人左右到黄
故城寻根问祖， 拜祭春申
君———黄歇。

（据信阳市情网）

舌 尖 上 的 信 阳

信阳因地理位置的独
特，饮食上更偏与南方，面
食类甚少， 可供说道的除
了早上的热干面， 恐怕只
有信阳地锅馍了。

酥脆的底， 韧筋的
皮，软和的面，一口下去，

酥软可口，慢慢咀嚼，淡淡
的甜香瞬间填满整个口
腔。 地锅馍不仅受信阳本
地人的喜爱， 更是影响了

每一个做客信阳的旅人，

用它独有的方式。

地锅馍美味， 做法虽
不难，但与我们而言，想做
一份地道的却也不易。 因
为蒸它必须用农家灶台上
的大铁锅，用柴火烧，这样
做出来的地锅馍才好吃。

再舀一碗姥姥自制的黄豆
酱， 那真的是人间美味。

（石凉）

地锅馍

黄 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