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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书《郭丁香》

“灶书”是固始县特有的民
间曲艺演唱形式， 也是全国稀
有的曲种之一。 灶书《郭丁香》

被誉为中国汉民族长篇叙事
诗， 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名录。

《郭丁香》是“灶书”唯一的
曲目。 《郭丁香》是劳动人民和
民间艺人，以“灶书”表演形式
传唱的长句式民间诗歌， 流传
至今已

300

多年。 其主要内容
是以郭丁香（传说中“灶王奶”

前世之身）与丈夫张万良（传说
中“灶王爷”前世之身）的婚姻
生活故事为主线， 歌颂了郭丁
香勤劳、善良、正直的美德，鞭

挞了张万良懒惰、奸诈、负义的
恶行， 表现了人民群众朴实善
良的伦理道德追求。灶书《郭丁
香》语言朴素无华，情节曲折感
人，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是一部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优
秀长篇叙事诗，专家学者认为：

该诗填补了汉族地区没有民间
叙事长诗的空白， 具有较高的
文学艺术价值。

灶书《郭丁香》经固始县文
化工作者收集整理后出版，全
本分

20

个章节、共
6000

余行，

被定名为“中国汉族社会民俗
叙事长诗”。

1982

年，荣获中国
民间文学优秀作品二等奖，

1985

年荣获河南省首届民间文
学一等奖，

2009

年荣获河南省
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二等
奖。

2004

年，根据灶书创作排演
的灶戏《郭丁香·比家当》，参加
河南省首届民间传统优秀戏曲
汇演，荣获剧目“特殊贡献奖”。

2006

年排演的灶戏《郭丁香出
嫁》，参加河南省县区级文艺团
体戏剧大赛，荣获剧目“银奖”。

灶戏《郭丁香》还先后多次被中
央电视台、 河南电视台采访报
道并录制成节目， 向全国乃至
全世界展示了这一民间艺术瑰
宝的独特魅力， 受到了广泛的
赞誉。 （据固始网）

周刊 201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
首席编辑：王娟创意：刘学萍质检：刘凤

09

新县县名的由来

新县，原为经扶县，始建于
1932

年
10

月。当时，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 由于张国
焘错误路线影响，导致反国
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失利，

红军主力部队被迫西迁川
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国
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强化
反动统治， 控制鄂豫皖边界
的大别山区，对付革命力量，

同时设立了经扶、礼山（今大
悟）、 立煌（今金寨）

3

个县。

据
1935

年《河南省政府年
鉴》和《东方杂志》

29

卷
7

号
记载： “三省剿共总司令部
令： 以本省光山县新集地方
增设县治，以刘（峙）主席之

字经扶为名。 ” 总面积
1612

平方公里， 其中原属光山的
有

1502

平方公里， 属湖北省
黄安县的有

59.2

平方公里，

属麻城县（市）的有
50.8

平方
公里。

1947

年
8

月，刘（伯承）邓
（小平） 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于
28

日解放了新集。

12

月，经
扶县首届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在
王湾（今属陈店乡）召开。 会上
代表们提议更换县名。 据当时
县长邱进敏同志回忆， 会上有
人提议以军首长伯承为县名，

也有人提议以革命烈士（沈）泽
民或（肖）先发等名为县名。 县
委书记稂明德即把会议情况向

刘伯承首长作了汇报。 刘伯承
首长却提议说， 还是不以人名
命县名为好，就叫新县吧！ 一是
人民获得了解放， 开始了新生
活； 二是以新集为县治所。 最
后，与会代表

500

余人，一致通
过了刘伯承首长的提议， 改经
扶县为新县。

新中国成立后，新县又被
誉为将军县， 是全国

12

个将
军县之一，新县籍被授衔的上
将有许世友、 李德生

2

位将
军；中将有郑维山、张池明、吴
先恩、范朝利

4

位将军；少将
有高厚良、肖永银、潘焱等

37

位将军。

（据新县档案信息网）

孔子三“问”与信阳

孔子（公元前
551

年
~479

年），名丘，字仲
尼， 春秋时期鲁国人，先
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

贵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
思想家和教育家、 政治
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子路问津
《论语·微子》载：“长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
之，使子路问津焉。 ”

孔子师徒一行入楚，

行至罗山境内，一条河流
挡道。 孔子踌躇岸边，忽
见两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在田间并头而耕，便叫子
路去问渡口在哪里。子路
来到那两人身旁，揖手问
道：“先生， 请问渡口何
处？ ”一农夫反问：“车上
坐的执辔之人是谁？ ”“是
孔丘。 ”“鲁国之孔丘吗？ ”

“是。 ”“那么，他应该知道
渡口在何处。 ”另一农夫
又问：“你是谁？ ”“我是子
路。 ”“是孔丘的徒弟吗？ ”

“是。 ”“天下哪儿都动荡
不安，你与其跟着这种避
难之人四处奔波，不如跟
着我们这种避世之人安
逸。 ” 子路不仅未问到津
口，反遭一番奚落，沮丧而
还。 孔子听后， 怅然长叹
道：“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
也（如果天下太平，也用不
着我孔丘四处奔波了）。 ”

子贡问政
汉刘向《说苑·政理》

载：子贡为信阳令，向孔
子辞行问政，孔子说：“无

夺无伐，无暴无盗。 ”并解
释说：“以不肖伐贤，是谓
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
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
谓暴也； 取人善以自为
己，是谓盗也。 ”“知为吏
者奉法利民， 不知为吏
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
之所由生也。 临官莫如
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
守，不可攻也。 匿人之善
者，是谓蔽贤也；扬人之
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
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
足亲也。 言人之善者，有
所得而无所伤也；言人之
恶者， 无所得而有所伤
也。 故君子慎言语矣，毋
先己而后人， 择言出之，

令口如耳。 ”

叶公问政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

492

年），

60

岁的孔子率
弟子周游“如楚”， 从新
蔡，经息县，到罗山县。 听
说叶公理政， 事事公开，

民众称颂，便来到叶公的
驻守地负函城（信阳平桥
区城阳城址）。

叶公请教孔子，如何
理政？ 孔子说：掌刑执法，

民命所托，非同儿戏。 一
诫不枉法， 二诫不徇私，

三诫不纳贿， 四诫不慎
刑，五诫不梗直。 此五诫
乃掌刑执法之要。 这就是
史上有名的“叶公问政”

的典故。

（据《信阳红廉文化
苑·大别风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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