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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文化视点

烹一壶茶，焚一炉香，在袅袅幽
香中研习、交流传统文化……每周日
下午，在位于三门峡甘棠苑的甘棠书
院内，涵盖琴、棋、书、画、诗、酒、茶、
花、礼等内容的雅集都会如期举行。

“除了每周的雅集，我们每月还
会举办传统节日民俗活动，每年定期
研习传统香仪，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能切身感受香文化的魅力。”雅集
发起人筝歌说。

筝歌，三门峡汉服社创办人，自
2011 年起，她便投身于香文化的研习
之中。10 余年来，她坚持围绕古筝、
汉服等文化元素，以香文化为纽带，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让
众多参与者在岁月流转中，感受香文
化与传统节日、节气的交融之美。

“二十四节气中，每个节气都有
独特的自然气息和人文内涵，也可以
有对应的香气表达和制香配方。”筝
歌表示，每年，她都会根据二十四节
气研制 24 种香品，这既是一种文化传
承，也是一种生活美学，而制香、用
香，更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

选材、炮制、研磨、合香、压香……
不同种类的质朴香材，需经过多道程

序和耐心等待才能华丽转身，成为符
合现代生活需求的香品。当线香燃
起，馥郁芬芳便在高温中缓缓释放，
而温润含蓄的香珠手串，仅凭体温就
可散发悠悠暗香。每种香品都各有
其趣，每缕香气背后都寄托着人们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

为了让更多人体会到香的独特
魅力，多年来，筝歌和她的三门峡汉
服社香事小组成员走进幼儿园，教孩
子们制作香包；面向社会开设中华文
化公开课，并设置 6 个授课点公益授
课；参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2023
河南三门峡文化旅游（西安）推介会，
展演传统药香手工制作技艺……如
今，香文化与饮茶、插花等生活方式
结合得愈发紧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群体的喜爱。

“未来，我们还会更多地运用三
门峡本地的菊花、连翘、艾草等地道
物产，创造出更具地域特色的香品。”
筝歌表示，她会继续为香友们搭建交
流 展 示 的 平 台 ，让 更 多 人 走 近 香 文
化，以嗅觉来感受季节轮回之美、草
木 花 香 之 姿 ，品 味 生 活 的 美 好 与 宁
静。

戏曲演出 文化惠民
连日来，渑池县积极开展“送戏到基层”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

生活。图为 12 月 12 日，该县“戏苑春秋”俱乐部演员在城区新华大
道桥下梨园文化广场演出。

王家臣 摄

本报讯（记者任志刚）12 月 12 日
上 午 ，由 中 国 邮 政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义
马市分公司和同心堂大药房联合主
办，义马市书法家协会、义马市老干
部书画协会与义马市邮储银行银杏
路 分 行 协 办 的“ 墨 香 四 溢 健 康 同
行”书法比赛活动举行，吸引了众多
书法爱好者积极参与。

“诚信赢天下”“智慧金融”……
一幅幅真草隶篆诸体兼具的作品赢
得 了 大 家 的 称 赞 ，义 马 市 邮 政 分 公
司 客 户 、同 心 堂 大 药 房 会 员 以 及 广
大 书 法 爱 好 者 齐 聚 一 堂 ，共 同 挥 毫
泼 墨 ，用 笔 尖 抒 发 着 对 美 好 健 康 生

活的向往。
经过认真评比，最终选出了优胜

奖 8 人、优秀奖 12 人。获奖者不仅获
得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更在活动中进
一步感受到了书法艺术的魅力，同时
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 这 次 书 法 比 赛 活 动 的 成 功 举
办，不仅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
示自我的平台，也为推动义马市文化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
以后将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来。”义马市书协主席侯建
伟说。

可以雕冰龙、打铁花、舞火壶，也可
以从“飞天仙女”摇身一变成为“京剧花
旦”……自媒体创作者“九月”的视频作
品，让众多网友叹为观止。在文化形式
如此丰富的今天，这位湖南姑娘为扎根
乡野大地的老技艺带来新的观赏热度，
让网友真切感受到民间艺术的魅力与
精髓。

民间艺术根植于农耕文明，其创作
源 泉 多 来 自 寻 常 生 活 ，凝 聚 着 集 体 的
智慧，彰显出地域的特色，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活态表达与生动载体。网

友 关 注“ 九 月 ”的 视 频 ，更 多 的 是 感 佩
于这种地域特色与艺术呈现所诠释的
审美价值，这种将自然、民俗与艺术融
为一体的形式能够触发人们心底的美
感 ，唤 起 共 通 的 情 愫 。 在 互 联 网 传 播
的 助 推 之 下 ，原 汁 原 味 的 表 演 与 广 阔
天地有了连接，让好手艺能够走出“闺
阁”、拥抱世界。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民间艺术
创造了另一番新天地，在人人手握“麦克
风”的新媒体时代，只要内容够“格”，便
会有更高的触达率、更强劲的传播力。

数字化太极拳、屏幕上的川剧变脸、景泰
蓝技艺数字化体验……科技赋能与创新
驱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
展现。可以说，民间艺术的内涵与外延
虽然发生了改变，面临的可变因素不断
增多，但是融入生活的本质没有改变，对
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弘扬没有改变。唯有
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平衡，才能在转
化与发展中让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回归并
得到滋养。

扎根生活始终是主旋律，现代生活
方 式 为 艺 术 创 作 提 供 源 泉 力 量 ，反 过

来 ，这 些 依 托 现 实 创 作 的 产 品 又 可 以
反 哺 生 活 ，以 独 特 创 意 提 升 衣 食 住 行
的 品 质 。 借 助 互 联 网 打 造 新 场 域 、新
业态，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将时空变
量 转 为 受 众 增 量 ，或 可 为 老 手 艺 吸 引
更 多 新 受 众 ，让 流 量 沉 淀 为“ 留 量 ”。
技艺传承，人才为要。如今，无数青年
人 主 动 投 身 文 化 传 承 事 业 ，用 灵 巧 的
双 手 、精 妙 的 创 意 为 民 俗 文 化 传 承 弘
扬注入蓬勃力量，以诚心打动人、做文
化 守 护 人 ，为 老 手 艺 世 代 传 承 握 紧 关
键一棒。

“ 蔽 芾 甘 棠 ，勿 翦 勿 伐 ，召 伯 所
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出自

《诗经·召南·甘棠》一篇，诗中所说的
召伯即召公。

召公 ，姓 姬 ，名 奭 ，岐 山 周 原 人 。
据 史 籍 记 载 其 系 文 王 庶 子 ，周 公 之
兄 ，武 王 之 弟 ，周 成 王 的 叔 父 ，官 居
太保。其采邑在召地，位列周三公，
故 称 召 公 。 又 因 其 与 四 弟 周 公 旦 夹
辅 成 王 ，“ 作 上 公 ，为 一 伯 ”，又 被 称
为召伯。

三门 峡 市 所 建 的 召 公 岛 与 周 公
岛 毗 邻 ，因 左 有 周 公 岛 右 有 陕 州 古
城、苍龙涧河、青龙涧河穿插其间且
面 积 狭 小 、形 似 鸡 足 ，又 名 鸡 足 岛 。
踏 上 召 公 岛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即 为

“迎祥阁”，迎祥阁塔高 28.5 米，是我
市 为 了 纪 念 河 上 公 而 建 的 仿 唐 建
筑。冬日的午后登临迎祥阁，只见大
河东去，水波不惊。极目远眺，钟鼓
楼、古牌坊、宝轮寺塔历历在目，三门
峡市博物馆、天鹅湖大酒店掩映在苍
松翠竹间，金色的琉璃瓦若隐若现，
烟树迷离，宛若仙境。

沿回廊至塔西侧，放眼望去，大河
上下波光粼粼，一轮斜阳铺就河面，金
光四射，河岸边细沙柔软，泛着点点金
星，此情此景，忽然忆起此渡古名“太
阳渡”，此滩原名“万锦滩”，原陕州古
八景即有“金沙落照”。

千百年来，召公敬德保民、清正廉
洁的爱民情怀，深受后世敬仰和爱戴。

如果说周王朝的周公是政治权威
的话，那么召公则应该是西周历史上
的法制权威。

首先我们来解读《召诰》。

《史记·周 本 纪》中 记 载 ：周 公 代
理政事七年之后，还政于成王，成王
派 遣 召 公 营 造 洛 邑 ，召 公 随 即 赴 洛
邑（今洛阳），开展前期工作，经过认
真 的 勘 察 地 势 和 占 卜 问 卦 ，认 为 原
来 商 朝 的 城 市 中 心 区 域 属“ 天 下 之
中 ”，与 西 周 的 各 封 地 联 系 通 达 、交
通 方 便 ，即 决 定 建 立 新 城 作 为 周 王
朝 的 都 邑 ，名 为“ 成 周 ”。 今 天 洛 阳
的 唐 宫 路 、定 鼎 路 、天 子 驾 六 等 ，无
不 与 成 康 新 政 建 都 洛 邑 有 着 传 承 的
关系。

决定建都洛邑后，周公和召公率
领 平 定 三 监 之 乱 的 各 国 诸 侯 拜 见 成
王，同时向成王提出施行德政，爱护百
姓，继承发扬文王、武王开创的业绩等
举措。史官记叙了洛邑的营建设想和
召公的诰词，史称为《召诰》。国学大
师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一文中写
道：“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
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
义大法，胥在于此。”

《召诰》总计 487 字，大致主张可
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要敬天敬德，遵
敬王命；二是要宽厚仁政体恤百姓；
三是要废弃严刑峻法，放弃杀戮。召
公 引 用 夏 商 两 代 王 朝 因 为 不 敬 德 而
丧失天命的惨痛教训，明确称“我不
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告诫成王“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把敬德保民与“天命”联系
在一起。

夏朝尤其是商朝的灭亡，使得周
初 的 政 治 家 们 开 始 怀 疑“ 天 命 ”，意
识 到“ 德 ”和“ 民 ”的 重 要 性 ，从 而 提
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
思 想 ，这 一 思 想 不 仅 是 西 周 时 期 保

护 国 家 长 治 久 安 的 重 要 理 念 ，也 对
后 世 乃 至 当 代 有 着 长 远 的 影 响 和 借
鉴意义。

分陕 而 治 后 ，召 公 驻 扎 镐 京 ，辅
佐成王处理朝政。他体恤民情，廉洁
奉公，问政于阡陌之间，决讼于甘棠
树下，宁劳一身而不劳百姓，轻车简
从，处理公务公正廉明，深得百姓敬
仰 。《史 记》卷 三 十 四《燕 召 公 世 家》
中 记 载 ：“ 召 公 之 治 西 方 ，甚 得 兆 民
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
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
失 职 者 。 召 公 卒 ，而 民 人 思 召 公 之
政 ，怀 棠 树 不 敢 伐 ，哥 咏 之 ，作《甘
棠》之诗。”这也就是《召南·甘棠》的
源头。

关于召公所憩棠树之遗踪，学术
界曾有寿安说、陕州说和召亭说三种
观点：

寿安说。唐代寿安县（今河南宜
阳 县），在 今 宜 阳 县 城 西 北 4 公 里 的
甘棠村，有清代宜阳知县郭朝鼎所立
的石碑，正面刻有“召伯听政处”，题
有 明 人 王 邦 瑞 诗 云 ：“ 旧 驿 今 为 寺 ，
红 尘 已 入 空 。 甘 棠 思 召 伯 ，双 树 定
禅宗。”

召亭说。称古甘棠树在今陕西岐
山刘家塬村，此地为当年召公采邑所
在，刘家塬村内有召公祠一座，祠内有
甘棠树及清慈禧太后题“甘棠遗爱”匾
牌一块。

笔者更主张陕州说。其一，古甘
棠 树 在 陕 州 古 城 内 ，据 资 料 照 片 介
绍，此树高 10 余米，胸径 50 厘米，周
围有 1 米多高砌砖台，一直到 1926 年
才 毁 于 战 火 。 杜 甫 诗 曰“ 天 寒 召 伯
树，地阔望仙台”，唐人韩翃诗曰“春

桥 杨 柳 应 齐 叶 ，古 县 棠 梨 也 作 花 ”，
宋人梅圣俞诗曰“古来分陕重，犹有
召公棠”。

其二，唐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
唐 德 宗 在 召 公 祠 举 行 隆 重 的 祭 祀 大
典，陕虢都防御判官崔教撰写的《召伯
词碑记》中写道：“贞元九年，龙集癸
酉，连率姚公南仲宣风于陕，戒丰宫而
新乎茇舍，慎听讼而树彼甘棠。”姚南
仲，华州人，德宗时历任太子校书、殿
中侍御史内供奉、御史中丞、陕虢节度
使。节度使相当于现代的军分区司令
员，具有军政大权，唐德宗率中央及地
方军政大员在陕州举行召公祠大典，
足以说明陕州召公祠在中国历史上的
正统地位。

其三，公元 736 年，唐玄宗经过陕
州，留下《途次陕州》的名篇：“境出三
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
限西东。树古棠阴在，耕馀让畔空。
鸣笳从此去，行见洛阳宫。”纵观全诗，
一是地点确定为陕州，二是提到途分
二陕，三是在玄宗时代已将甘棠树称
为古树，由此可知，与寿安说主张的仅
是清朝一知县的立碑，召亭说的在召
公采邑地的刘家塬村内建祠，无论是
实物佐证、历史溯源甚至建祠的行政
级别，都无法与陕州说相提并论，古甘
棠遗址为陕州更有说服力。

……
事实上，召公敬德爱民的思想影

响广泛而深远，历代都有歌颂敬仰召
公的诗歌文章。据统计，目前全国 17
个省、市都有纪念召公的景点。古往
今来，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唯有心里装
着百姓，一心为百姓，百姓才会敬仰
他，怀念他。

本报讯（记者李博 吴若雨）12 月
16 日，三门峡市姓氏文化研究会第三
期公益讲座（《道德经》篇）在三门峡
国际文博城老干部大学举办，邀请 88
岁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
邵玉铮主讲，吸引了 50 余名来自我市
的 专 家 学 者 、姓 氏 文 化 群 会 员 以 及

《道德经》研究者和爱好者参与。
邵玉铮生于三门峡灵宝市，是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会员，在学术界和文化艺术领域有
着深厚造诣和广泛影响力。此次他
回到家乡，以《关于〈道德经〉的版本
研究与学用之见》为题开展讲座。

讲座伊始，邵玉铮以老子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切入点，深入剖
析《道德经》核心思想内涵，将晦涩难
懂的经典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
活智慧。后详细阐述了《道德经》版
本 演 变 过 程 ，逐 本 分 析 其 异 同 和 特
点，揭示不同版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
传承脉络和学术争议焦点，使听众对
这部经典的文本演变有了更为清晰、

全面的认识。同时，邵玉铮还结合实
际生活，分享自己在学习和运用《道
德经》过程中的感悟与体会，如“道生
之，德训之”等经典语句在为人处世、
修身养性方面的启示，引导大家将经
典中的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做到学以
致用，古为今用。

邵玉铮倡导大家学习传统文化
要注重开悟，读书要读到心里，在学
习过程中要重视字音、字义，充分利
用好工具书如《辞海》等，打好文化基
础 。 邵 玉 铮 更 是 分 享 自 己 对《道 德
经》版本研究的改进尝试，介绍自己
著作中包含的考译、数字统计等特色
内容，为听众们展现了一种严谨的学
术研究思路。

据悉，三门峡市姓氏文化研究会
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汇聚各方文
化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
扬。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激
发了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兴
趣和热爱，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承，
在三门峡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本报讯 12 月 13 日上午，湖滨区
书画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召
开，选举了湖滨区书画家协会理事会
成员和主席团成员。

会议听取了湖滨区书画家协会
第 二 届 工 作 报 告 以 及《关 于 湖 滨 区
书 画 家 协 会 章 程 的 报 告》。 湖 滨 区
会 员 代 表 大 会 每 五 年 选 举 一 次 ，本
次 会 员 代 表 大 会 选 举 产 生 29 位 理
事，理事会选举产生主席 1 名、副主

席 6 名、秘书长 1 名。
据了解，过去 5 年，湖滨区书画家

协会围绕省、市、区工作大局，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
愿服务活动，并通过展赛挖掘文艺新
人 ，为 湖 滨 区 文 艺 队 伍 增 添 新 的 血
液。据介绍，未来，该协会将不断开
创新局面，为我市的书画事业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任杰）

文艺演出送到基层敬老院
近日，三门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志愿者来到湖滨区交口乡

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戏曲、歌
舞 等 节 目 赢 得 了 老 人 们 的 掌 声 和 赞 誉 ，为 他 们 带 来 了 冬 日 的
温暖与关怀。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赓续道德文脉 扬起文化风帆

三门峡市姓氏文化研究会
邀请邵玉铮讲述《道德经》

古韵今风传雅颂

悠悠香气沁生活
本报记者 王梦

湖滨区书画家协会：

换届选举再起航 凝心聚力共奋进

义马市举办“墨香四溢 健康同行”书法比赛

召公岛上发甘棠之思
了然

老手艺如何吸引新受众
李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