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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高孟元

我至今不愿相信张静先生已经仙逝，

每每想起他，心中无比悲恸，泪水就会慢慢

溢出眼眶。先生于2021年 11月 1日逝

世，享年92岁。恩师与我42年的师生情

谊，注入血脉，已成为我生长的营养；恩师

的指点迷津，入脑入心，我时时践行；恩师

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难以忘怀，记忆

犹新。

确切地说，我不是张静先生“编内”的

学生，没有感受过他“教鞭”的魅力，但我沐

浴过他的“阳光”，汲取过他的“雨露”。我

想，只要受教于先生，就应是先生的学生。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为师的

分量之重与地位之高，也说明师生之间友

谊之深厚。

说来话长，我与张静先生的结识，始

于1979年的书信往来。恢复高考后的

1978年，我考入大学，专业是汉语言文

学。那时因“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学习资

料非常匮乏，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好在在

我入校前，几位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现河

南大学）的朋友，给了我一些中文方面的大

学教材及其他读物，使我如获至宝，课余时

间便如饥似渴地学习，初步培养了对现代

汉语的兴趣。我边学习边整理，入学的第

二年，就搞了两本小册子：《现代汉语简编》

《现代汉语难点探析》。恰在此时，1979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静先生的《新编

现代汉语》，这本书很有影响力。当时，全

国高校使用三种现代汉语教材：复旦大学

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兰州大学黄伯

荣、廖序东先生的《现代汉语》及张静先生

的《新编现代汉语》。为提升现代汉语研究

水平，我鼓足勇气给张静先生写信，他很快

给我回信。当时，张静先生是郑州大学中

文系教授、主任，兼任《语文知识》主编。他

给素不相识的我回信，使我受宠若惊，喜不

自胜。后来，我把自己编写的有关资料寄

给他，他又很快给我回信，肯定我的勤奋好

学，指出我的努力方向，并说道，你的现代

汉语研究已入了门，应该继续深入地研究，

只是他不招研究生了，鼓励我报考其他院

校的研究生。读了张静先生的来信，我倍

感温暖，自信心陡增。在学习中，我

把一些问题集中整理后寄给他，一并

请教，张静先生总是在百忙中

回信，给以解析。随着学业渐

进，我们的情谊也与日俱增。

1983年10月，张静先生

调任信阳师范学院院长。1986年，又调任

河南省教育委员会（简称省教委）副主任。

其间，我们仍不断通信，我多是汇报学习的

情况或请教有关问题。特别是我于1987

年9月到驻马店地区教育委员会工作后，

由于上下级的业务隶属关系，我去省教委

的机会就多了，直到这时，我们才相见。记

得见到张静先生的那一刻，真是喜出望外，

温馨暖怀。以至一直以来，张静先生给我

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他平易近人、和蔼可

亲、温文尔雅、器宇轩昂，无论春夏秋冬，着

装都整洁大方，无论着西装，还是穿夹克，

都得体有度，给人以美的视觉，尤其是他抑

扬顿挫、润而不燥的标准普通话，听起来更

是爽耳悦心，清新自然。

在省教委工作的几年，张静先生的主

要精力不再是研究现代汉语，而是致力于

教育行政工作的领导。其间，他给我安排

了两项任务：一是让我对驻马店地区的中

等职业学校进行调研，写出一个有数据、有

分析、有观点的调查报告。二是让我写一

写教书育人方面的文章。报告写好后交

给张静先生，他看了很满意，认为我对各职

能部门办校的利弊分析到位、见解独到、有

参考价值。他笑着说：可打90分。他掌握

基层情况的目的，也是为

上一级领导决策提供依

据。我写的一些贴近教

学、贴近青年

教师、贴近学

生的文章，张

静先生看后

也很高兴，鼓

励我多写一些，结个集子出版。后来，我利

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陆续写出30多篇文

章，结集为《与青年教师谈教书育人》一书，

于1990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间，

张静先生予以修改，并热情为本书作序，对

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张静先生退休后，在家中看书、写文

章，有时也写些书法作品。这中间我常来

看他，汇报交流我新的研究课题——汉字

字根识字。他说：“这个研究很好，也属于

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范畴，很接地气，有实

际作用，更有前瞻意义，是一项利国利民的

好事，对世界语言文字的发展也是一项伟

大的贡献。”还说，“汉字字根识字是一项守

正创新的研究，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创

新，它不仅仅是识字方法的改革，也是汉字

构字系统的创新；它不仅仅是理念的转变、

方法的更新，更是科学规范学习运用汉字

的启动；它不仅仅体现在汉字学习用品用

具的改革，更在于教材、辞书典籍的重新编

写；在语言文字发展、识字教学改革方面都

是新的举措，是全方位的改革，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工程。”这些话语对我们的研发有很

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997年3月，我到市委组织部工作，

闲暇时间，便系统地研究汉字字根识字。

这项研究起始于1988年，在教我女儿认字

的过程中，发现了汉字字根。

多年来，我每研究一步，都向张静先

生汇报，有些问题进行交流。在此书的编

排上，他也主张先编一部“母本”字典，然后

根据不同的学习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

龄编写“子本”，以突出学习、使用的针对

性、实效性。

在对待传统的偏旁部首问题上，我认为

这些偏旁部首，在古代典籍中以及运用中都

有读音，只是有些字义弱化，为此，我把这些

构字“要件”叫作“特殊字根”。

在“字根”与“字根”的结合上，尽可能

确定“母体字根”。

字根字基本上是独体字。根据约定

俗成的习惯和国家颁布的规范，280个独

体字不再拆分。

张静先生指出，这是一项新生事物，

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定要搞好试验，反复使

用，反复修改，不断完善，不能急功近利，不

要一蹴而就，要集思广益，倾听家长、教师、

学习者的意见，在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再予

以推广。在张静先生的指导下，我于2007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汉

字字根识字宝典》。

为扩大视野，使研究更加精深，2008

年以来，我还先后求教于著名语言学家周

有光先生、王宁先生、李宇明先生

等，都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肯定。

近几年，我和高强又着手研发

“汉字字根识字”的产品。对此，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了10多项专利证书，该研究成

果2017年11月已被河南省科技厅认定为

“科学技术成果”。了解到此情况，张静先

生非常高兴，并热情题词：“高孟元、高强研

究的汉字字根识字，自主创新、实用高效，

填补了国内外该项研究的空白，值得推广

普及。”我们编著的著作在进一步修改中，

研发的产品在进一步完善中，遵照恩师教

导，汉字字根识字研发、推广仍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

听张静先生的儿子讲，按照先生生前

的要求，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尤其是疫

情防控期间，一切从简。此时，我忽然想起

徐志摩的诗句：“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

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直至离去，先生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真

乃德艺双馨，为人师表！

恩师虽去，他的风骨永在，他的教诲

永存，他的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诲人不

倦的博大情怀仍在激励着我不断进取。

学业未竟，励志前行，推广研究成果，普惠

天下庶民，我会继续

自己的事业，以告慰

含笑于九泉之

下的先生。

恩师远去 教诲永存
——追思著名语言学家张静先生

□齐川红

新野县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千年古

城。刘、关、张从这里出发到南阳三顾

茅庐请来了诸葛亮，从此拉开了魏、蜀、

吴三国的序幕。这里有三国许多美丽

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新野板面一直流传

到现在，是新野县一道传统、具有历史

渊源的地方面食，其爽口、筋道、耐嚼、

香辣，闻名于宛洛以及荆襄等周边县

市。

新野板面流传至今已有1800多

年了，不是哪一位烹调名家，也不是哪

个美食家制作的，而和三国赫赫有名、

脾气暴躁粗鲁的张飞有关，可以说是张

飞无意插柳而成，所以又叫张飞板面。

东汉末年，刘表派刘备带着关张赵云屯

兵新野，抗拒曹操，守护北边门户。刘

备为了兴复汉室，发展势力，每天命令

关张赵云操练士兵。一天，张飞和赵云

舞枪弄棒，较量武艺，没到晌午肚子就

饿得咕噜噜直响，人也没了精神，他说：

“不比了，吃了饭再比。”

张飞大踏步来到伙房，大叫：“饭

好了没，饿死俺老张了。”火头军正在

擀面条。张飞一见他慢腾腾的就上

火。他练兵比武体力损耗大，饭量也

大，吃得再多、再饱，也总是饿得快。

张飞的暴脾气上来了，推开火头军，

抓住发面就在案板上摔打，面越摔越

结实、越硬爽。这时锅里的水开了，

他顺势把面拉成条丢进锅里。熟后

筷子一穿，捞了一大碗，拌上作料。张

飞吃得津津有味，他觉得筋道、口感也

好，又吃了一碗。吃饱后，又和赵云练

习武艺。奇怪，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容易

饿了。第二天就叫火头军照做，以后行

军打仗 ，成了每天必吃的美食。渐渐

地，也从军营传到了民间、街头。这就

是新野板面的来历。

多少年过去了，经过历代厨师的

反复研制、琢磨、改进，新

野板面的名气越来越大。

新野板面独特的风味，必

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面

必须得好，取优质小麦精

粉，按比例用食盐、水加以

搅拌，和成面团，反复揉

搓，至筋道，再经过反复揉

条摔板，直至触摸如丝绸、

手扯有拉力、提起似瀑布、

摔板时噼啪作响。二是臊

子，这臊子，一般以牛羊肉

为原料，配以辣椒、茴香、

胡椒、花椒、八角、桂皮等

20 多种作料炒制而成。

香而不腻、辣而不辛、咸而不涩，味道

鲜美。两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有面

无臊，画龙无睛，有臊无面，华而不

实。在日益追求生活质量、品味美食

的今天，新野板面更具魅力，不仅吸引

着本地食客，也吸引着外地人慕名而

来。

漂泊外地的游子更是念念不忘。

一位同学曾说：“我最想吃的是咱老家

的新野板面。”那长长筋道的新野板面

啊，是游子回味悠长的绵绵不绝的乡

愁。

新野板面
筋道又耐嚼 爽口又香辣

□李长顺

相州皮渣，就是安阳皮渣。

是河南省传统的地方名菜，安阳

“三宝”之一，香而利口、脆而解

腻。

皮渣的相貌，是不那么中看。

皮渣的名字，是不那么中听。但是，

外地朋友来安阳看到皮渣，请千万

不要犯以貌取人的错误；听见或看

见皮渣的名字，更不要闹以名量物

的笑话。

相州皮渣诞生于何年何代？四

姥姥和奶奶时常争论不休。四姥姥

说，皮渣的岁数，比姥姥的姥姥年龄

还大，大明朝彰德府时就有。府城

里有家穷人来亲戚，面缸无面、米缸

无米，只有一把碎粉条、半碗芡粉

面。马上该吃晌午饭了，急得不知

咋好的主人，搜罗出一些碎粉皮。

把碎粉条、芡粉，加水和成一坨子，

上笼蒸，切成块，蒜汁蘸着

吃。亲戚大呼，“好吃。”“这

叫啥吃食？”主人随口说：

“这叫皮渣，专门给亲戚们

做着吃的。”好吃又省事的皮渣，在

彰德府流传开来。

奶奶爱和四姥姥磨牙。奶奶对

我说，听好喽、记住喽。故事没错，

朝代不对。皮渣这东西，比祖奶奶

的祖奶奶的祖奶奶的年纪还大。大

宋朝三朝元老知相州的韩琦时，水

冶人韩琦在相州时，就有皮渣。要

不咋叫相州皮渣？老姊妹俩的说法

不必当真。相州皮渣不好听、不好

看，但是好吃才是不争的事实、争论

的底气。

这么说来，相州皮渣的资格，比

我老得多，已经度过了千百年的时

光。如果论辈，它属于白胡子老爷

爷的白胡子老爷爷，还往上多少辈，

算不清。我知道它好吃不贵，我知

道安阳人都喜欢它物美价廉，这就

够了。具体多大岁数，管它呢。先

吃饱了再说。其实，吃饱了喝足了，

谁还管它多大岁数呢。

皮渣的皮，指的是味道。筋道、

有口劲，近似于蹄筋、皮冻。皮渣的

渣，说的是原料。粉芡团结碎粉条，

虾皮提味。

安阳城里城外，家家都会蒸皮

渣。

皮渣的为人没得说，它具有甘

当配角、甘为绿叶的精神，酥肉、丸

子、鸡块、排骨，它都不嫌弃；腐乳

肉、方子、条子，它也不吭不哈。安

阳人吃皮渣吃出了花样、吃出了水

平，有皮渣烩菜、生煎皮渣、凉拌皮

渣、酸汤皮渣等。

以前吃的是绿豆粉条、绿豆皮

渣。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红薯粉皮

渣、土豆粉皮渣。

皮渣，平民美食中的贵族，常常

登上大雅之堂。就连袁世凯隐居彰

德，宴请达官贵人，也少不了皮渣。

这是袁府家宴离不开的美食。这是

京城官员们吃了还想来，下次来了

还要吃的美味佳肴。

现在的皮渣，继续领衔安阳小

吃三宝：“皮渣、血糕、粉浆饭。”只是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资大大

丰富了，一般不再自己蒸了，而是去

市场上买。

人不可貌相。人不可轻视小

吃。皮渣，安阳人酷爱的小吃，已融

入安阳悠久的文化之中，创造了小

吃的历史。

相州皮渣
香而利口 脆而解腻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
深入开展安全稳定大排查
近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按照安

全生产的各项工作要求，对辖区企业、工

地、商户开展全方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

改时间、逐项销号，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

类安全事故发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同

时，充分发挥网格员社会治理神经末梢作

用，排查梳理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对不稳

定因素和苗头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切实做

到风险排查到位、矛盾化解到位、责任落实

到位。 （王新歌）

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
助企出实招
2月18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

事处组织辖区内8座商务楼宇负责人召开

会议，正式成立商务楼宇楼事会联盟，打造

信息畅通、资源集聚、服务精准的助企体

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激发活

力、增强动能。

据了解，此次成立商务楼宇楼事会联

盟，旨在联动各楼宇楼事会资源，构建“三

级协同、多方联动”的助企工作机制，形成

多样服务、多点共享、多方受益的“商务楼

宇生态圈”，从而为企业创造新条件、注入

新动能。 （李晓东）

多措并举治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为助力辖区规范交通秩序，今年以

来，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定期开展非

机动车治理行动，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

通过多项有效举措，进一步规范非机动车

停放，为群众营造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

环境。 （杨丹）

“六防六促”保民安
近日，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采取多项

措施，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六防六促”专项

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该局以“三零”平安创建为牵引，以“一

村（格）一警”机制为载体，以构建和谐稳定

社会为目标，认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紧紧围绕防情感纠纷促人际和悦、防家庭

纠纷促家人和睦、防邻里纠纷促社会和谐、

防债务纠纷促经营和顺、防物业纠纷促小

区和美、防疫灾纠纷促群众和康开展矛盾

纠纷大排查、大化解，通过扎实工作，做到

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给群众送

去温暖，为群众排忧解难。

截至目前，该局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10起，其中家庭纠纷两起、物业纠纷1起、

邻里纠纷3起、债务纠纷4起，化解率达到

了100%，有效防范了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维护了辖区的安全稳定。 （张梦文）

锦旗显真情 浓浓警民情
2月25日，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镇孙

刘赵村村民孙某来到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送上一面写有“温心又贴心

警民一家亲”字样的锦旗，表达对事故科民

警的感谢之情。

1月26日18时许，孙某驾驶三轮车行

驶至107国道孙刘赵村路口时被一辆小型

轿车追尾受伤，车辆损坏。事故科值班民

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的孙

某从三轮车驾驶室救出，并拨打120将其

送到医院救治。

民警对事故现场进行详细勘查，快速

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及理赔方案。肇事车辆

驾驶人史某对交警快速作出的事故裁决表

示满意，愿意承担受害人孙某住院治疗费

用及相关损失。由于送医治疗及时，孙某

的伤情很快恢复。出院后，孙某特地制作

锦旗送到交通管理大队，这才发生了文章

开头的一幕。

（张梦文）

确保“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取得扎实成效
近日，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特殊警务

大队联合高铁站组织开展了一次反恐知识

宣传，模拟高铁站内暴恐警情快速反应进

行联合反恐防暴实战演练。

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许

昌高铁北站站内有1名歹徒持长刀肆意砍

人。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特殊警务大队接

到警情后，迅速组织巡逻警力到达指定地

点，与高铁站负责人进行沟通，分析研判现

场形势，并对围观人员进行疏散，对现场实

施保护、划定警戒带，对歹徒可能逃逸和反

抗的方位进行严密布控，最终实施抓捕并

成功制伏。

此次演练突出真实性、实战性，充分

展现了特警令行禁止、英勇善战的作风。

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许昌市建安区

公安局特殊警务大队民警始终保持高昂的

斗志，高度警惕，严密封控，圆满地完成了

演练任务。

（冯秋繁）

凝聚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合力
近期以来，长葛市石固镇凝聚攻坚

合力，在全镇开展“万人大整治”活动，着

力解决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怎么干、谁来

干、干得好的问题。截至目前，该镇29

个行政村（社区）累计出动机械1230余

台次，人工1.2万人次，清理垃圾1200余

吨，拆除违规建筑1500平方米，硬化路

面1700平方米，铺设下水管道3400米，

治理“天空蜘蛛网”1280处，全镇人居环

境大幅改善，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

增强。

该镇在各村组建了一支不少于10人

的“党员先锋队”或“党员突击队”，定期组

织清扫街道、清理沟渠、清运垃圾，集中攻

克难题难点；建立镇、村、组三级干部上下

联动的攻坚指挥体系，镇级抽调10名干部

设立专班，统筹推进全镇集中攻坚工作；村

级成立党支部书记、“三委”干部、后备干部

组成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实行台账式

管理；组级建立片区分包制度，村民组长带

头认领片区，做好精细化管理，确保村庄各

处有人负责、有人履责。

（刘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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