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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诗会花絮
名家合影忙

当天赶来参加诗会的诗人有不

少在本地诗歌爱好者心中都是“大

腕”级的人物，他们一进场就被狂热

的仰慕者围住求合影。从广州赶回

来的诗人崔鹤和从北京飞回来的诗

人柳亚刀都是一件 T恤低调平和，
一直好脾气地配合着大家手机拍

照。农民工诗人李永普虽然穿着一

双塑料拖鞋，却不减诗人魅力，有人

偷拍他，有人求合影，无疑是众人焦

点。魔头贝贝更是自成风格，当网

络作家二月公子和他合影时，他一

个大熊抱后，调皮地把胳膊挂在了

二月公子脖子上。

“小粉”露荷尖

活动现场有几个可爱的小姑

娘，她们可不是来“打酱油”的，而是

认认真真来“取经”的。来自15小六
年级的曾心源喜爱文学，五年级起

就在一些文学网站上发表小说，最

初是续写《花千骨》，现在已经开始

原创了，小姑娘的作品在网上点击

率已经超过十万了。谈起文学创

作，她就像打开了话匣子，说得头头

是道。了解她情况的诗人叔叔和阿

姨都对她十分称赞，让她激动而又开

心，她说，她更有信心写作了。

激情诵诗歌
诗人似乎总是离不开激情。在

诵读个人作品环节，文字已经不足

以表达大家的情绪，有人抑扬顿

挫、有人手舞足蹈。诗人周涛上台

朗诵前，着汉服、正衣冠，手持艾

叶，从一端开始，缓缓吟诵，其虔诚

的气质，竟有几分神似影视剧中的

屈子。还有几位诗人，为求更完美

的舞台效果，或请普通话好的女士

代诵，或找天真可爱的女童代诵，均

别有趣味。累累累4
（本报记者 曾碧娟）

“莲花湖”杯诗歌大赛启动暨南阳日报白河诗会成功举办

激情吟诗颂忠魂 诗人盛会诗意新

本报记者 曾碧娟

实 习 生 孙君茹

为了弘扬伟大诗人屈原的爱国主

义情怀，并为诗人与作家以及诗歌爱

好者间的交流学习提供机会和平台，

日前，由南阳日报主办、万家园旅游集

团承办的端午“白河诗会”在万家园莲

花湖养生城举行。60多位南阳诗人、
作家以及诗歌爱好者相聚于此，他们

身着汉服在风景秀丽的莲花湖畔吟

诗、插艾草、诵读《屈原祭》，以此来纪

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并呼吁定

端午节这天为“诗人节”。

这是一次南阳诗人难得的相聚：

柳亚刀从北京坐早班飞机匆匆赶来，

崔鹤费尽周折买了一张火车票从广

州回来，魔头贝贝从河南油田提前一

天到南阳，李永普从邓州农村转车而

来，李雪峰、任建军凌晨5点从西峡
出发,樊德林大清早从唐河赶来……
胸怀激情心系诗歌的诗人从四面八

方而来，共赴这场“白河诗会”。

这也是一次激情的碰撞，一场

诗歌的盛宴。活动以祭奠屈原开始，

诗人们身着汉服，手持艾草，在南阳

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二月公子、诗人丁

小琪的领读下，神情凝重地诵读了

《屈原祭》。随后，在诗人慕容真子的

主持下，诗人们纷纷上台饱含深情地

诵读了个人作品。

在莲花温泉的四圣广场，诗人们

或挽臂或高呼，呼吁将端午节定为

“诗人节”。诗人渔客说，诗人是中华

文明的记录者与推动者，在历史上一

直缺失一个属于诗人们的节日，为

此，诗人朋友们呼吁把纪念伟大爱国

诗人屈原的节日端午节，定为“诗人

节”或“诗歌节”，诗人柳亚刀认为“诗

人节”的意义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归

属与鼓励，有助于诗人们的创作和诗

歌的进一步繁荣。

由南阳日报社主办、万家园旅游

集团承办的“莲花湖”杯诗歌大赛也

于当天启动。大赛从2016年端午节
开始，2017年元旦结束。为鼓励创
作，营造良好氛围，大赛组委会还将

在今年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

举办笔会，邀请名家莅临现场，与广

大诗歌学者及爱好者同台交流，切磋

诗艺。南阳日报文化周刊全程关注

赛事及笔会，白河副刊不定期择优刊

发部分诗作。大赛结束，组委会还将

参赛作品择优结集出版，推出“莲花

湖诗会”诗集丛书。累累累4
图为：南阳诗人着汉服集体朗诵

《屈原祭》 本报记者 曾碧娟 摄

“莲花湖”杯
诗歌大赛
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从祭

祀铭文到如今的家训石刻，

多以诗词的形式传承绵延；

从孔子曰到离骚九歌，从建

安诗派到唐诗宋词，从毛体

诗词到现代的朦胧派,诗人，
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

证者与记录者；诗歌，始终

是汉语言文化的创新者和

凝练者。南阳文风昌盛，亦

是产生诗人、诗歌的沃土。

白河副刊以打造文学高地

为己任，以本次白河诗会作

为诗歌大赛的开幕，面向全

国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公

开征稿。

本次诗歌大赛以亲情、

爱情、乡土情、山水情等为

创作主题，其中山水情建

议以莲花旅游集团旗下景

区莲花湖、莲花温泉、猿人

山、丹霞寺等为侧重，每位

作 者 可 提 供 1累3篇 诗 稿
参赛。

大赛设一等奖1名：价
值50万元莲花湖养老公寓
终身使用权一套（50平方
米）+1万元现金

二等奖9名：价值50万
元莲花湖养老公寓50平方
米20年使用权一套（3个月/
年）+3000元现金

三等奖 20名：价值 50
万元莲花湖养老公寓50平
方米10年使用权一套（1个
月/年）+1500元现金

投稿途径：南阳网论坛

“诗歌天地”版块（36.01ny.cn）
或邮箱：10561136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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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内乡县衙博物馆联办

解 读

内乡县衙
累累累

□王珊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走进内乡县衙，在

高大威严的大堂前矗立着一座

三门四柱的石质牌坊：它高约

5.2米，宽约6.35米，选用南阳独
山石灰石，在青砖灰瓦的建筑群

中超凡脱俗、巍峨雄伟，为这里

增添了一种厚重、深沉的风骨。

它面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面

北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

易虐，上天难欺”铭文十六字。

这就是官箴建筑戒石铭，习称

“戒石坊”。在衙门大堂前立戒

石坊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深刻的

寓意，它已成为内乡县衙的标志

性廉政建筑。

不朽官箴

“公生明”三个字的意思是：

只有公正方能明察事情的真

相。它出自《荀子·不苟篇》：“公

生明，偏生暗。”据考证，这三个

字作为官场箴言，最早却是出自

明代著名理学家曹端之口。曹

端是河南渑池人，中举后在蒲州

做学正。他不仅学术造诣高深，

而且品行卓异，学生多达数百

人、遍布天下。永乐十二年（公

元1414年），他的高徒郭晟乡试
中举，要到西安府任同知，上任

前，他专程去拜别恩师，并讨教

为官之道，曹端就说出了这则不

朽的官箴并流传至今。它的原

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

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

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

廉生威。”这段文字，字字警策，

句句药石，成为历史上许多清官

的座右铭。1995年6月，前国务
院总理朱 基视察内乡县衙时，

对这则官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

极力推崇。

戒石坊北面刻有“御制戒石

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

虐，上天难欺。黄庭坚”24个小
字。也就是说，这是一道皇帝下

令颁制的戒石铭，并且是全国统

一的拓本，由北宋著名书法家黄

庭坚所书写。戒石铭的内容是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

虐，上天难欺”。这就是过去的

官箴戒约，因此，戒石坊也被称

为“衙门里的官箴建筑”。

廉洁标本

公堂前立戒石，距今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为北宋太宗皇
帝赵光义所首倡，但“尔俸尔禄，

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四句话，却是从五代后蜀主孟昶

所撰的《颁令箴》中精简而来的。

孟昶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

他为了整顿吏治，先后处死了李

仁罕、张业等不法官吏，并颁布

了亲自撰写的24句《颁令箴》。
据《吏学指南》记载：官府戒石铭

“汉唐以来，未尝有之，五代时，

蜀主孟昶始颁令箴于诸邑。”其

内容是告诫官员要善待百姓，报

效国家。宋灭后蜀以后，宋太宗

吸取前后蜀政治腐朽、不战而败

的历史教训，将《颁令箴》删繁就

简缩写为 4句 16字，并颁布天
下。宋高宗赵构下令将名家黄

庭坚书写的这一祖训颁布于各

府、州、县，并刻在石碑上、立于

大堂前。明太祖朱元璋又下令

建亭保护，所以最初称之为“戒

石亭”，后因出入不便，就改为牌

坊，才称为“戒石坊”，沿用至

清。官员身坐大堂抬头可见，警

戒其要秉公办案，若徇私枉法，

天理不容。

据县志记载，过去地方官上

任时，都要在戒石坊下举行行礼

祭拜仪式，并带领属下宣读戒石

铭的内容。戒石坊被历代皇帝

所倡导，是官僚政治在官衙建筑

中的体现，已融入衙门的建筑文

化之中，成为衙门建筑的诸多模

式之一。累累累4

内乡县衙戒石坊（上）

人文资讯

本报记者 赵林蔚

“变革时代看灿烂的春秋。”6月
14日，由河南省文学院、河南文艺出
版社、河南省新华书店、南阳师范学

院联合主办的秦俊《春秋五霸》系列

历史小说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著名作家二月河、李天岑，河南

省文学院院长何弘，河南文艺出版

社副社长冯学勇等与百余名南阳大

学生一道畅谈历史，聚焦写作。

讲述——
“有故事”的春秋

《春秋五霸》系列由《秦穆公》

《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楚

庄王》五部长篇组成，近 150万字。
全书以民间视角和温情的叙述，直

击五大霸主的精神实质，揭示春秋

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

谈起创作初衷，著名作家秦俊

表示：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

次深刻变革的时代，是群情迸放、文

化灿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大

义，有智慧，也有奸诈，有思想的爆

发，还有霸主的出现，中国的文化在

这个时代爆炸性发展，空前绝后。

要研究中国、发展中国，就得研究、

学习这个时代。而春秋的五个霸

主，则是春秋时期的五个杰出代表

人物，很有讲述价值。

对此，著名作家、南阳文学院院长

二月河认为，春秋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时期，春秋时期百姓思想活跃，对哲学

思想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发展，思想

势头突飞猛进，这是中国一个非常奇

特的时期。到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把春秋以来积极、健

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思想之火突然

熄灭，若不然，中国的思想、文化、学

术的发展不可估量。秦俊的《春秋五

霸》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供

了非常值得思考的借鉴。春秋时期

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提高今

天对社会的认知具有非常积极的现

实意义和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省文学院院长何弘赞成这一观

点，他说：“诸子百家从春秋兴起，春

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的典型代表，今

天和春秋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秦

俊的《春秋五霸》很有现实意义。”

认识——

“聪明人”的世界

在这一系列中，秦俊最满意的是

《楚庄王》。在他看来，无论政治、军事

还是管理国家的才能，楚庄王都堪称

第一，他“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

飞，一飞冲天”,成为威震中原的春秋霸
主。打了大胜仗，理应举杯庆贺，他却

闭门不出，反躬自省。有勇有谋，具有

大格局，堪称霸主中的霸主。

春秋是“聪明人的世界”。在书

中，秦俊对范蠡、百里奚等人的描绘

同样不吝笔墨。他谈道，范蠡是一

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既是军事家、

政治家，又是经济学家。讲立功，他

复了越国;论做官，他做到了宰相;论
经商，他做到了天下首富。2000多
年前他就著了《养鱼经》，写立体养

鱼。更可贵的是，他能急流勇退。

在南阳，到处都有他的传说，很多南

阳人都能讲出关于他的三五个故

事。还有五 大夫百里奚，也是南

阳人在春秋时代的骄傲。

“我父亲就是‘故事篓子’，我听

着他的故事长大，积累多了，就有讲

故事的欲望。大学毕业后修地方志，

对民俗的了解更多了些，自然运用于

写作中。希望结合我的故事，达到宣

传他们、宣传南阳的目的。”秦俊说。

体会——
“最好读”的历史

著名评论家陈继会曾评价：河

南历史题材创作形成三驾马车，姚

雪垠、二月河以雅致来叙述历史，刘

震云以现实眼光反映历史，秦俊以

民间的视角解说历史。

“秦俊白天能工作，晚上能写

作，已出版 17部长篇小说（含合
著），共 700余万字。他写了这么
多书，这么多字，令人折服。”著名

作家李天岑表示，秦俊是一个非

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讲奉献的

作家，秦俊这几年写作的步子越

来越快，质量越来越高，《春秋五

霸》比之前的《汉宫残阳》高出了

好几个层次。

“通俗而不庸俗，乡土而不泥

土；从众而不媚众，入雅而不佞

雅。”二月河认为，这是一部最好

读的春秋争霸史，秦俊的书中注入

了大量作者的思想情感，以及对社

会、对世界的理解，展示了一个作

家对社会人文的深邃理解，意义非

凡。何弘谈道，《春秋五霸》 很好

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历史真实与

文学真实、思想性与艺术性等方面

的难题，秦俊的小说体量大、时间

跨度也大，他既写汉武帝，也写宋

代 皇 帝 ， 现 在 又 写 出 《春 秋 五

霸》，很好地诠释了对南阳文化和

中原文化的吸收、对中国历史和中

国现实的独特把握。累累累4

名家聚首畅谈秦俊《春秋五霸》——

看大国争霸 品历史真味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 实习生

孙君茹）近日，由民间爱好者自发

组织的南阳首届“曲林大会”在城

区举办。板头曲国家级传承人宋

光生、大调曲子省级传承人黄天赐

等约50名省内外民间艺术家及曲
艺爱好者与会，并进行了为期两天

的弹唱演奏、切磋交流。

“大调曲子”原称鼓子曲，是

我市重要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

“板头曲”原为大调曲子的一部

分，后发展成独立的曲种。大调

曲子和板头曲作为河南四大曲艺

中的两大曲艺，分别在2008年和
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会上，艺术家们老少搭档，自

由演奏，共奏出一曲曲经典动听各

具特色的曲子。来自河北、现场最

年轻的大调曲子说唱代表梁丽超

与宋光生老人共同演奏《一请》，让

人既体验到传统雅乐的幽深，也感

受到青春的活力。

让人振奋的是，本届“曲林大

会”是由年轻曲友牛帅、梁丽超

等提出，曲友们自发自费举办

的，这让心系传承的老一辈艺术

家们倍感欣慰。宋光生还现场表

态捐赠1万元用于支持曲艺的发
展。累累累4

曲林大会晒古调
老少齐聚唱非遗

近日，市群艺馆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社旗木版年画进

行了专场展览，展览至6月
30日结束。累累累4

本报记者 王聪 摄

6月14日，由市书法家协会、南阳仲泰医圣堂联合主办的南阳中医药
文化书法名家笔会在医圣堂内举行。累累累4 本报记者 曾碧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