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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我市文艺战线再传捷报：三门峡市
书法家协会荣获 2025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万福迎
春”公益活动“先进集体”称号。来自中国书法家
协会（以下简称“中书协”）的这份荣耀“花落”三门
峡并非第一次。早在 2020 年中国文联、中书协主
办的“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书法家送万福进万
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中，我市就被中书协授予“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2022 年，市书协主席宋高峰在
中书协举办的“送万福进万家下基层公益活动”中
被评为“先进个人”。集体两次、个人一次被中书
协冠以荣誉，在全省走在了前列，在三门峡书法艺
术 发 展 史 上 也 备 受 瞩 目 。 不 仅 如 此 ，2019 年 至
2024 年，市书协连续 6 年被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授
予“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个地市级城市何以备受中书协青睐？这是
翰墨丹青凝聚的文艺战线蓬勃向上的力量，蕴藏
着新时代书法艺术扎根本土赋能崤函文化强市建
设的实践密码。

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深度融合黄河文化、仰韶
文化、老子文化基因，近年来，市书协通过精品创
作、学术研究、书法普及、文艺惠民四大路径，为赋
能文化强市建设注入生动鲜活的翰墨力量，竖起
书法艺术创新发展的艺术旗帜，形成独具特色的

“崤函书法现象”。

精品创作：翰墨书写时代精神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025 年春的气息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天

鹅之城”的大街小巷喜迎新年的气息愈加浓烈。
特别是文艺战线的书法家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春
联义写活动中挥毫泼墨，更是增添了吉祥喜庆的
气氛。

“龙腾四海雄风在，蛇舞九州瑞气生”……1 月
14 日，为环卫工人义写春联的活动正在进行，书法
家们连续 5 小时，为 1500 余名一线环卫工人送上
了寓意吉祥的春联和福字。这只是今年市书协举
办的 100 场春联义写活动的一场。

京环公司环卫工人杨小林捧着书法家书写的
春联感慨地说：“这些字里行间透着关怀，我们这
心里真是暖乎乎的！”

把文化家书送进寻常百姓家是市书协的民
生关怀，也是艺术的创新和传承。近年来，市书
协始终将如何赋予书法艺术鲜活生命力作为第
一要务，将精品创作作为重点，通过“全国名家+
本土新锐”双轮驱动，打造文化品牌、建设书法高
地。

2021 年 10 月 17 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
现 代 考 古 学 诞 生 100 周 年 之 际 ，首 届 仰 韶 文 化

“彩陶坊杯”全国书法大奖赛作品展在河南渑池
隆 重 开 幕 ，来 自 全 国 的 千 余 名 书 法 爱 好 者 齐 聚

“天鹅之城”观摩、学习、交流书法艺术；“中国书
法·年展”作为继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书法篆
刻 展 之 后 的 又 一 重 要 平 台 选 中 三 门 峡 市 ，2023
年 5 月，在我市举办全国行书、草书作品展。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大瑰宝之
一，在弘扬崤函文化中被赋予时代新使命。2024
年 5 月，“翰墨润中原”——河南省美术书法作品
大赛获奖作品豫西巡展在渑池开幕，作品集中展
示新时代中原儿女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同年 9
月，“高山仰之——景行斋书法作品展”在渑池县
举办，共展出市书协原主席张高山近年来凝聚心
血创作的 150 幅上乘佳作；2025 年 1 月，“牢记嘱
托·拼出精彩”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暨三门峡市书
法精品展在庙底沟博物馆举办，73 件风格迥异、文
质兼美的书法作品迅速“出圈”，对丰富我市书法
创作，引领书法学习热潮，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积极
的意义。

近 5 年来，市书协承办国家级展览 1次、省级展
览 3次、市级展览 26次。其中，异地交流、联展 9次，
网络作品展 50 余次。这些活动深入挖掘黄河文
化、仰韶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讲好“崤函故事”，为三门峡文化强市建设注入艺术
的力量。

学术研究：深究细挖文化根脉

三门峡市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书法
文化底蕴深厚，东汉“草圣”张芝“临池学书”典故
与“张芝墨池”遗迹就在我市，二者成为书法史上
的重要符号。当地书法家如张华翼、王学峰等均
以张芝为榜样，将传统书法精神融入创作，形成刚
劲质朴、兼容并蓄的艺术风格，涌现出众多有影响
力的书法家。

学术研究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石。为使书法
艺术更具鲜活生命力和地域特色，市书协大力倡
导和鼓励各级书法家深入研究黄河文化、仰韶文
化等地方特色文化，以书法艺术讲好“崤函故事”；
高度重视书法理论研究，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书
法公益大讲堂、甘棠读书会、专题讲座等形式，不
断提升书法家的理论水平。2023 年，市书协在中
州自在谷挂牌，并举办重点作者培训班，邀请专家
进行专题讲座和作品点评。

积极构建本土学者“理论+实践”研究体系，
硕果累累。市书协副主席王学峰深耕书法教育
40 余年，出版《入手楷书教学》等系列教材，其论
文《标准草书与戍边记忆》将于右任书风与军旅
情怀结合，被《中国书法报》整版转载。2024 年，

“仰韶墨韵”学术论坛集结考古学家与书法理论
家，从庙底沟彩陶刻画符号中提炼出 12 种原始
笔法，出版了《汉字胚胎与书法起源》论文集，为
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艺术维度的有力支撑。市
书协副主席任奎杰出版的《翰墨晋风·五体临、
创、解析颜真卿〈勤礼碑〉楷书字帖》，为书法学习
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化交流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近
年来，市书协通过举办和参与书法交流活动，不断
提升崤函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24 年 7 月，

“大河之声——新时代黄河流域精品书法艺术巡
展”（三门峡站）开幕，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书法

艺 术 盛 宴 ，拓 展 了 三 门 峡 文 化 艺 术 对 外 交 流 渠
道。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先后与芜湖、洛
阳、焦作等地联合举办书法交流展，为崤函文化走
出市域打开新通道。

文艺惠民：春风化雨润泽民心

普 及 书 法 艺 术 是 文 化 强 市 建 设 的 重 要 环
节。市书协高度重视书法普及与人才培养，深入
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扶持社会书法组织，利
用文化平台举办培训。 2018 年至 2024 年，市书
协连续开展重点作者培训班 7 次。2019 年，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翰墨薪传”书法公益培训走进三
门峡；2021 年，邀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
著名书法家卢中南、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获得
者郑庆伟等亲临三门峡，为本地书法、美术创作
骨干进行现场专题辅导……近年来，市书协已发
展近 400 名会员，为备战国家级、省级各类书法
大赛，举办赛前看稿会，举办培训班 10 余次，组
织创作骨干外出参观学习 5 次。2024 年，10 名书
法家当选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第七届专业委员会
委员，创历史新高。

市书协创新“文艺志愿+专家授课”模式，让
书法艺术走进千家万户。2024 年“翰墨润崤函”
书法大赛期间，组织专家深入 6 个县（市、区）开
展帮教活动，吸引 109 件基层作品参赛。渑池县
洪 阳 镇 中 心 小 学 设 立 了 豫 西 首 个“书 法 种 子 基
地”。湖滨区书协“书法进校园”活动受到师生
欢 迎 ，三 门 峡 市 第 三 小 学 的 书 法 社 团 通 过 系 统
教 学 ，培 养 了 学 生 书 法 兴 趣 。 连 续 举 办 两 届 少
儿书法大赛，通过基层选拔、现场书写评比等方
式 ，评 选 出 20 余 名 少 儿 书 法 之 星 ，把 书 法 艺 术
之 根 深 深 扎 进 孩 子 们 心 中 。 如 今“ 迎 新 春——
文 艺 进 万 家 ”书 法 志 愿 服 务 送 春 联 活 动 已 经 成
为一个常态活动，市、县两级书法爱好者踊跃参
与 活 动 ，将 书 法 艺 术 的 种 子 播 撒 到 文 明 实 践 中
心（站、所）、学校、社区、农村、企业等。

让文艺成为温暖群众生活的实践符号。市
书 协 在 传 承 传 统 艺 术 的 同 时 ，积 极 拥 抱 数 字 化
浪潮，以 AI、直播、网络展等创新形式推动书法
文 化 焕 发 新 生 ，实 现 了 传 统 与 科 技 的 深 度 融
合。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市书协
以凝聚情感、汲取力量、赓续红色文艺、传承党的
初心“文艺下乡”为抓手，常年坚持组织书法骨干
进机关、进矿山、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
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乡村行”“文艺志愿
者服务”“采风创作”等文化活动 50 余场，真正让
书法艺术来自生活回归生活。

从庙底沟博物馆精品力作到黄河岸边惠民春
联，从甘棠读书会思想碰撞到三地联展学术激荡，
市书协正以“四高四争先”为帆，在守正创新中让
书法艺术“活”在展厅“暖”在民心。正如市文联党
组书记、主席戴江琴所言：“我们要让每幅作品都
成为流淌着时代体温的文化家书。”

““苏轼苏辙与三门峡苏轼苏辙与三门峡””系列报道之二系列报道之二 中国书法家协会何以青睐三门峡？
——三门峡书法艺术赋能崤函文化强市建设的创新实践

本报记者 葛洋

哪吒出海和文化自信
胡文超

唐 宋 八 大 家 之 一 —— 苏 辙 的 渑 池 情 结 十 分 浓 厚 。
嘉祐元年（1056 年），苏辙和苏轼随父同往京城应试时，
曾留宿渑池。嘉祐四年（1059 年）三月，苏辙曾被任命
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但苏辙为准备来年的应制科考
试，惜未赴任。苏辙虽未赴任，但对渑池一直怀有特殊
的感情，他的诗中“曾为县吏民知否”即指此事。渑池
虽只在苏辙的旅程或意想中短暂出现，但在他的记忆
中有着特殊意味。

兄弟同榜进士

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 年），字子由，自号颍
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
父苏洵、兄苏轼齐名，合称三苏，他的最高官职是尚书右
丞，相当于副宰相。

北宋嘉祐元年（1056 年），苏洵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进
京应试，这次的行程标志着他们的文学之路将有新的篇
章。苏洵谒见了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苏洵的文章
大加赞赏，认为苏洵的作品堪比刘向和贾谊，于是向朝廷
推荐了苏洵。公卿士大夫们纷纷传诵苏洵的作品，使得
他文名大盛。

北宋嘉祐二年（1057 年），苏洵的两个儿子同时应试
及第，这一消息轰动了京师。此次考试主考官是欧阳
修。据说，阅卷时，欧阳修看到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
他正想把这个考生定为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生曾
巩写的，怕别人说长道短，就变为第二名。直到发榜后，
他才知道这是苏轼写的。欧阳修与苏轼会面交谈后，感
叹说：“苏轼十分善于读书，也善于用书，将来他的文章一
定独步天下。我应该赶快进谏，让他出人头地。”苏辙也
名登五甲。

然而，很快接到母亲在眉山病逝消息，苏轼、苏辙和
父亲不得不离京返川奔丧。照古制，苏氏兄弟需在眉山
老家为母守孝三年。公元 1059 年，守丧期满，三苏决定重
返繁华的汴京。

铨选渑池主簿

嘉祐五年二月，苏轼、苏辙又来到京师，向吏部报到。
宋代入仕的途径很多，官员缺额有限。苏轼、苏辙赶

往京都，参加吏部的“流内铨”。吏部择人之法，举办身、
言、书、判四项考试：这四项以书、判为重。身、言两项，类
似现在的口试，后面书、判两项，则是应用书度的测验，这
是做官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经过“流内铨”的考试及
格，吏部铨派：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渑池县主
簿。

主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记者咨询了一下三门峡
文史学者刘书芳。他说：战国时秦置主簿，掌文书簿籍之
事。此后历代多沿置，为中央与地方诸官的属吏。历代
主簿地位变更较大。隋唐以下主簿职权渐被他职侵夺，
多数地方不再设置。即使设置有主簿的，仅专掌簿书事
务，位任渐轻；而县主簿更被士人视为杂职。《文献通考》：

“汉人所谓高士不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容斋随笔》记
载，宋代的重要州府虽设有主簿只是掌控书籍之类事宜，

不能参与政事，“犹为卑贱，而况县乎！”县主簿都是从九品的职官。如有奇才异能的
人，一旦沦为州县小吏，以后很难出头。

时值朝廷准备开制科考试，苏轼兄弟决定放弃原来的官职，而准备参加应制举试。
虽然苏辙没有到渑池任职，但苏辙还是在意这个事情的，这毕竟是他人生政治生

涯的一个开端。所以他在后来的写《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中写了“曾为县吏民知
否”，他在注释中写道：“辙尝为此县簿，未赴而中第。”

制考风波

制科考试难度极大，北宋、南宋两个朝代加起来，总共录取的人数仅仅约四十人。
但通过这种逆天考试的无上荣耀，并没有让苏辙沾沾自喜，反而让他忧心忡忡。也许
是他天性谨慎，一时的热血冲动，带给他更多的是后悔。

据说，殿试前几天，苏辙突然生病了。这可急坏了苏辙。如果拖着病体勉强应试，
不但发挥不出正常的水平，更是对皇帝的不尊敬。想想多年的苦读努力，可能就此付
诸东流，苏辙不知道该怎么办。韩琦得知苏辙病倒后，他急忙向宋仁宗上书说，今年应
试者中，唯苏轼、苏辙声望最高，现在苏辙偶然生病，一时无法应试，“如此人兄弟中一
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所以应当将测试时间推迟，以等苏辙病好。宋仁宗居然就同
意了。

嘉祐六年（1061 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据《宋史·苏辙传》宋仁宗年岁已高，苏辙
想他或许会对勤于政事感到疲倦，于是详尽地论说为政的得失，而对宫禁朝廷的事，论
述得尤为激切。策论文章送达皇帝后，苏辙自认为一定会被黜免。考官司马光将他置
于第三等（制举考试的合格者分为五等，因一、二等为虚设，所以三等为最高）范镇感到
为难。考官胡宿认为对皇上不恭，要求黜落他。仁宗说：“本来是想用直言求取人才，
却因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商州军事推
官。苏辙以服侍父亲为由推辞了。

提笔怀念渑池

考试后，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正式出仕。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
商州军事推官，辞不赴。送别兄长后，苏辙写了首《怀渑池寄子瞻兄》寄给苏轼，表达送
别之情，提起 6年前，他们走过崤函古道路过渑池时的情景：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诗的意思是，兄弟在郑地原野上话别，共同担心前路艰难。骑马回头还在汴梁田

间巡行，想来远行家兄已经翻过崤西古道。曾经做过渑池主簿百姓知否？还和父兄歇
宿僧房共题壁诗。遥想兄长独行一定旅途寂寞，前路迷茫只能听到骓马嘶鸣。

苏辙在该诗自注中写道，“辙尝为此县簿，未赴而中第。”“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
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所以在诗里写道：“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通过讲述这些经历，表达诗人心中对往事的感慨。

诗人在首联中抒发了他与兄长依依惜别的难舍之情。“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
长 途 怕 雪 泥 。”这 个“ 怕 ”字 有 双 关 含 义 ，一 是 人 生 道 路 艰 难 ，二 是 一 种 无 可 奈 何 。
苏辙这首诗的主题是怀旧，又是回忆，又是惜别。回忆当年“曾为县吏”，回忆“共
题僧房”，数年光景恍如昨日，不免令人感叹，又惜别哥哥“独游”，想必这趟旅程是

“佳味少”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一踏入仕途，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身不由己，骓
马走累了可以“鸣嘶”，但人却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这首诗真正体现的还是作者
对人生的感叹。

苏辙对渑池有特殊情结，渑池百姓也一直惦念着他。“明清时期，全国兴办书
院，在渑池县城有一所颍滨书院，就是以苏辙的号为名，后改为韶山书院，一直存续
到民国时期，这是渑池百姓对苏辙深厚情缘的见证。”从事多年史志工作的渑池县
地方志专家杜建成说。

3 月 9 日 ，许 多 游 客 来 到 中 流 砥 柱 博 物
馆，触摸历史脉络，感受先辈智慧，领悟中流
砥柱精神的深刻内涵。据了解，该馆设置了

“屹如砥柱立中流”“万里黄河第一坝”“大河
安澜幸福来”3 个展厅，作为三门峡中流砥柱
景区的重要景点，自去年 10 月开馆以来，吸
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本报记者 梁如意 摄

自春节以来，《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
2》）便从春节档电影市场脱颖而出，继而一路高歌，
接连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和动画票房榜，
成为中国影史的一部现象级作品。这部文化产业
领域的成功之作，不仅让片中“若前方无路，我便踏
出一条路”“我命由我不由天”等台词脍炙人口，也
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

《哪吒 2》的成功首先缘于理念的创新，以导
演为代表的创作团队以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为蓝
本，巧妙融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思想，让古老的
神话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

是，他们没有简单堆砌文化元素，而是借用古典神
话的外壳，结合现代语境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感的视听表达，又以精准
的市场定位，通过网络流行语、现代价值观的融
入，让年轻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带动了产
品的口碑传播。同时，《哪吒 2》的创作理念不是空
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出色的音画效果之上，建立在
实实在在的制作工艺上。《哪吒 2》仅特效镜头从数
量、质量到难度都在国内前所未有，其中有些镜头
的制作周期长达 1 年，这背后是全国 100 多家动画
制作团队近万名从业人员的拼命死磕，从 3D 建模

到粒子特效，从动态捕捉到画面精细度，每一个细
节体现出的技术进步，都是步步求索、苦心耕耘的
结果。

我们从《哪吒 2》中汲取的文化自信，不应该是
对脱离时代的古旧典籍的盲目崇拜，以及对所谓千
年智慧的谵妄叙述，而是与时俱进，在时代发展中
破旧立新，摆脱思维惯性，打破路径依赖，信任现代
科技，以创新精神驾驭时代的“风火轮”；是坚持工
匠精神，用心用力，坚持不懈，注重细节，务实进取，
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件事、走好每一步，以无可挑剔
的质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化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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