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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群众文化活动安排

序号

1

2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举办单位

4月8日~12日 源汇区广场舞骨干培训班 森林公园东门广场 源汇区文化旅游局

4月8日~8月31日 学习强国做学霸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享福利

4月8日—6月 2019年漯河市文化馆公
益培训春季班

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 2019年4月8日

神州鸟园、河上街
源汇区委宣传部

河上街景区
3

4月11日~5月11日4 “中原古韵”—河南民俗摄影
精品漯河市巡展活动

市文化馆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文化馆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4月14日15:00、
16:30

“幸福漯河少年梦”优秀影片
公益放映活动

市人民会堂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5

营房街：营房早不见 唯余街名在
品箫的艺术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提起营房，总会让人联想
到一排一排整齐的军营。在市
区有这么一条小街，它就以

“营房”为名。那么，这条街
为何被命名为“营房街”呢？
近日，就此记者进行了探访。

以前不叫营房街

近日，记者来到市区巴山
路与海河路交叉口，随后沿巴
山路向北行走，走了没多远，在
道路西侧找到了营房街。小街
约有 150 米长，5 米宽，东起巴
山路，西至营西路，水泥路面。
小街两侧除了寥寥几家商铺，

其他的均为居民住宅。记者在
小街上走了几个来回，没找到
任何与营房有关的元素。

那为何这条街被称为营房
街呢？在小街路口有一位老人
正在休息，记者走上前与他进
行交谈。“这条街以前不叫营
房街。”老人说，他姓程，今
年八十多岁了，家就住在营房
街。

“这条街以前叫营西路，
东边的这段巴山路才是那个时
候的营房街。”老人告诉记
者，顺着巴山路向南，过了海
河路之后的那段巴山路，早些
时候叫新街，“现在这条路改
名成了巴山路，以前的营西路
成了现在的营房街。”

曾经驻有城防营

老人告诉记者，这个地方
以前的确是营房。“就从这条
营房街往北有一百多米的距
离，这一大片都是营房。”老
人说，曾经营房的东侧就是现
在的巴山路，南侧就是现在的
营房街，西侧则为现在的营西
路。

“当时有部队在这里扎营
训练，还有个大操场。”老人
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有部队在
此扎营，所以这条路才被称为
营房街。记者沿着巴山路向北
走看到，除了营房街，还有营
房北一巷、营房北二巷、营房
北三巷等几条小街。当年部队
在此驻扎的痕迹早已不见，只
剩下如今浓浓的生活气息。

记者从市民政局地名办获
悉，据《郾城县记》记载，清
朝时该地驻有城防营，所以群
众俗称这条街为营房街。

一、清虚与淡远——箫性
我国古代文化，无一不受

道家的影响，清虚淡远正是道
家所推崇的最高精神境界。照
字面上理解，清是清静无为，
虚是虚无缥缈，具有一定的浪
漫色彩。淡是淡泊、清心寡
欲，远是远离尘世、超凡脱
俗。因此清虚淡远即构成了我
国古典音乐的最大特色，同时
也渗透到箫曲中，对箫的演奏
风格起到重大影响。

《霓裳羽衣曲》 在中国音
乐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而
箫曲《小霓裳》则恰如其分地
表达出这种浪漫色彩，非常符
合清虚淡远的意境。

在姜白石自度曲《杏花天
影》一曲中，由于连续六度上
行音调，使箫声充满了一种清
淡高远的意境，在秀丽清幽中
透出非常清新鲜亮的感觉。

二、哀婉与慷慨——箫情
“洞箫清吹最关情”。箫虽

然可以表达喜、怒、哀、思、
悲、恐、惊等各种情绪，但从
整体来说，表现喜悦欢乐方面
显然不如笛子那样嘹亮自如，
表现悲恸惊恐情绪时又远不如
琵琶、古筝那样激烈。可是，
箫在表现哀婉、慷慨的情绪时
却比其他乐器更胜一筹，形成
箫演奏的重要特色之一。

古曲《阳关三叠》表现了
唐代诗人王维送友人元二去西
北边陲从军时思绪万千，依依
惜别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诗
人对不合理征兵制度的幽怨和
愤懑。通过箫的演奏，我们将
会感受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愁别恨
和哀婉之情。

南宋著名词人辛疾弃登建
康赏心亭，曾写下了名篇《水
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表现
了他壮志未酬的感喟和叹息。
当我们用箫来演奏这支曲子的
时候，虽然无词，但仍然能感
受到词人内心的焦虑与波澜，
无言的慨然之情溢于言表。

三、飘逸与凝重——箫形
箫不仅可以表达各种情

感，并且还擅长表达各种人物

和天、地、山、水的运动和形
态美。尤其是在速度稍快的音
乐中，叠、打、颤、赠等技巧
都会给我们留下潇洒、飘逸的
印象。在著名古曲《春江花月
夜》 中 《渔舟唱晚》 一段音
乐，箫的独奏惟妙惟肖地表达
了渔夫站立船头，轻舟慢桨、
引吭高歌，既充满了诙谐愉快
的情趣，又刻画出渔人悠然自
得的形象。

箫的飘逸感虽说有一定的
局限性，但它却具有非凡的凝聚
力和概括力。箫具有的忠厚长
者及君子之风，恰恰赋予它特有
的总结能力和使人感到三日绕
梁而不绝于耳的底蕴。古曲《梅
花三弄》的开始部分，就是展示
箫的凝重气质最好的范例。

四、高风与亮节——箫品
我国古代对于乐器历来讲

求一个“品”字，即所谓“乐
品”。什么叫乐品呢？就是该
乐器天生所具备的基本品质。
当然，也包括它在音乐表现上
的层次和品位。严格地说，箫
的精神档次是很高的，文化底
蕴是很深的。

最说明这一点的是：中国
人演奏箫这种乐器时一般不叫

“吹箫”，而尊称为“品箫”，
这个“品”字，应该是品位之

“品”，品德之“品”。因此，
箫的品位高，关键还在于吹箫
人在道德修养、气节情操方面
要具备高水平。中国有句古语
曰：“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
可焚不能毁其节。”古人拿竹
节比喻人的气节的诗词很多，
历代文人都认为竹制的箫也应
该具有竹的不曲不屈的个性和
节节向上的气概。因此我们学
习箫演奏的同时也应该注重自
身的品德修养。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