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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海峰将军旧居

万海峰将军旧居，省级红色旅游景点。位于河南省
信阳市光山县的泼河镇椿树店行政村蔡湾村民组，与
椿树店小学相邻，距离泼陂河镇

9

公里。又一处位于槐
店小黑湾。省道

65

线穿境而过，西有京九铁路泼河站、

东有阿深高速公路，是共和国上将万海峰将军的旧居。

万海峰将军生于
1920

年，

1933

年参加红军，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
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师师长、 副军长、

军长、国务院内务部军管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1955

年被授予大校
军衔，

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系第五届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据光山在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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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婚嫁民俗

新县地处中原，在婚嫁上既有北方婚俗，又受楚
文化影响较大。旧时婚嫁名目繁多，主要程序有订婚、

换帖、“允帖”“喝允盅”“送日子”等。

订婚又叫提亲， 由男方央求媒人到女方家求婚，

并要送彩礼。其次为换帖，又叫换年庚。女方收下彩礼
后，约定日子换帖。帖上写明男子出生年月日时，女方
请阴阳先生将男女双方的出生时辰，即“八字”进行推
算，看是否相符和相克。若相合，女方则将女子的出生
时辰，即“八字”回简于男方，名叫“允帖”，也就是女方
已同意这门婚事。男方收到允帖后要请媒人和亲朋吃
酒席，叫做“喝允盅”，其意思是恭喜男方找到了媳妇。

此后，待男女双方达到了结婚年龄后，男方选择
吉日吉时定婚期，并提前数日写“红帖”，央求媒人
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称之为“送日子”。 婚礼一般
在上午举行，仪式有迎亲和送亲两种。若男方入赘女
方家的被称为“招座堂”。新娘在娘家上轿时由男同胞
兄长或舅父背负，新娘脚不得沾地。

新娘到男家之后，红毡铺地，鼓乐喧天，鞭炮齐
鸣。之后由两位伴娘牵扶新娘，新婚夫妇要先拜天地、

次拜祖宗、再拜父母，后夫妻对拜。 接着，新婚夫妇要
吃长生面，然后共饮“团圆酒”。 入夜，则亲友宾朋，街
坊邻里来闹新房。闹彩房时有人领唱赞歌，大家作和，

名曰“贺彩”。 贺彩词有“撒轿词”“撒院词”“撒房词”

“撒床词”等不同内容，均是赞美和祝愿新婚夫妇生活
美满幸福白头偕老。 现在城市青年人婚礼逐渐从简，

但在农村仍以旧时婚俗为主。 （据新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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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和尚逗柳翠

商城大头和尚逗柳翠起源
于唐代，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清
朝，繁荣于当今。其主要分布在
大别山区鄂豫皖接壤一带。 河
南信阳地区、湖北黄冈地区、安
徽六安地区皆有所见。

此舞是由
5

人表演的集体
舞蹈，一人饰老和尚，一人饰俗

生，一人饰中年僧人，一人饰舞
女柳翠，一人饰小和尚，皆戴各
种人物的假面具。 内容为舞女
柳翠俏丽多姿，与俗生和中年
僧人关系暧昧，俗生和僧人争
向柳翠献殷勤， 二人争风吃
醋， 小和尚羞面挠臀以揭丑
行。 老和尚慈善正直，阻止并

鞭挞俗生、 中年僧人的行为。

又示意度柳翠成仙。 表演时以
小锣鼓点伴奏，演员以虚拟的
舞蹈语汇来表现情节，丑态百
出，妙趣横生。用笨拙诙谐的动
作来揭露那些貌似严肃、 实乃
满腹肮脏之徒，剧情简单易懂，

逗人捧腹。 （群艺）

光州贡枣的传说

光州贡枣是潢川传统的风
味特产之一，说起它的来历，还
跟清朝的西太后有关系呢。

传说清朝庚子年间， 八国
联军打到北京， 西太后带着光
绪皇帝，一口气逃到西安。 来年
八月

,

西太后着人割地赔款，总
算让洋人退了兵，便打起銮驾，

经河南，回北京。

西太后的銮驾一路紧赶慢
赶，在八月十五前，到了当时的
河南省城开封。 河南巡抚松寿
知道， 太后和皇帝的生日都在
下月， 一个在月中， 一个在月
初，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便三番五次地上书， 找出五花
八门的理由，请求太后留下来，

在开封庆贺两宫寿诞。 西太后
被说动了，就降下圣旨，准了松
寿的奏本。 松寿便通令全省全
力筹办，有功者赏，无功者罚。

那时，潢川还叫作光州。 那
一年，光州正赶上大旱，庄稼颗
粒不收。 当时的光州知州是个
清官， 为官清正廉明， 体恤民

情，接到巡抚的通令，好不为难。

夫人见他这样子，便问道：

“夫君，为何这般模样？ ”知州就
一五一十地对夫人说了。 夫人
听了，也是干着急，没法子。 正
在这时， 家人煮了一碗红枣送
来，给大人补补身子。 夫人一见
红枣， 眼珠一转， 不禁有了主
意，拍手就说：“寿礼有了，就是
它。 ”知州一听，连连摆手，说：

“不中，不中。 真是把这烂贱的
东西当寿礼送去， 我看不掉脑
袋，也得丢官。 ”

夫人说：“不见得。 两宫寿
诞，送啥精贵礼品的没有？ 咱这
穷地方，怎么能跟人家比？ 咱送
不了宝，就送个巧。 皇上大婚多
年，至今没得龙子，咱们在两宫
寿诞之日， 送上预兆早生贵子
的枣， 不是正合太后皇上的心
意吗？ ”

知州听了，心里直嘀咕，但
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眼下夫
人已经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大
早， 她叫老家人上街买回一担

青枣， 从里面挑出十几斤大枣
子， 用绣花针在一个个枣子上
划出一道道细丝， 然后放在文
火上， 用冰糖细煨细炖， 炖好
后，又经过挑胡、烘焙、晾干十
几道工序， 把枣子做成非常精
致的点心。 远看像小巧玲珑的
灯笼，近看像色彩斑斓的琥珀，

吃到嘴里，只觉得味美清香，新
鲜甘甜，外脆内软。 于是，知州
当即将它命名为“琥珀寿枣”，

着人用快马送往开封。

两宫寿诞之日， 全国各地
送来的寿礼堆积如山， 西太后
哪顾得上一一细看， 倒是光州
送来的一筐琥珀寿枣， 由于被
巡抚有意放在寿堂最显眼的地
方，西太后见了，觉得稀罕，随便
拈了一个尝个新鲜，一吃，只觉
得色香味美， 不禁连声叫好，当
即传旨嘉奖光州知州，并将琥珀
寿枣定为宫廷贡品。 于是，琥珀
寿枣就改为光州贡枣， 从此名
扬四方。

（据潢川县史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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