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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单义杰）近日，由
三门峡庙 底 沟 博 物 馆 、三 门 峡 市
仰 韶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联 合 主 办 的

“ 秦 风 汉 韵 靓 崤 函 —— 秦 汉 文 物
展 ”入 围 第 二 十 二 届（2024 年 度）
全 国 博 物 馆 十 大 陈 列 展 览 精 品 推
介活动。

据 了 解 ，这 是 该 馆 继 基 本 陈
列“ 花 开 中 国 —— 庙 底 沟 与 中 华
早 期 文 明 的 发 生 历 程 ”获 得 第 十
九 届（2021 年 度）全 国 博 物 馆 十 大
陈 列 展 览“精 品 奖 ”后 再 一 次 入 围
全 国 博 物 馆 十 大 陈 列 展 览 精 品 推
介。

该展览以三门峡市考古发掘的
秦汉时期墓葬和出土的各类珍贵文
物为载体，以秦汉文化转变与汉文

化形成线索，系统全面展示三门峡
市 秦 汉 时 期 的 璀 璨 文 明 。 在 展 览
内 容 上 ，以 三 门 峡 出 土 文 物 为 基
础，结合文献资料突出“三门峡”这
一 核 心 要 义 ，通 过 地 理 区 位 、战 争
徙民、制度创立、交流互鉴、经济发
展、农业生产、生活风俗等方面，清
晰地梳理秦汉文明的成就与贡献，
彰 显 秦 汉 时 期 三 门 峡 市 在 中 华 文
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据悉 ，三 门 峡 庙 底 沟 博 物 馆
将 充 分 发 挥 专 业 优 势 ，不 断 提 升
博 物 馆 陈 列 展 览 质 量 和 水 平 ，增
强 博 物 馆 的 文 化 传 播 力 和 社 会 影
响 力 ，为 传 承 和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丰 富 群 众 精 神 生 活
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3 月 30
日 ，由 三 门 峡 市 作 家 协 会 主 办 的

“春 天 一 堂 课 ”创 作 培 训 暨 采 风 活
动 在 陕 州 区 甘 棠 街 道 柳 林 村 举
行 。 市 作 协 、陕 州 区 文 联 、陕 州 区
甘 棠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及 市
作协 2024 年度新会员等共计 60 余
人参加活动。

在 创 作 培 训 环 节 ，市 作 协 副
主 席 范 江 华 以《散 文 的 呼 吸 与 心
跳》为 题 展 开 主 题 讲 座 ，与 大 家 共
同 探 讨 散 文 创 作 的 理 念 和 经 验 。
培 训 结 束 后 ，全 体 人 员 走 进 柳 林
村 千 亩 李 子 示 范 园 进 行 采 风 ，大
家 穿 行 在 雪 浪 翻 涌 的 李 子 花 海 ，

时 而 与 文 友 交 流 创 作 技 巧 ，时 而
向 干 部 群 众 咨 询 李 子 产 业 发 展 相
关 内 容 …… 参 与 活 动 的 作 家 纷 纷
表 示 ，这 次 活 动 收 获 颇 丰 ，嗅 到 了
花 香 ，学 到 了 知 识 ，感 受 到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强 劲 脉 搏 ，为 接 下 来 的 文
学 创 作 提 供 了 丰 富 灵 感 和 鲜 活 素
材。

“ 这 次 活 动 是 市 作 协 落 实 文
艺 创 作‘ 深 入 生 活 、扎 根 人 民 ’的
具 体 实 践 。 今 后 ，希 望 三 门 峡 的
广 大 作 家 继 续 深 入 基 层 ，扎 根 乡
村 土 壤 ，挖 掘 出 更 多 打 动 人 心 的
素材，助力乡村振兴。”市作协负责
人表示。

3 月 31 日，义马市泰山路街道狂口社区广场舞台上，由三门峡甘
棠剧社表演的弘扬孝道文化的经典豫剧《鞭打芦花》精彩上演，受到
社区居民热情欢迎。今年 3 月以来，该社区创建“义马孝善第一村”活
动全面铺开，此次演出是创建活动的一项，得到三门峡日报社的大力
支持。 本报记者 任志刚 摄

本报讯 近日 ，在 渑 池 县 坡 头
乡泰山村文化中心广场，该村党支
部邀请许昌市曲剧团，为村民和周
边 群 众 带 来 一 场 乡 韵 十 足 的 文 化
盛宴。

借助此次戏曲演出活动，坡头
乡组织党员干部在现场开展“‘理’
润 渑 池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宣 讲 活 动 ，
认 真 宣 传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和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让
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飞入寻
常百姓家”。群众纷纷表示既过了
戏 瘾 ，又 学 到 了 政 策 ，真 是 送 到 人
心坎上了。

泰山村文化大舞台自 2023 年建
成以来，已成为文化服务站、政策宣
传站、技能培训点，实现了“一场多
用、党群共用”的聚合效应。先后组
织理论宣讲 12 场次、技能培训 9 场
次、政策宣传 8次。

据悉，坡头乡将持续强化党建
引领，把更多彰显时代精神、蕴含党
建元素的优秀作品送到田间地头，
让党的声音成为乡村最强音；把更
多精神文化大餐和生产生活知识、
技能等送至群众“家门口”，进一步
助力乡村振兴。

（王丹）

三门峡境内古有虢州，其区域包
括 今 灵 宝 大 部 分 地 区 和 卢 氏 全 境 。
虢州朱阳县（即今灵宝朱阳）出产一
种石头，人称虢州石，以其绚丽多彩
而闻名。常年与虢州石打交道、以虢
州 石 作 砚 的 上 官 峰 民 提 起 虢 州 石 时
激 动 地 说 ：“ 虢 州 石 色 彩 富 于 变 化 ，
质 地 温 润 细 腻 ，历 代 受 到 人 们 称
赞。”

虢州 石 闻 名 已 久 ，宋 人 杜 绾《云
林石谱》介绍：“虢州朱阳县，石产土
中，或在高山。其质甚软，无声。”明
代林有麟《素园石谱》载：“一种色深
紫，中有白石如圆月；或如龟蟾吐云
气之状，两两相对……中有石纹如山
峰，罗列远近，涧壑相通，亦是成片修
治镌削，度其巧趣乃成物象……”

北宋时，一块虢州石在苏轼兄弟
以及他们的“朋友圈”引起震动，苏轼、
苏辙及其师友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
等留下关于虢州石的诗文，因创作时
用心用情，言语间激情四射，在中国文
化史上留下美谈。

苏轼遇见虢州石

宋熙宁四年（1071 年），欧阳修以
太子少师致仕（即退休），退居颍州。
此时，北宋党争愈演愈烈，大文学家
苏轼预感到政治形势艰险，为避开党
争的漩涡，求离京外任。这年他被贬
为杭州通判，十一月赴任路过颍州。
作 为 晚 辈 的 苏 轼 专 门 谒 见 了 恩 师 欧
阳 修 。 苏 轼 看 到 欧 阳 修 几 案 上 摆 放
的虢州石砚屏，十分激动。这块虢州
石砚屏中有轮白色的月亮，月亮中有
树，树长得十分茂盛，树的纹路是黑
的 ，枝 叶 苍 劲 。 欧 阳 修 在 诗 序 中 说

“虽世之工画者不能为”，意思是景致
太美了，即使最好的画家也难以画出
这样的效果。

据《三门峡通史》载，苏轼在欧阳
修家中所看到的虢州石砚屏，其原石
是欧阳修的朋友张昷之所送。张昷之
在虢州任知州，建石桥时，发现这一漂
亮的石板就收了起来。南行之时，途
中遇到欧阳修，就把随行的这块神奇
的虢州石送给了欧阳修。欧阳修将其
做成小石屏（又称砚屏），放置案上观
赏，并写诗《紫石屏歌》赞叹。该诗共
有 1047 字，是欧阳修所创作的长诗之
一。该诗节奏明快，气势非凡，是宋代
最早的一首关于石砚屏主题创作的诗
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诗中通过
对砚屏的细腻描绘，展现了欧阳修对

自然美的深刻理解和艺术表现力。《紫
石屏歌》不仅显示了欧阳修对自然的
热爱，还体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独
特风格和艺术追求。

苏轼激赞虢州石

苏轼对欧阳修的石砚屏应当早已
听说，如今看到实物自然激动，专门写
诗赞颂。苏轼的诗名叫《欧阳少师令
赋所蓄石屏》，诗写得汪洋恣肆，气势
恢宏，诗中想象十分奇特。全诗如下：

何人遗公石屏风，

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

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

孤烟落日相溟蒙。

含风偃蹇得真态，

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

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

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土，

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

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诗的意思是，什么人赠送给先生
这块石制屏风，石屏风上隐隐约约有
水 墨 画 的 痕 迹 。 这 幅 水 墨 画 不 画 高
大的树木，只画峨眉山西面雪岭上的
万 岁 不 老 的 孤 松 。 这 孤 松 所 处 的 地
方山崖崩断，山涧隔绝，可以远看却
没法到达那里。在那里，有孤烟，有
落 日 。 画 上 那 棵 孤 松 弯 弯 曲 曲 地 立
在 风 中 ，姿 态 横 生 ，就 如 真 的 一 般 。
我想恐怕是数百年前唐代毕宏、韦偃
这两位画家死后葬在虢山下，画心未
已，遂在石屏上展现出烟云飘忽、雪岭
怪松的奇妙景象。自古以来画家都不
是平庸之辈。在描绘事物方面，他们
与诗人心灵相通。我希望先生能作诗
来好好安慰一下这两位画家，让他们
不再流泪伤悲。

《三 门 峡 古 代 诗 词 解 读》一 书 说
到该诗时认为 ，该 诗 想 象 丰 富 ，极 具
夸 奖 ，充 满 浪 漫 主 义 情 调 。 诗 人 为
自 由 抒 发 思 想 感 情 而 改 变 惯 用 写
法，突破诗歌拘束，诚如清人汪师韩
所 说 ：“ 长 句 磊 砢 ，笔 力 具 有 虬 松 屈
盘 之 势 …… 此 诗‘ 独 画 峨 眉 山 西 雪
岭 上 万 岁 不 老 之 孤 松 ’，一 句 十 六
言 ，从 古 诗 人 所 无 也 。”该 诗 以 七 言
为主，间用九言，十一言甚至十六言

的超长句式和参差不齐的杂言体制，
为 宋 代“ 以 文 为 诗 ”做 示 范 ，也 为 诗
文革新做了新的尝试。

苏辙笔下的虢州石

宋熙宁四年（1071 年）九月末，苏
轼要离开陈州前往杭州。途中决计到
颍州看看已经致仕的恩师欧阳修。苏
辙知道后，也一同前去，一来送送兄
长，二来看看恩师。十一月，他们兄弟
两人一起到了颍州，拜见了欧阳修，欧
阳修看到二位高徒，高兴地拿出自己
的宝贝虢石屏来。苏辙与兄长苏轼兴
奋 之 余 便 提 笔 作 诗 。 其 中 苏 辙 写 诗

《欧阳公所蓄石屏》：
石中枯木双扶疏，粲然脉理通肌肤。

剖开左右两相属，细看不见毫发殊。

老樗剥落但存骨，病松憔悴空留须。

丘陵迤逦山麓近，云烟澹䨴风雨余。

我惊造物巧如此，刻画琐细供人须。

公家此类尚非一，客至不识空嗟吁。

案头紫云抱明月，床上寒木翻饥乌。

赋形简易神自足，鄙弃笔墨嗟勤劬。

天工此意与人竞，杂出变怪惊群愚。

世间浅拙无与敌，比拟赖有公新书。

该诗的意思是说，石缝中两株枯
树枝干交错盘结，树纹粲然如血脉贯
通朽木肌理 。 如 同 将 树 身 剖 开 左 右
纹 理 相 连 ，细 看 竟 找 不 出 一 丝 一 毫
的 差 异 。 如 同 老 臭 椿 树 剥 尽 树 皮 只
余 瘦 骨 ，又 如 病 弱 松 树 憔 悴 得 空 留
几 簇 针 须 。 起 伏 的 丘 陵 蜿 蜒 渐 渐 靠
近 山 脚 ，风 雨 过 后 唯 见 淡 薄 云 烟 氤
氲 迷 离 。 我 惊 叹 自 然 造 物 竟 如 此 精
妙 ，雕 琢 细 微 处 都 暗 含 人 类 所 需 。
您府中这类奇物又何止一件，宾客来
访 不 识 玄 机 徒 然 惊 叹 。 砚 台 墨 色 如
紫云环抱明月光，木雕寒枝上仿佛栖
着 啼 饥 鸦 。 天 然 形 态 简 约 却 自 有 神
韵在，何须费心笔墨刻意矫饰求工？
天工之妙本就与人力相较量，造出奇
绝 之 物 震 慑 世 俗 愚 目 。 人 间 笨 拙 技
艺本难与之匹敌，幸有您的新作可作
比拟依托！

《苏辙诗编年笺注》在对此诗笺注
时写道：“轼诗想象奇绝，辙诗则刻画
精工，‘老樗剥落但存骨，病松憔悴空
留须。’形神毕见。”将苏轼与苏辙两人
的诗在表现虢石屏的方面的特点评介
得十分到位。

苏轼师友眼中的虢州石

庆历八年（1048 年），身在扬州的

欧阳修，由于仕途出现转机，计划中秋
之夜召唤友人，设宴作乐，鉴赏虢州月
石屏，赋诗赞叹。

恰在此时，苏轼的另一位恩师、诗
人梅尧臣路过扬州。苏轼参加礼部考
试时，是梅尧臣首先发现了苏轼的才
华，他拿着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
论》向主考官欧阳修推荐苏轼。当然
梅尧臣更是欧阳修的老朋友，两位老
朋友见面，开心不已。

可惜中秋那天，扬州阴雨，无月可
赏。中秋无月，虽美中不足，但有虢州
石 上 之 月 可 弥 补 缺 憾 。 欧 阳 修 写 有

《中秋不见月问客》：“试问玉蟾寒皎
皎，何如银烛乱荧荧。不知桂魄今何
在，应在吾家紫石屏。”按欧阳修诗中
说的意思是，天上之所以没有月亮，是
因为月亮跑到他的石屏上了。梅尧臣
有《中秋不见月答永叔》：“天嫌物兼
美，而使密云藏。已向石屏见，何须照
席光。”梅尧臣说的意思是，老天觉得
这个石屏之月太美了，有这么美的月
亮，也就不需要天上之月，所以才用密
云把天上之月遮起来。

司 马 光 有《答 薛 虢 州 谢 石 月 屏
书》也以巧妙的笔法赞美虢州石。司
马光既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历史
学家，也是苏轼、苏辙的朋友。苏辙
参考制科考试时，因批评皇帝引起考
官胡宿等人非议，司马光力排众议，
支持苏辙，得到皇帝的认同，对苏辙
有 知 遇 之 恩 。 司 马 光 记 述 他 得 到 虢
石屏的经过和心情：“数于都下朋从
处见此屏，观其天质圆莹，非刻非绘，
如秋高气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
异 气 ，山 泽 之 殊 宝 也 ！”心 里 十 分 激
动，好想拥有这样的一块石屏。恰好
有一位虢州朋友带来了一块石屏，可
见此时的司马光心情之激动：“虽受
文锦十纯，白璧百双，在光之愚，未为
重赐。谨当縢閟箱笈，不忘惠好耳！”
意思是说，即使许多的绫罗绸缎、美
玉白璧，在我的愚见中，也觉得不那
么重要。我一定要谨慎保管，不忘您
馈赠的虢石屏。

一石 激 起 千 层 浪 。 苏 轼 、苏 辙
及其师友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等
皆 为 北 宋 文 坛 的 顶 流 巨 擘 ，他 们 对
虢州石一往情深，写出的诗文，构思
巧 妙 ，语 言 华 美 ，或 汪 洋 恣 肆 ，或 精
雕 细 琢 ，用 心 用 情 ，均 为 难 得 之 作 ，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组 成 部 分 。
今 天 三 门 峡 人 为 之 自 豪 时 ，应 充 分
挖 掘 弘 扬 这 一 文 化 ，助 力 三 门 峡 建
设文化强市。

伴随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的开馆，
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也被发掘出
来。

1927 年 1 月的一天夜里，时驻河南
省会开封的地下党员张楠接到组织通
知，保护一位名叫“和尚”的人。张楠立
刻向火车站赶去，半夜时分，他和“和尚”
登上火车。清晨，火车抵达洛阳，张楠随

“和尚”前往洛河北岸，在一个叫“天仙
房”的古庙里，与王克新、马尚德（杨靖
宇）汇合。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正是
民间的祭灶节。趁着节日，他们在庙里
住了 10 天。随后，王克新、马尚德分别到
河南确山和东北开展工作，张楠随“和
尚”前往陕州庙底沟。

到了陕州，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位铁
路桥梁工人，他和两个儿子都是地下党
员，“和尚”和他们挤在两孔破旧的土窑
洞里。从此，“和尚”就以家乡亲戚朋友
的身份住在庙底沟，时间长达 7个多月。

“和尚”就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的张景曾。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长期

“卧底”庙底沟，生活异常艰苦。
张景曾来陕州的主要任务是迎接冯

玉祥，再由西北向东进军，和由平汉路北
上的北伐军在郑州会师。陕州是西北军
东进的前敌指挥部，部队中有宣侠父、刘
伯坚、张兆丰、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
凌勉之，他们都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
职。这些北伐军中的共产党骨干，是敌

人的眼中钉。
为防不测，张景曾来到陕州坐镇，派

交通员向地下党组织落实责任，严密布
防，确保北伐军中党组织绝对安全。

如今，90 多年过去了，张景曾“卧底”
的庙底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庙底沟先后经历过两次重大考古发
掘。1956 年—1957 年，由安志敏先生负
责进行了第一次发掘。2002 年，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樊温泉担任领队，进行
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庙底沟遗
址的发现解决了我国仰韶文化向龙山文
化过渡的关系问题，否定了西方学者的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论点，在
我国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
学术界命名为“庙底沟文化”。

该遗址 2001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6 年纳入国家大遗址保
护“十三五”专项规划项目库，2017 年入
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21 年 10 月 18 日，庙底沟遗址入选全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近年，为系统地向公众展示遗址的

风采，庙底沟博物馆应运而生。如今的
庙底沟博物馆，规模宏大，设计一流，通
过现代科技全方位诠释着庙底沟文化的
博大与厚重，也赢得了一系列荣誉。

随着更多红色故事的发掘，庙底沟
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根脉的宝地，
必将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

3 月 29 日恰逢周六，在三门峡市新华书店内，学生们充分利用周末
时光，在安静、雅致的环境中专注学习，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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