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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博）近日，
“河南省博物馆主题旅游线路
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
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历史文化
主题博物馆、革命纪念主题博
物馆、自然科技主题博物馆三
条博物馆主题旅游线路，其中，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三门峡
市虢国博物馆上榜历史文化主
题博物馆旅游线路。

据悉，“河南省博物馆主题
旅游线路推广活动”由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办，
是 2023“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文化旅游季的一部分。该活动
旨在牢牢把握中央和省委关于
文物工作的战略部署，扎实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实施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

此次上榜的三门峡庙底沟
博物馆于 2021 年 10 月试运行
开馆，该馆共设置有 4 个展览，
第 一 个 是 基 本 陈 列《花 开 中

国》，第二个是临时展览《花之
蕊》，第三个是数字化展览《邂
逅庙底沟人》，第四个是专题性
展览《庙底沟记忆》。其中，基
本陈列《花开中国》以严文明的

“重瓣花朵式”为理论依据，以
历史发展轴线的顺序，讲述庙
底沟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影响，从
而揭示庙底沟在中华文明发展
中的主根脉地位，构建文化意
义上“最早的中国”。

虢国博物馆是依托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虢国墓地
而建立的专题性博物馆，虢国
墓地先后经历两次大规模考古
发掘，出土文物 3 万余件。该
馆展示了虢国墓地出土的车马
坑、墓葬遗迹，以及出土的青铜
器、玉器等文物，不仅能让游客
欣赏到精美绝伦的文物，而且
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考古遗址
现场，全面了解虢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等社会面貌。

8 月 11 日 ，第 十 一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在 北 京 揭 晓 。 杨 志 军

《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
程《本 巴》、孙 甘 露《千 里 江 山
图》、东西《回响》5 部长篇小说
获此殊荣。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
办，每 4 年评选一次。自 1981
年创立至今，十届茅盾文学奖
共评出 48 部获奖作品，在繁荣
长篇小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
经 典 、体 现 时 代 文 艺 高 度 、推
动 文 学 事 业 发 展 方 面 作 出 了

巨大贡献。
据介绍，第十一届茅盾文

学奖评奖范围为 2019年至 2022
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长
篇小说，参评作品征集工作于今
年 3 月 15 日启动，4 月 30 日结
束。5月 18日起，参评作品目录
向公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
后，确定参评作品 238部。

据 悉 ，第 十 一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颁 奖典礼将于 11 月中 旬
在 茅 盾 故 乡 浙 江 桐 乡 举 行 。

（余俊杰）

8 月 13 日，在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数字绘彩体验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可触摸式数字
屏上描绘彩陶纹饰。近年来，该馆不断探索“博物+科技”“博物+社教”等传播新模式，借助
最新数字化技术手段，增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感。 本报记者 宋杰 摄

循着“早期中国”的历史脉络，在追溯人类文明起源的
历程中，灵宝黄帝铸鼎原是无论如何也不容忽视的。它就
像数轴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
下”，说的就是位于该市西部 25 公里阳平镇境内的荆山黄
帝铸鼎原。至今，荆山上有古采洞遗迹，1998 年西坡遗址
的灰坑中也出土有铜矿石。特别是铸鼎原景区始祖殿内
的轩辕黄帝铸鼎碑铭，是国内发现的记述轩辕黄帝事迹的
最早碑铭。该碑铭并序系唐代虢州刺史王颜撰文、华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袁滋籀书，碑首部分残缺，但碑身尚保存完
好，碑文共一百三十七字，字迹多数清晰可辨。此碑是目
前国内研究炎黄二帝历史的重要史料，为现今国内发现的
专为记述轩辕黄帝事迹的最早碑铭，它相较于陕西省黄陵
县桥山黄帝陵前的石刻碑铭早了七百多年。

据当地群众口口相传，黄帝与正妃嫘祖在这里兴邦安
民，深受百姓拥戴，以至于黄帝“升天”被群臣百姓“拽靴”
不放。《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
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为纪念黄帝，人们拽下黄帝的衣冠靴子葬在荆山脚下
向北约 20 公里的黄土高原，被后人称为荆山黄帝陵。其西
端有一高 6 米、周长 42.5 米的土堆，即衣冠冢。衣冠冢的南
边有一处被红砖垒起来的一方空地，名叫升仙阁，也叫驭
龙阁、奎星楼，据说是黄帝骑龙升仙的地方。北面有条山
沟，名叫龙须沟，传说是龙须坠落之地。唐代诗人刘沧路
过铸鼎原时，曾发出“黄帝修真万国朝，鼎成龙驾上丹霄。
天风乍起鹤声远，海雾渐深龙节遥。仙界日长青鸟度，御
衣香散紫霞飘。唯留古迹寒原在，碧水苍苍空寂寥”的感
慨。全国著名文物专家许顺湛在实地考察之后欣然赋诗

《登铸鼎原》：“享誉夸涿鹿，功成铸鼎原。乘龙辞盛世，万
代祀轩辕。”

围绕黄帝铸鼎原，1999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
教授们，对荆山铸鼎原周围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全面调
查。同年 10 月中旬，中国灵宝黄帝铸鼎原与中华文明起源
研讨会在灵宝举行。这次会议之后，此地在全国考古界引
起广泛关注。

由于铸鼎原及其周围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这一地
区逐渐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早期中国”的重要地区。

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

“天下为公”意思是天下为人民所共
有。“民为邦本”即人民是立国之本。春
秋时期，老子在三门峡函谷关撰写《道德
经》，其中不少地方就体现了天下为公、
民为邦本的理念。

关于“天下为公”，《道德经》第二十
九章中说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
其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
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意思是说，
欲取得天下成为一国之主，我看是不能
成功的。天下是庄严神圣的，不可以按
自我主观意识进行作为，不可以为自己
执有。用强力妄为的，一定会失败；用强
力加以把持的，一定会失去。

他还时时告诫统治者要以民为本，
他 说 ：“ 故 贵 以 贱 为 本 ，高 以 下 为 基 。”

（《道德经》三十九章）意思是说，民众虽
然卑贱，但却是高贵的王侯赖以存在的
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因而老子
指 出 ：“ 圣 人 无 常 心 ，以 百 姓 心 为 心 。”

（《道德经》四十九章），即圣明的君主治
理天下，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百姓的意
志为自己的意志，根据百姓的需要和心
意来施政。老子要求统治者要时时刻刻
以 圣 人 为 表 率 ，对 人 民 采 取 谦 下 的 姿
态。他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
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意思是说，圣
人想要位居人民之上，必定要言辞谦下；
想要处于人民之前，必定将自身名利置
于人民后面。

二、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为政以德”是指以道德原则治理国
家，用高尚的精神、卓越的人格来引导教
化 百 姓 。 西 周 初 年 ，召 公 为 不 打 扰 百
姓，在甘棠树下处理政事，留下“甘棠遗
爱”故事。三国时弘农太守孟康政不扰
民 ，据《魏 略》记 载 ，孟 康 到 官 ，顺 从 民
意，为民谋利。出巡时，从不扰民，常令
吏卒带上镰刀割草喂马，不住驿站，而
露宿树下。若遇旧友来访，花费自出。
唐朝时崔郾为陕州观察使，不忍盘剥百
姓 ，常 拿 官 吏 的 俸 禄 来 资 助 进 献 的 费
用。朝廷一年征诏数万石粮食，还得运

到太仓。考虑到百姓运输困难，他就在
河的支流设置粮仓收粮，并设法将粮食
装入漕运船只。据《新唐书》记载，他治
理陕州政策宽松，经月不打一人。别人
问起此事，他说：“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
不暇，犹恐其扰。”意思是说，陕地贫瘠，
百姓穷苦，我抚慰他们还来不及，唯恐打
扰了他们。

“革故鼎新”是指除去旧的，建立新
的。作为完整成语，较早出处是唐张说

《唐中书令梁国公姚崇神道碑铭》：“夫以
革故鼎新，大来小往，得丧而不形于色，
进退而不失其正者，鲜矣！”713 年，三门
峡人姚崇被任命为宰相。他提出“十事
要说”，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
三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申述了自己
的施政纲领，得到唐玄宗的支持，用“革
故鼎新”来说姚崇再恰当不过。唐代三
门峡人杨於陵，每到一处任职，都针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改革意见，并付诸实施。
唐穆宗继位时，杨於陵出任户部尚书，针
对当时百姓的困苦和“钱荒”问题，提出
了财政税费改革建议，着手进行一系列
稳定物价、增加货币供应的措施，改进税
法，培植财源。明朝正统年间，盐政混
乱。明英宗派三门峡人耿九畴到两淮任
盐运司同知。耿九畴到任后，大刀阔斧
革除积弊，上奏良策，并得以施行。几年
后，耿九畴回卢氏料理母亲丧事并守孝
三年。两淮百姓怕耿九畴被朝廷调离，
竟千人联名上奏皇帝。皇帝答应了百
姓，守孝期满的耿九畴被提升为都转运
使（从三品），仍回两淮主政。

三、天人合一，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理念，反映
了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
系的认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体现了
老子“天人合一”的理念 。汉代河上公
在《老子河上公章句》中提出，“道”神通
广大，通行天地，无所不入。他发挥老子
思想，将治身与治国相结合，提出“道当
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北宋苏轼“雪
泥鸿爪”故事，则用另一种方式体现“天
人合一”理念。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
一诗中说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
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
计东西。”他把人生看作漫长的征途，在
一个地方停留就像万里飞鸿偶然在雪泥
上留下爪痕，然后就又飞走了；前程远
大，这里并非终点，何必过多计较。偶然
遭遇，不必在意，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
待人生。他用自然现象诠释人生，表现
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

“任人唯贤”指任用官员只以德才优
秀作为标准。秦穆公在崤山所作的《秦
誓》是春秋期间唯一一篇入选《尚书》的
文章。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崤之战
后，“缪（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肴（崤）
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穆
公在这里痛心疾首地表述了自己因不听
百里奚、蹇叔的话而导致惨局的懊悔之
情。他告诫子孙后代，作为一国之君只

要礼贤下士、虚怀若谷，善于使用人才，
即便你没有多少才能，也一样能将国家
治理好。五代十国时期，三门峡人高季
兴建立荆南国，这个国家虽小，但在十国
中存在年份却较长。其主要原因在于高
季兴及其子孙十分重视延揽人才，知人
善任。梁震是唐末登第的进士，要回四
川老家，路过江陵。高季兴得知后，立即
相见，为梁震的才华所吸引，请求留下，
并要为他到梁朝求官（当时荆南国名义
仍为梁朝管辖）。梁震认为自己是唐朝
进士，不做梁朝官员，但看到高季兴如此
爱才，就请求以白衣（不带朝廷官职）身
份为高季兴谋划。高季兴像对待先辈一
样对待梁震，言听计从。著名词人、《北
梦琐言》作者孙光宪也在荆南为他出谋
划策。原为朱温手下的大将倪可福等也
成为高季兴的亲信，这些人才在荆南国
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指自己努力上进，永不
懈怠，体现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厚德
载物”则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
也指有德行的君子以深厚的德行，来容
载世间的万物。二者均出自《易经》。

西汉时在函谷关发生的终军弃故事
一直激励着后人。据《汉书·终军传》，终
军从济南赴长安时，步入函谷关，守关的
官吏交给了一块用帛边制成的符信“繻”

（平常人出关时需要合符验信才能出关，
有一定身份的人就用不着）。终军说：

“大丈夫西游，何须凭它做回来的路证。”
弃繻而走。不久，终军获得朝廷重用，奉
使巡视郡国，执持符节出函谷关。守关
的官吏看到，惊讶地说：“这位使者就是
先 前‘ 弃 繻 ’的 儒 生 。”陕 州 城 古 有“ 墨
池”，宋代《太平寰宇记》中提到“张芝墨
池”：“张芝，字伯英，少好书，所居池水尽
黑，迄今尚有遗迹。”其实，张芝苦练书法
的事迹早在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就有
记载：“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
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
尽墨。”张芝由于书法上努力上进，从不
懈怠，才最终创立草书，被后人称为“草
圣”。

说起“厚德载物”，人们会想到，大禹
治水，斧开三门。《史记·夏本纪》说大禹
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终于
降伏水患。大禹治水，在三门峡留下砥
柱。千百年来，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惊涛
骇浪，砥柱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自
古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柳公权

《砥柱》：“禹凿锋鈚后，巍峨直至今。孤
峰浮水面，一柱钉波心。顶压三门险，根
随九曲深”盛赞砥柱。砥柱精神恰恰就
是厚德载物的象征。唐玄宗开元四年

（716 年），山东地区连续发生蝗灾。百姓
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
虫嚼食禾苗，满朝文武也是一筹莫展。
时任宰相的姚崇力主灭蝗。有人说灭蝗
恐 天 降 祸 ，姚 崇 说 有 祸 就 降 到 自 己 身
上。有人担心皇帝下诏会影响皇帝仁慈
名 声 ，姚 崇 提 议 只 用 宰 相 名 义 下 令 灭

蝗。他最终说服玄宗同意，并督促地方
官员抓紧实施，共灭蝗 14 万担。他捕蝗
的勇气、决心和才干，直至今日依然令人
肃然起敬。

五、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讲信修睦”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国
与国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亲仁善
邻”意思是与邻者亲近，与邻邦友好。

说起讲究信用，会让人想起这样一
件事。东晋义熙十二年（416 年），刘裕北
伐，挥师中原。晋军前锋进入弘农（三门
峡及其附近部分区域），占领渑池、灵宝
之 后 ，在 潼 关 受 阻 ，给 养 不 继 ，军 心 浮
动。主帅王镇恶决定就地动员民众，捐
献军粮。王镇恶这样决策，是因为他心
中有数。据《南史·王镇恶传》记载，王镇
恶 13 岁时，前秦统治瓦解，王镇恶流寓
在弘农，弘农人知道他是前秦名相王猛
的孙子，大多比较关爱他。他当时寄食
在渑池人李方家里，王镇恶感激李方，说
如果有一天得势，一定厚报。李方开玩
笑说，真有那么一天，不需要太厚重的报
答，让（我）当个渑池县令就够了。王镇
恶攻占渑池后，就到故人李方家，升堂拜
母，送上厚重的礼物，授李方为渑池令。
王镇恶与弘农人有这样的交情，而且知
恩图报，王镇恶部队又是他们天天盼的
晋军，所以王镇恶来筹粮，弘农人积极捐
赠，王镇恶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缺粮之
危。

“亲仁善邻”典故出自《左传》“亲仁
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历史上留下
两国交好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时期的

“秦晋之好”。三门峡区域处于两国沟通
的重要通道上，见证了“秦晋之好”。公
元前 654 年，晋献公将女儿许配给秦穆
公。秦穆公迎娶伯姬的路线就是从崤函
古道由西向东，到三门峡，从茅津渡渡
河，并原路返回。晋献公死后，国内动
乱，秦穆公送晋公子夷吾（晋惠公）回晋
主政，稳定晋国，救灾送粮，后来又将自
己 女 儿 怀 嬴 许 配 给 夷 吾 之 子 圉（晋 怀
公）。晋公子重耳（晋文公）回国前，秦穆
公将文嬴等女子许配他，帮他入晋主政，
成就霸业。“秦晋之好”一直持续到晋文
公去世才结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载，博大

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丰富的哲
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
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
设提供有益启发，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
合。其中的三门峡智慧，我们更熟悉，更
有感悟，在实践中要认真践行“两个结
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
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
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三门峡智慧
本报记者 刘书芳

为丰富孩子们暑假生活，了解古树相关知识，8 月 10 日，义马市东区街
道苗元社区组织孩子们前往该社区方家组参观古树。据悉，该榉树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属国家一级古树。因榉和举同音，历代科考者多来拜谒此
树，祈愿“中举成材”，同时，此树皮、叶皆可入药。 本报记者 任志刚 摄

河南发布三条博物馆主题旅游线路

我 市 两 家 博 物 馆 上 榜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灵宝黄帝铸鼎原：

点亮“早期中国”的文明曙光
姜涛

体验数字绘彩

参观古树 学习知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
理论的“根”，“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尽
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
源不同，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
故鼎新、天人合一、任人唯贤、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
契合性。就此，记者走访专家学者，查
阅大量资料，深感三门峡历史悠久、文
化厚重，三门峡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从中找到契合
点，并应用到工作中去，用实际行动践
行“两个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