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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为延
续历史文脉，传播历史文化，做
活文化遗产，4 月 18 日，由三门
峡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
河南省崤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承办的“承文载艺——张
鹏欣成语典故金石博古画展”
在市博物馆开展。

张鹏欣，1970 年生，陕州区
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三门峡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博古画
代表性传承人，曾参与策划并
参加全国首次金石博古画专题
展，出版书画集及地方书法史
人物研究专著多部。近年来，
他醉心金石，勤于创作，依据相
关的金石拓片，延伸其文化内
涵，创作出 36 幅表现成语典故
系 列 的 金 石 博 古 画 作 品 。 其
中，“甘棠遗爱”“紫气东来”“三

鳣集堂”“雪泥鸿爪”等成语典
故，充分展示了三门峡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

据了解，此类题材的金石
博古画作品展览，目前在全国
范围内尚属首次。展览除详细
标 明 成 语 典 故 出 处 、年 代 、原
文、含义和画作中拓片器物的
详细信息外，还陈列拓片制作
器物原件 18 件，方便游客充分
了解金石文化。

“金石博古画，是在金石拓
片的基础上绘制国画并加以考
证、题跋，集金石气息和笔墨韵
味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
化 价 值 和 很 高 的 艺 术 审 美 价
值 ，是 珍 贵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希望通过展览，能够唤起
更多人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三门峡珍贵的文化遗产。”张
鹏欣表示。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日前 ，2024 年 度
河 南 省 博 物 馆“ 十 佳 创 新 案 例 ”交 流 推 介
会 在 河 南 博 物 院 落 幕 ，会 上 揭 晓 了 2024
年 度 河 南 省 博 物 馆“ 十 佳 创 新 案 例 ”及 入
围 项 目 ，其 中 ，三 门 峡 市 虢 国 博 物 馆《崤
函 少 年》系 列 社 会 教 育 活 动 获 评 入 围 项
目。

2024 年 度 河 南 省 博 物 馆“ 十 佳 创 新
案 例 ”评 选 活 动 ，旨 在 进 一 步 分 享 和 推
广 全 省 博 物 馆 在 各 领 域 的 先 进 经 验 ，引
领 全 省 博 物 馆 协 同 发 展 ，活 动 吸 引 全 省
26 家 单 位 57 个 项 目 申 报 。“ 十 佳 创 新 案
例 ”及 入 围 项 目 各 具 特 色 、类 型 丰 富 ，是
河 南 省 博 物 馆 事 业 发 展 亮 点 的 一 次 集 中
展示。

据 介 绍 ，《崤 函 少 年》系 列 社 会 教 育
活 动 依 托 虢 国 文 化 ，利 用 馆 藏 文 物 ，创
新 社 教 方 式 ，让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发 光 发
彩 ，让 青 少 年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感 受 崤 函
大 地 的 历 史 底 蕴 与 虢 国 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 。

该 博 物 馆 社 教 部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崤 函 少 年》系 列 活 动 是 虢 国 博 物 馆
的 一 个 精 品 项 目 ，通 过 精 讲 历 史 、互 动
实 践 、情 景 演 绎 等 多 元 形 式 ，打 破 传 统
博 物 馆 的 教 育 边 界 ，开 拓 对 外 交 流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利 用 自 媒 体 网 络 让 优 秀
文 化“ 火 ”起 来 ，让 历 史“ 走 ”进 孩 子 们 的
心 里 。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4 月
20 日上午，三门峡市作家协会
举办“岁月流香文韵长——郭
发栋《凝眸人生》”作品研讨会，
市 作 协 代 表 及 各 界 人 士 30 余
人齐聚一堂，围绕这部作品展
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郭 发 栋 ，1936 年 生 ，渑 池
人，河南省作协会员。其毕生
坚 守 教 育 岗 位 43 载 ，曾 出 版

《颂 师 篇》，主 编《中 学 语 文 教
案》《中 学 生 优 秀 作 文 辅 导 大
全》，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凝眸
人生》全书共四卷，每卷 30 余
万字，分卷独立成篇又主题连
贯 。 第 一 卷 于 2018 年 出 版 ，
2024 年第四卷付梓。据介绍，
该书共耗时二十余载，四卷书

稿均由作者个人手写完成。
当天的研讨会上，因郭发

栋先生年事已高，其子郭红军
代表父亲介绍了本书的创作历
程。之后，现场作家及各界代
表畅所欲言，与会者从不同视
角 分 享 阅 读 感 悟 ，对《凝 眸 人
生》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进
行深度剖析。大家一致认为，
这是一部凝聚生命哲思的散文
大作，其文字质朴生动，兼具诗
意与哲理，作者以教育者的笔
触，既追溯童年苦难与教坛耕
耘的个体记忆，又叩问民族精
神与人性善恶的深层命题。书
中千余条经典引述与质朴自述
相互交织，展现出知识分子对
时代的深切观照。从邯郸文旅的“道歉大会”，

到辽宁文旅的“气泡音霸总”，再
到 仙 岛 湖 文 旅 的“ 重 生 文 剪
辑”……为何近来这些官方账号
不约而同地转变“人设”？恐怕还
是这“泼天的富贵”（流量）太馋人
了。

从淄博烧烤到天水麻辣烫，一
众成功案例，不仅让“先吃螃蟹”的
城市尝到了流量的甜头，更让后来
者看到了可以“抄作业”的门道，持
续“借梗出圈”。譬如河南文旅，凭
着 4 天连发超百条创意短视频，实
现百万涨粉。这波“量变引起质
变”的操作，不只是印证了新媒体
传播的爆发力，也说明了文旅宣传
有了新的玩法。于是，越来越多追
随者加入这场“万物皆可玩梗”的
线上狂欢。

然而，当文旅宣传忙着“蹭热
点”“追热梗”时，也有可能掉入流量
的陷阱。首先是同质化。一个“哪
吒”火爆出圈，引得各地争抢“故

里”。一句“回答我”的魔性口号，又
掀起新一轮模仿潮。在这场“追梗
竞赛”里，一个恰到好处的融梗或许
能博君一笑、赢得“黄金三秒”，可也
容易让城市形象在复制粘贴中逐
渐模糊。实际上，当一众城市的历
史沉淀沦为“千城一梗”时，不过是
另一种“千城一面”罢了。

其次是容易被“人设”绑定。
“人设”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之余，
也 容 易“ 成 于 流 量 ，败 于 流 量 ”。
如果城市拿不出与其文旅“人设”
相符的配套服务，恐怕就免不了

“打卡即结束”的命运。
我们乐见更多的官方账号放

下身段拥抱年轻文化，但更期待
这场流量盛宴能催生更多深层变
革。其中关键在于，如何将流量
沉淀为城市文旅的生命力。例如
成都借“熊猫花花”IP 开发沉浸式
体验区，事实证明，只有将“梗”植
入本地文化肌理，才能让流量生
根、开花结果。

一座城市的魅力，从来不在于
它追上多少个“梗”，而在于它能否
让每个梗都在自己的土壤里长出
独特的文化年轮。

书店不仅仅是售卖书籍的地方，更
是城市文化的标志、市民的精神家园。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三门峡市许多
书店经营者仍在努力坚守，不断探索新
的发展经营模式，用书香延续着城市的
文化脉络。

位于市区虢国路与甘棠路交叉口的
帆书三门峡运营中心，是一家特色主题
书店。这里不仅能为书友提供便捷的阅
读空间，更通过“能读、能听、能聚”的多
元场景，提升书店的文化氛围和品味，让
书店成为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的新型
空间载体。

4 月 20 日，记者走进帆书三门峡运
营中心，暖黄色的灯光柔和地洒在书架
上，淡淡的书香萦绕在空气中，仿佛时光
都慢了下来。店内设计别具匠心，书架
摆放错落有致，每一个类别都有清晰的
标识，方便读者查阅。在这里，不仅能找
到国内外经典的文学著作，还能发现许
多小众但极具深度的学术研究书籍。

今年 42 岁 的 韩 清 ，是 帆 书 三 门 峡
运营中心负责人，同时还是一名国家二
级 心 理 咨 询 师 ，开 设 有 心 理 咨 询 工 作
室。“在运营中，我运用专业知识，对上
架的每一本书都精心挑选，严格把关，
只为让来这里的书友，都能在书的世界
里找到心灵的慰藉，收获知识的启迪，
感悟生命的意义。”韩清表示，“今年以
来，我们举办各类读书活动 28 次，主题
广泛，内容丰富，深受好评。截至目前，
帆书三门峡运营中心已拥有线上线下

会员 2 万余名。”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致力于通过举

办各类文化活动，将作家、学者和读者聚
集在一起，促进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传
承，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每次有知名
作家来访三门峡，帆书三门峡运营中心
签售会现场总是人头攒动，读者们早早
地 排 队 等 候 ，期 待 着 与 作 家 近 距 离 交
流。在该中心近期的一次新书签售会
上，作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背后
的故事，读者们则积极提问，分享自己的
阅读感受，现场气氛热闹而温馨。

除签售会外，读书分享会也是该中
心的一大亮点。该中心每周都会定期举
办不同主题的读书分享会，如“古代文学
赏析”“亲子关系探秘”等。读者们围坐
一起，分享自己最近读过的好书，交流读
书心得。在一场以“她力量”为主题的读
书分享会上，大家的思维火花在交流中
不断碰撞，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帆书三
门峡运营中心会员、退休职工杨莉波说：

“参加读书分享会，让我结识了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也拓宽了我的阅读视野，发
现了很多以前忽略的好书，近期我打算
购入一些新书邮寄给在国外上学的女儿
和她的同学，传播我们中国文化。”

位于市区梦之城的喜阅书店也很受
市民欢迎，该书店共有图书 5 万余册，是
集知识传播、学习共享于一体的综合文
化场所。每到周末，前来看书购书的市
民熙熙攘攘，大小书友或手捧书籍细细
品读，享受徜徉书海的美妙时光，或带着

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满载而归。市民赵社
伟向记者展示两个购物袋，袋子里装满
了童书，这些都是他和女儿逛了一个多
小时挑选的，赵社伟说：“实体书的获得
感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从小我就特别
注重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平时周末也
会带她来书店看书，今天为她买了很多
书，女儿很开心，感觉收获满满。”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书香三门峡”
建设作为强化理论武装、创建学习型社

会的有力抓手，优化阅读内容供给，持续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民阅读呈现
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良好态势。

无论是新华书店等传统书店，还是
帆书三门峡运营中心、喜阅书店等新兴
书店，在数字化时代，它们依然坚守着文
化阵地，通过创新和努力，提升城市品
位，留住城市书香，为每一个热爱阅读的
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为城市的文化发
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三
门峡市持续打造“书香润崤函”“诗
韵黄河 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等系
列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氛围。图为 4 月 19 日，市
民在三门峡市新华书店阅读。

本报记者 陈海洋 摄

在灵宝市城南 60 多公里的朱阳镇西北部，有
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岭，人们称为将军岭。岭上有
一座大墓，被称为将军墓。据旧《灵宝县志》记载，
这座墓是为纪念隋唐时期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
窦建德修建的。该墓南北两面为沟，东西两面为
岭，整个大墓高 5 米，周长 96 米。1956 年，窦建德
墓被当地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灵
宝“窦建德的传说”被灵宝市人民政府列入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 史 料 记 载 ，窦 建 德 生 活 在 573 年 —621 年
间，是唐代清河漳南（今山东省武城东北）人，农民
出身。在隋末乱世纷争的年代，窦建德率部揭竿
而起，参加了隋末农民起义军，投奔到起义军高士
达的麾下，任司兵，隋大业十二年（616 年）任军司
马。随后，高士达战死，窦建德继任起义军领袖，
拥兵 20 余万，号称将军。

大业十三年，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窦建德拥
兵自立，号称长乐王，后率部攻占了信都、清河等
郡，并在河南之战中歼灭隋军薛世雄部 3 万余人，
攻下河北大部分郡县。第二年，窦建德号称夏王，
建都乐寿，改年号五凤，国号夏。唐武德二年（619
年），窦建德迁都名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唐武德
四年二月，窦建德在增援洛阳军阀王世充时被秦
王李世民俘虏，后斩首于长安。

据当地群众相传，窦建德于河南之战时曾在
位于朱阳镇西北部的花木营村安营扎寨，因为这
里是一片桦树林，当时这个营地就叫桦木营，后改
为花木营。桦木营的前面是蒲阵沟村，这里四面
环山，中间地势开阔，据说是窦建德当年布兵摆阵
的地方。在村前出口的地方，有一座险要的山峰，
名叫五峰山，相传窦建德当年在花木营安营扎寨
后，在此布兵摆阵，操练兵马。磨刀崖下的这些磨
刀 石 ，就 是 窦 建 德 和 他 的 部 下 当 年 磨 战 刀 的 地
方。五峰山又称“挡将崖”，窦建德和他的部下当
年磨好战刀，准备上马出阵的时候，五峰山前边杀
气腾腾，好像有千军万马埋伏之势，窦建德就和他
的部下回兵走洞沟向北进军。当军队行到洞沟
岭，他突然得了急病，军队不能前进，军师用激将
法让窦建德振奋精神，带领军队继续前行。后来，
人们把这个村子叫作激将村，即现在的吉家村。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窦建德在朱阳山区驻
军期间，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还为当地
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此，窦建德死后，朱阳山区
的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倚山造坟，在这道岭上为
窦建德修建了坟墓，还在墓前修建了将军庙，并把
这座山改名为将军岭，以此来纪念窦建德。

窦建德的传说在朱阳人民的口中流传至今，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的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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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鹏 欣 成 语 典 故
金石博古画展开展

三门峡市作协：

举办《凝眸人生》作品研讨会

本报讯 4 月 17 日，陕州区
图 书 馆 联 合 陕 州 区 实 验 幼 儿
园 ，开 展“ 书 香·童 年 ，阅 读 伴
成 长 ”主 题 阅 读 体 验 活 动 ，70
余 名 师 生 共 同 开 启 这 场 充 满
惊喜的阅读之旅。

当日，陕州区实验幼儿园
的 孩 子 跟 随 老 师 ，满 怀 着 好
奇 与 期 待 ，兴 奋 地 迈 进 陕 州
区 图 书 馆 。 在 老 师 的 引 导
下 ，孩 子 们 有 序 走 进 外 借 流
通 部 、报 刊 阅 览 室 、少 儿 阅 览

室 。 图 书 馆 工 作 人 员 用 生 动
有 趣 的 语 言 ，为 孩 子 们 介 绍
图 书 馆 的 功 能 、借 阅 规 则 ，以
及 图 书 分 类 的 小 奥 秘 ，孩 子
们 个 个 听 得 聚 精 会 神 ，眼 睛
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这场活动，不仅让孩子们
在欢乐中收获了知识，悄然种
下阅读习惯的种子，更让他们
在真实场景里，真切感受到阅
读的魅力，真正懂得“爱书、护
书”。 （王薇 崔娟云）

陕州区：

开启阅读之旅
书香浸润童心

城市书店：为心灵“充电”的精神驿站
文/图 本报记者 梁如意

遨游书海品书香

文旅宣传有“梗”还要有“料”
陈文杰

窦建德与灵宝将军岭
姜涛

史海钩沉

图为两名市民在帆书三门峡运营中心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