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的十月，是个收获的季节。九月
间，宁陵刘腾龙毛笔跨出国门远赴德国，
笔庄上下沸腾起来，激情的员工们正在为
省内外飞来的订单忙碌着……

千载毛笔 世代嫡脉传承
刘腾龙毛笔源于秦将蒙恬，传自汉高

祖十世孙刘彦。刘腾龙是刘氏制笔六十二
代传人，清道光年间，刘氏先后在京津开
设笔庄，制笔名匠刘腾龙即名满京津。咸
丰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
攻陷大沽，京津罹祸，为了避难，咸丰八
年 （公元一八五八年） 刘腾龙携全家迁至
归德府宁陵县城，以笔为业，开庄设店，
立号为“刘腾龙笔庄”。

光绪十二年 （公元 1886 年），刘腾龙之
子，笔庄第二代传人刘东楼接管笔庄。宣
统二年 （公元 1910 年），归德知府万本端用
过刘腾龙笔庄的毛笔后，赞不绝口，亲自
为刘腾龙笔庄题写门匾和笔幌。现门匾遗
失，仅存“笔幌”和“笔笼”，成为刘腾龙
笔庄在宁陵立业行商的历史见证。

1948 年 11 月，宁陵解放。笔庄由第四
代传人刘家祥掌门，其二弟刘家骥、三弟
刘家庆共同经营。在“土改”时，县委书
记兼县长索天桥指示笔庄：“要在半月内赶
制两千支小楷笔，以供全县土改填证之
用。”接此任务后，笔庄全家人齐上阵，两
千支东坡鸡狼毫小楷笔如期送到县委、县
政府。

后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书写工具的
更替，传统的毛笔受到极大的局限，1962

年全家迁回祖籍，但刘腾龙后人仍操祖先
传下的手艺。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兰亭毛
笔不仅在商丘七县一市有销售，辽宁、山
东、江苏、河南各县市也有其毛笔经营。

刘氏腾龙毛笔世代传承，至今已传六
十八代。二千多年来刘氏毛笔经历了多少
战争风云、朝代更替，但始终流传有序，
而且工艺质量更加炉火纯青。

精湛技艺 匠人手工制作
宁陵县刘腾龙笔庄是中原毛笔生产基

地，又是毛笔制作世家，从选毛到成品全
凭手工，刘腾龙毛笔始终以“长做深栽”
为根本，做出的毛笔不光笔的周身有力，
而且笔杆内也有笔力。

“纯紫尖”小楷笔以紫尖顶峰、羊毛贴
峰、青麻为衬、马毛护身，经过一百二十
八道工序制成，虽说个头不大，可它是刘
腾龙笔庄的当家产品。纯紫尖与浙江湖州
王一品笔庄“七紫三羊”在用料、制作、
形状、用途如同孪生姐妹，享有“南湖北
刘”之美誉。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艺术
大师欧阳中石用“纯紫尖”小楷笔书写道
德经，其笔得心应手，欧阳中石先生亲自

题写“刘腾龙笔庄”五个大字。
“玄鸟”毛笔是羊毫中的一种，问世后

深受书画家的酷爱，浙江书法家李祖戏先
生闻知河南宁陵刘腾龙笔庄生产的“玄
鸟”毛笔，一笔三用，特来电订购一百五
十支。

“商之颂”套笔以弘扬商丘古老文化为
主题，推介和传播华商文化而量身定做的
一款毛笔。笔庄精心设计出型号不同三支
毛笔，选上等东北三省的黄鼠狼尾毛、江
浙一带的山羊毛、新疆吉林灰鼠尾毛、青
岛猪鬃等动物毛料，经过匠师的精工细作
而成。“商之颂”套笔善书真、草、隶、
篆；宜画山水、花鸟、人物，受到书画家
及艺术界人士的赞誉。

一支合格的毛笔需要八十多道工序，
全凭手工操作和经验积累。其关键环节的
制作工夫，其它传统手工业都难以与制笔
技艺相比，这也是刘腾龙毛笔世代祖业相
传、外人很难渗透的原因之一。这种软文
化和“潜规则”，构成了毛笔制作工艺内核
和笔庄文化灵魂!

破茧成蝶 发展文化产业

2009 年，刘兰亭在子女的努力下，重
新在宁陵县工商局注册登记“刘腾龙笔
庄”，并吩咐儿子刘应璋，让“刘腾龙”商
标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在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宁陵父老乡
亲精心的呵护，3 月 25 日 （农历二月二十
九日） 沉睡四十七年的“刘腾龙笔庄”在
宁陵这片热土上挂牌恢复。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笔庄潜心研制一
款“天地万物一体”六支装天地套笔。《呻
吟语》 是宁陵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的
著作，笔庄聘请专家，由史继明县长组织
整理标注吕坤著作 《呻吟语》 一书，该书
以文言文带注解和插图，采用千年宣纸古
法印制线装本。取天地万物一体之意，配
吕坤名著 《呻吟语》 一书，形成了古今文
化的结晶。此笔具有使用、阅读和收藏价
值，“天地”套笔已进入中南海。

2009 年“中原文化宝岛行”期间，时
任中共商丘市委书记王保存随团去宝岛台
湾。12 月 17 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
台北圆山大饭店会见了王保存书记一行，
王保存将刘腾龙笔庄生产的“笔墨”套
笔，以河南礼品赠送给台湾亲民党主席宋

楚瑜。宁陵刘腾龙毛笔为两岸沟通和文化
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首届跨文化汉字国际研讨会，10 月 19
日至 22 日在郑州黄河迎宾馆举行。郑州大
学、上海交大、越南汉喃研究所、韩国庆
星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日本北海道
大学、中国文字博物馆等十三所院校及馆
所参加，共同切磋东亚碑刻、汉字及文献
的研究。

中国·宁陵刘腾龙笔庄为韩国著名书
法家金炳基教授特制“商之颂”套笔，此
笔由刘腾龙笔庄第六代传人、公司董事长
刘应璋，用他二十六年的制笔经验亲手匠
心制作。

10 月 20 日，庄主刘兰亭与刘应璋驱车
到郑州，由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陪同，在
黄河迎宾馆会客厅受到金炳基教授的热情
接待。庄主刘兰亭将“商之颂”套笔呈现
在他面前时，金炳基先生仔细的鉴赏每一
支毛笔，并赞扬和感谢刘腾龙笔庄为他特
制的精品毛笔，表示回韩国后用刘腾龙毛
笔书写作品寄给笔庄，随后，金炳基总监
与庄主刘兰亭合影留念。董事长刘应璋将
笔庄生产的“中华情”套笔以中国文化礼
品赠送给韩国书艺 （法） 杂志社协会理事
崔名谨先生、韩国全北大学教授李京勋女
士。河南省宁陵县刘腾龙毛笔又一次走出
国门，跨入韩国，为两国友谊发挥了一定
作用。

刘 腾 龙 毛 笔 走 进 中 南 海 、 赴 宝 岛 台
湾、跨入韩国、远赴德国，国务院来函称
赞，成为商丘乃至河南的文化品牌。

跨入韩国的“刘腾龙”
□ 本报记者 高会鹏

“忠烈文化”的源头是沧桑睢
阳、忠烈之城，也就是从帝喾都亳
肇始，迄今 4300 余年的商丘城市之
源——商丘古都城。

一、“沧桑睢阳”沿革与地望
据《归德府志》和《商丘县志》

记载，公元前 24 世纪，五帝之一的
颛顼帝驾崩，高辛氏立，是为帝喾，
都亳（今商丘市睢阳区南四十五里
高辛镇一带），这是商丘及睢阳城
市有史记载之开端，迄今已 4300 余
年。

帝喾封长子契于商丘之地，是
商丘得名之始，《左传》：“陶唐氏火
正阏伯居商丘”即此，为商族人之
始祖。契（阏伯）的十三世孙汤，在
商丘建立了商朝，都南亳（谷熟西
南三十里或三十五里，地望在今睢
阳区冯桥、坞墙、宋集一带）。商朝
覆亡后，周武王封微子于宋，为宋
国，以宋（睢阳）为宋国都城，微子
乃宋姓之始祖。

商丘及睢阳设置郡县至今已
有 2200 余年历史，商丘历代曾为
国、郡、州、府。商丘古城所在之地
作为县级名称仅有三个：睢阳、宋
城、商丘县，是秦汉至当今，不间断
设置的县级行政区。

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 221 年)，
置砀郡睢阳县，属砀郡，因其位于
睢水北岸而得名。汉高帝五年（前
202 年）改制梁国，属豫州，睢阳为
梁国国都。东汉及晋因之。 220
年，魏文帝裁梁国，置梁郡。十六
国南北朝时继称睢阳，为梁郡郡
治。隋改睢阳为宋城，是梁郡治
所。唐至五代称宋城，为宋州州
治。北宋景德三年（1006 年）升宋
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建为南京。

南宋绍兴二年（1132 年），金朝
所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将宋朝南
京降为归德府，是归德府设置之
始。元代继为归德府治，明初降府
为州，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升州
为府，始置商丘县，设归德卫，清为
归德府治，并设镇守使署。

民国年间，商丘县先后为河南
豫东镇守使署、河南省第二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等军政领
导机关所在地。1948 年 11 月商丘
解放后，中共豫皖苏第一地委、专
员公署、军分区均驻地商丘古城。
1952 年，商丘专区党、政、军领导机
关迁往朱集（今商丘市梁园区）。
1997 年，国务院批复商丘撤地设
市，同时，撤销商丘县设立睢阳区，
行政区划相应调整。2003 年，商丘
市党、政、军领导机关复迁睢阳区。

睢阳，地处鲁、豫、皖三省要
冲，为中原腹地。古代黄河、济水
流经本辖区道口北，南有睢水（通
济渠、汴水）穿境而过，所处地位

“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
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
障东南，襟喉关陕”。特殊的地理
位置，特殊的水系条件，造就了睢
阳如此悠久的发展历史。

从睢阳的沿革史可以看到，睢
阳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从帝喾都亳
开始，睢阳就已经出现比较大的城
市。此地为何称睢阳呢？是因为
城市位于古睢水之阳而得名。睢
水是一条属于淮河水系的河流，流
经淮北平原的中心地区。睢水、淮
水、泗水、菏水相互沟通在一起，构
成淮北平原地区的水系网，所以睢
阳城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

千年岁月，沧桑睢阳。睢水、

大运河通济渠虽已经淹没，黄河虽
已改道。商丘及睢阳城市的历史
文化更迭不断，但城市交通区位始
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位于历史
上的古睢水之阳（北）。

二、史上著名御城战回眸
睢阳向来为豫东重地，以其独

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物产资源，
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史可考
者，自周桓王元年（公元前 719 年）
宋郑之战到 1948 年人民解放军解
放商丘，发生重大的御城战役三四
十次之多，小战役不计其数。据
《归德府志》和《商丘县志》记载，睢
阳古城有数次较有影响的御城战
役。

之一：春秋城下之盟。东周的
春秋时期，齐、晋、楚、秦等大国争
霸，小国依附大国，以求苟安，大国
唆使小国，互相攻伐，战争频繁，周
定王十二年（前 595 年）九月，楚庄
王兴兵攻宋，自是年秋至次年 5
月，围城九个月，薪尽粮绝，宋国城
内“析骨为炊，易子而食”，楚军粮
草亦尽，宋将夜入楚营，会见楚军
主帅，双方订立盟约，楚国撤兵，宋
军围解。

之二：西汉平定七国叛乱。汉
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年）吴王刘
濞，楚王刘戊等七国国王联兵反
叛，时分封在睢阳的梁孝王刘武，
坚守睢阳，对叛军进行了顽强抵
抗，多次打退叛军进攻，吴楚叛军
在睢阳城下相拒三月，粮尽兵疲，
最后一战而败，刘濞、刘戊被部将
所杀，七国之乱最终平定，梁孝王
刘武起到了决定作用。这次战争
沉重打击了割据势力，维护了汉王
朝的中央集权。再加上窦太后对
刘武的宠爱，才有了中国历史上传
唱千年“三百里梁园”的佳话。

之三：东汉光武伐梁。建武元
年（公元 25 年）六月，刘秀称帝，建
立东汉，当年十一月，刘永亦称帝
于睢阳（刘永当时为梁王），这样刘
永就成了同刘秀争夺天下的主要
对象之一。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
刘秀率部攻打梁军，并围困睢阳。
睢阳被攻百日，城内粮草断绝，刘

永弃城出走，不久被部将斩首，汉
军占领睢阳，刘永想以睢阳称霸天
下的梦想最终破灭。

之四：唐代睢阳之战。睢阳之
战是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一场著
名战役。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
正月，叛军为了打通睢阳南下江
淮，派大将尹子奇率兵 13 万夺取
睢阳。 睢阳太守许远求助于雍丘
（今河南杞县）防御史张巡。张巡
自宁陵率兵 3000 进入睢阳，合兵
6800 人，在睢阳人民支援下，开始
了艰苦卓绝的睢阳之战。张巡负
责军事指挥，许远负责后勤保障，
战斗连续 16 昼夜，毙伤叛军 2 万余
人，守军士气大振。张巡等坚守了
10 个月，大小战斗 400 多次，杀敌
12 万多。其间，城中的战马、麻
雀、老鼠、树皮、草根、纸、茶等能吃
之物全部吃光，兵士仅余 400 人，
终因饥饿、疲惫至极，无力再战，城
池沦陷。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将
土被俘后骂敌不绝，英勇殉国。睢
阳之战以少胜多，阻住了安史叛军
的南下，保全了江淮，为平定“安史
之乱”立下了大功。睢阳之战，宋
州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在战后半个
世纪的时间里，经济仍很凋敝，人
口难以恢复，《全唐文》记载：“自东
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
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资贼。”
城破时，城内仅有的四百居民也全
部被叛军屠杀，至此，原城内所有
官兵和居民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无一人投降。

之五：明末闯王两破归德。据
史料记载，明崇祯八年（1635 年）三
月，李自成和张献忠率义军数万，
围攻归德城，归德府的明军依仗城
池坚固，广设炮火，展开固守，一连
几天，义军仅攻破城郭，难近城堡
却伤亡惨重，遂撤兵向陕西挺进。
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载：“怀
宗崇祯八年春三月，流贼攻陷大
堤，死者万人”。崇祯十五年（1642
年）三月，李自成率义军 10 万攻打
归德。《明史》记载：“用放迸法攻
之，铁骑数千驰噪”。守军用炮火
向外猛烈还击，义军围城攻打七天
七夜不得破，战斗十分惨烈。因归

德 卫 外 援 被 义 军 切 断 ， 恰 在 这
时，城内地方武装和官府发生内
讧。“怀宗崇祯十五年三月，闯贼
陷城……同时死者，十余万人。”
（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史
称“壬午之变”。“壬午之变”对归德
地区影响很大，城池被严重破坏，
人口大量减少，经济严重滞后，到
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全县域人口
只有 6.2 万多人。

之六：捻军三打归德城。咸丰
五年（1855 年）三月，捻军首领张乐
行率领五万大军挺进归德，焚东、
西、北三关，猛攻府城不下，数天后
撤退。咸丰六年（1856 年）正月，河
南巡抚英桂驰抵归德，督办苏、豫、
皖三省镇压捻军，捻军大队人马包
围归德城，清兵凭城守御，捻军久
攻不下，柘城县令率兵千人赶来援
城 ，义 军 撤 退 东 进 。 咸 丰 九 年
（1859 年）十二月，约十万捻军拥至
归德城下，围攻归德，焚东、西两
关，知府孙鸣珂登城守御，发千斤
大炮，捻军损伤惨重，遂退至水池
铺。捻军虽三次攻打归德未果，但
捻军在豫东地区纵横驰骋几十年，
对当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产生深远影响。

纵观睢阳历史上的御城战役，
唐朝的睢阳之战是睢阳历史上影
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战役，
也是最惨烈最忠勇的一次战役。

睢阳之战是商丘地方志书中
记载最详细，最全面，所用文字最
多的一次战役。《归德志》（嘉靖二
十四年）、《归德府志》（乾隆十九
年）有关睢阳之战和张巡、许远的
记载有 10 多处，《商丘县志》（康熙
四十四年）有关记载次数更多，内
容更细，不下于 15 处，唐宋以来历
代名人雅士赞颂张巡、许远的诗词
文赋更是不计其数。足见睢阳之
战和张巡、许远等英烈人物在睢阳
历史上的位置和价值。

三、睢阳庙的变迁
张巡、许远在“安史之

乱”之时，坚守睢阳城，抗
击叛军，惊天地，泣鬼神，
为平息叛乱，匡扶大唐，立

下了盖世功勋，睢阳之战后，朝廷
旌表，民间敬奉。形成了以忠、义、
节、烈为主要内涵，以尽忠报国为
重要内容的忠烈文化及其信仰。
张巡、许远忠烈文化迅速在睢阳大
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十二
月，皇帝下诏，保赠张巡扬州大都
督，许远荆州大都督，南霁云开府
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
其子孙，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
为纪念张巡、许远等英烈，睢阳人
最早开始在城南七里通济渠南侧
建立睢阳庙，以祀张巡、许远，南霁
云配享，史称“双庙”，也叫“双忠
庙”，这是睢阳最早供奉张巡、许远
的祠庙，也是全国第一个供奉张
巡、许远的祠庙。后又建立“五王
庙”，增祀雷万春和贾贲。

宋大观年间（1107 至 1110 年），
又增祀姚誾，徽宗追封张巡为“忠
烈侯”，许远为“忠义侯”，雷万春为

“忠勇侯”，南霁云为“忠壮侯”，贾
贲为“忠济侯”，封爵姚誾为上公，
表其庙曰协忠。改“五王庙”为“六
忠祠”，也叫“六王庙”“协忠庙”。
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主薄柴叔
武率里人好事者，以为城南太远，
遂迁至睢阳城中，面照碧堂，徐琰
为之记。明永乐年间徙治东。弘
治十五年（1502 年）故于水。正德
年间徙今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知府陈洪范重修。崇祯十五
年（1642年）毁于战火。顺治十四年
知府丘正策重建。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年）署府卫辉，通判叶于乔重
修，后经多次重修。新中国成立后，
六忠祠被学校占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尚存“过厅”三间。另在院内存有明
天启年间商丘知县孙传庭为纪念张
巡、许远所立石碑一通，1992年该石
碑移到现张巡祠院内。

为满足海内外人士怀念，祭祀
张巡、许远等英烈的心愿，弘扬忠
烈爱国精神，于 1990 年 4 月成立了
商丘县重修张巡祠委员会，重修张
巡祠。现张巡祠占地 4.07 万平方
米，南北长 370 米，东西宽 110 米，
自南向北依次为广场区、建筑区和
墓葬园林区三部分。整个张巡祠
宏伟壮观，庄严肃穆。

历史上，中原地区屡遭兵患，
社会反复动荡不安，劳动人民的生
活十分凄凉，形成多次南迁的移民
潮，张巡、许远忠烈文化得以在我
国南部广泛传播，至今在江淮大
地，东南沿海，台湾及东南亚华人
居住区，供奉张巡、许远的庙宇不
计其数，信民数以万计，并演绎形
成民俗活动、民间舞蹈、古庙会等
表演形式，忠烈文化成为民众的一
种精神寄托和信俗文化。

张巡、许远因睢阳之战而彪炳
千古，威名不朽于竹帛；睢阳因张
巡、许远而名扬大江南北，长城内
外。睢阳，是唐朝睢阳保卫战的发
生地，睢阳庙是最早供奉张巡、许
远的地方，为天下供奉张巡、许远
庙的祖庭。睢阳自然成为张巡、许
远忠烈文化的源头。

从英雄到神明，张巡、许远忠
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中华
民族精神中忠义节烈的内涵，反映
出民众对英雄忠烈的尊崇和敬仰，
使之成为民族精神的表率和象征！

沧桑睢阳 忠烈之城
探析张巡许远“忠烈文化”之源

□ 白 鹏 陈士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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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写真

第 14 届中美电影节 10 月 30 日
在美国洛杉矶拉开帷幕，数百位
中美影视界人士参加了在好莱坞
里卡多·蒙塔尔班剧院举行的开
幕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在
致辞中表示，中美电影产业的合
作不仅给两国电影业带来繁荣，
也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中美电影节将庆祝两国在电影业
发展以及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与友
谊方面取得的新成就。

美国鹰龙传媒公司董事长、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韬表示，电
影节期间将有 500 多部中美影视作
品参展，电影节为促进中美文化
交流发挥了桥梁作用。

美国制片人协会国际委员会
主席伊丽莎白·戴尔称赞中美电
影节是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与相
互理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届电影节期间，组委会邀请
中美主流影视公司共同举办影视
高 峰 论 坛 、 中 美 影 视 合 作 研 讨
会 、 中 美 电 影 节 大 学 之 夜 等 活
动，还将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城
市的电影院线和放映场地举行中
美电影展映活动。

中美电影节于 2005 年由美国
鹰龙传媒公司发起主办，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举行。（据新华社）

第14届中美电影节
在洛杉矶开幕

“忠烈文化”的源头是沧桑睢阳、忠烈之城，也就是迄今 4300 余年的商丘城市之源——商丘古都
城。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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