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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注

本栏目由内乡县衙博物馆联办

解 读

内乡县衙
累累累

内乡县衙何以
保存最为完整（下）
□王晓杰

保存原因 1949年后，县政
府在此办公，武装部、公安局等各

局委也一直在县衙办公，一直到

20世纪80年代，为了保护开发县
衙，各局委才相继搬出，这是内乡

县衙保存完整原因之一。原因之

二是“文革”期间，“革委会”设在

内乡县衙，这是内乡县衙保存完

整原因之二。但“文革”期间，西

北政法大学的部分红卫兵串联到

内乡，以破“四旧”为名拆除了宣

化坊，砸毁了房屋上的鸱吻和兽

脊，县衙建筑遭到了一定破坏。

因为内乡县衙一直为县政府和重

要职能部门办公场所，因此得以

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县衙特点 内乡县衙占地4
万多平方米，现有房舍 280余
间。建筑自南向北主要有照壁、

宣化坊、大门、仪门，吏、户、礼、

兵、刑、工六房，大堂、门房、屏门、

二堂及两厢、夫子院、穿廊、三堂

及两厢、东西花厅、东西库房和后

花园等。整个建筑群严格按照清

代官制衙署营建，建筑布局与《明

史》、《清会典》所载建筑规制完全

相符，体现了古代地方衙署坐北

面南、左文右武、前衙后邸、监狱

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因保存完

整程度极为罕见，被专家誉为“神

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县衙作用 内乡县衙是我国

衙署文化研究中心，56个单体陈
列，近6000平方米展览及丰富多
彩文艺表演，可以领略博大精深

的官署文化。特别是每个建筑物

前的匾额、楹联都以其语言精练、

含义深刻令人赞不绝口。其中最

为著名的当属三省堂前楹联：“吃

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

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

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

地方全靠一官”。这些楹联对研

究封建社会吏治情况，了解各级

官吏的思想道德，研究封建社会

衙门文化特性，都具有较高的借

鉴作用，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专

家学者称为"一座古县衙，半部官
文化"。

在全国衙门类博物馆中，

1984年就注册开放的内乡县衙博
物馆，属于保存比较好，开放比较

早，内涵比较丰富，展览比较有特

色的博物馆之一。在著名文史专

家史树青、罗哲文、郑孝燮等人帮

助下，已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衙

门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很好

的研究成果。所以内乡县衙被批

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二级博物馆，还被评选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内乡县衙得
到海内外广大游客的好评，也以

其重视学术研究在博物馆界受到

大家关注。

内乡县衙已经成为中原大地

上新崛起的旅游胜地，国内游客

遍及全国各地，国外有美国、英

国、加拿大、新加坡等50多个国
家和地区，每年有90多万人次的
游客来观光游览。内乡县衙已成

为世界了解内乡、内乡走向世界

的窗口和桥梁。累累累4

本 版 编 辑 赵 林 蔚

人文资讯

本报讯（特约记者鲁钊）日前，

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化学者秦俊

在周口师范学院对大学生进行精彩

的读书与人生专题讲座，展示了南

阳作家风采形象。

“厚古重今，伴我卅年书万卷；

砥德砺行，慰他一片情千尺。”秦俊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用自己丰富

的人生经历，与学子畅聊人生和创

作，精彩的讲座赢得大学生共鸣，现

场座无虚席，连门口和走道都是渴

慕听讲的学生，从一个细节展示了

周口师范学院良好的学风校风。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表示，本次

讲座为大家提供与名家面对面的机

会，不仅增长了文学创作知识，更是

一次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名家文

学创作历程和灵魂的深刻感触学

习，亲身感受“南阳作家群”的魅力

风采，获益匪浅。累累累4

秦俊应邀赴周口师院讲学

畅谈人生 解读生活

对于众多《南阳日报》、《南阳

晚报》的老订户来说，这不仅是份

报纸，更像是一位老朋友。

“阅读《南阳日报》、《南阳晚

报》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已

经89岁高龄的冯云武老人是一位
家住七一街道的老干部，也是一

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
卧龙区委退休后，他连续订阅《南

阳日报》、《南阳晚报》近20年，可
以说见证了本报的成长。冯云武

说：“1947年我参加工作，1949年
《南阳日报》创刊时，我在单位就

最爱看这张报纸，退休后又专门

订了报纸,一看就是一晌！”他表
示，自己更愿意从报纸上获取信

息，“南阳城区有啥道路在修、公

交车的最新线路，高速公路修到

哪里，各级部门对老年人有啥优

惠政策？这些新闻我都是从报纸

上看到的”。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上班的吕

佳不仅自己经常看《南阳日报》，下

载了龙腾南阳客户端，还给妈妈和

婆婆订了《南阳晚报》。吕佳认为，

微信太热闹，真正有价值的思考不

少，但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太多。报

纸的读者群，很多是社会的中坚，

追求有价值的新闻。自己爱看的

就是报纸上的“南阳事”、“民生

事”，南阳本地媒体在这方面做得

很好，很精彩。从宣传政策法规、

展现城乡经济建设成果，到关注小

区水、电、暖气的计费问题，甚至报

道突发事件，《南阳日报》都能发出

权威的声音，报纸可读可信。这些

都是自己身边的事,读起来也特别
亲切。吕佳提及：我们小区曾因为

物业和业主的纠纷，电梯停运。居

民没有电梯坐，要爬很多层的高

楼，太难受了！与邻居们商量后，

我拨打了你们的新闻热线，记者就

到现场采访，不仅采访了住户，也

采访了物业公司，起到了沟通桥梁

的作用，隔天物业就恢复了电梯。

现在，吕佳又成了南阳传媒集团微

信的铁杆粉丝，重点关注吃喝玩

乐，以及健康资讯。累累累4
（本报记者 赵林蔚）

订报 风雨兼程 读者相伴

■编者按

新年伊始，我们又迎来了和读者相依相伴、

共同成长的新里程。当下，速读、粗读、快读、浏

览,“浅阅读”之风渐骤，我们深知这种相依相伴
的不易，也深深感谢读者多年来的不离不弃。

开门办报，是报人的传统，本期，我们将和热心

读者一起，感受报纸带给他们的感动、思考，当

然，我们同样也从中收获感动、思考，并坚定砥

砺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国民阅读力和阅读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民族的基本素

质、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在打

造书香社会、书香校园、书香家庭

的过程中，《南阳日报》、《南阳晚

报》、《南都晨报》发挥着无可取代

的作用。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有

温度的新闻、有深度的新闻、有用

的新闻。”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李

艳青给上小学的孩子连订了三年

《南阳晚报》。在她看来，在信息

爆炸的时代，网上的资讯太杂太

乱，报纸上的资讯毕竟经过筛选，

读报纸大大开阔了孩子们的视

野，也让家长更放心。李艳青表

示，在家庭交流过程中，通过讲述

报纸上的新闻，孩子们说话的能

力强了,作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通过看报，自己在生活中也受益

匪浅。去年年底，刚在《南阳晚

报》看到“200元加装‘燃气阀门’
南阳华润：不是我公司行为”的报

道，就遇到上门安装阀门的骗子，

自己果断拒绝，没有给骗子可乘

之机，可小区里没有得到相关讯

息的住户，有很多都受骗了。

青年作家路漫漫喜欢在茶余

饭后打开副刊，看文坛趣事、风土

人情、文化地理，享受生活的慢节

奏。在他看来，这里是张扬推介南

阳人文的旗帜。尤其是白河副刊，

她的影响深远不可言述，坚持时间

之长，成果之丰硕，成为市内外作

家的重要阵地和读者的精神家

园。他还曾受邀把《南阳日报·文

化周刊》寄赠天津和太原的副刊编

辑朋友，获得由衷夸奖，认为《文化

周刊》完全担当、体现了南阳厚重

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温度。累累累4
（本报记者 赵林蔚）

读报 认真阅读 受益匪浅

我市著名收藏家仝宣州在报

纸收藏界是公认的行家，年轻时，

他就喜欢看报，有好的、有价值

的新闻就抄下来，后来又做剪

报，最后索性整张收集整理，但

真正集报是从 1993年开始的。
仝宣州收集的报纸分为三大类：

创刊号报纸、特殊纪念版面报纸

和号外报纸。其中，他最为珍视

的就是 2012年 9月 6日南阳日报
社在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开幕当

天出版的四开四版的《南阳日

报》号外一张及 2014年 12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当日

南阳日报社制作出版的特大号

外报纸。说起这两张报纸，仝宣

州就格外激动：“这两张号外报

纸宣传的是咱南阳发生的大好

事，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开幕的号

外报纸是南阳第一张号外报纸，

南水北调的号外报纸长 160厘
米、高 55厘米，是南阳号外报纸

的老大，这都是十分具有收藏意

义和纪念意义的。”

如今，收集、剪贴和分类整理

报纸成了仝宣州每天的“必修

课”，算下来他已经收藏国内外报

纸上万份，有特大的号外报纸，也

有手掌大小的“掌报”和名片大小

的“名片报纸”。记者在仝宣州收

藏的多种类报纸中看到，除了《南

阳日报》，还有 2003年 10月 16日
纪念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

功，《人民日报》发行的铜板彩印

“号外”一张；2012年 11月，党的
十八大开幕当天，《长江日报》出

版的“号外”一张；《河南日报》创

刊五十周年纪念金箔报一张。

2011年，我市收藏家刘东阳
曾把家中收藏的5张于20世纪50
年代、60年代刊发的 《南阳日
报》 捐 给 了 南 阳 日 报 社 资 料

室，希望把这份珍贵的资料交

给报社保存。他表示，自己虽

然很喜欢收藏，也很珍视这几

份报纸，但是希望可以把它们捐

赠给报社，更好地得到保存，同时

把价值发挥到最大。累累累4
（本报记者 王鸿洋）

藏报 收藏瞬间 纪念感动

2016年11月28日，南阳晚报
发起了“赠阅一份晚报 传递一片

爱心”的大型爱心公益活动，欢迎

爱心企业和个人为城区“百名困难

户”、“百名残疾人”、“百名孤寡老

人”、“百名环卫工”、“百名退休干

部”、“百名优秀教师”、“百名先进

典型”等特殊群体赠阅南阳晚报，

奉献精神食粮，传播正能量。

赠报活动受到了广大读者和

群众的点赞，很多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纷纷加入，慷慨解囊，为特

殊群体赠送报纸。100份、50份、
30份、20份……南阳华视眼镜有
限责任公司，市福彩中心，南阳金

叶涂料有限公司，蓝天跆拳道素

质教育机构、南阳博泰置业有限

公司、中泰东方本草私人订制养

生会所、南阳业之峰装饰有限公

司、南阳协和医院、白云山复方丹

参片爱心公益基金等多家爱心企

业和单位向困难户、残疾人、孤寡

老人、环卫工、先进典型等特殊群

体赠阅晚报。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一

份报纸，传递的是知识，是信息，更

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爱心。捐赠

报纸的企业家和单位负责人纷纷

表示，南阳晚报搭建这一爱心平

台，为特殊群体赠阅报纸，彰显了

媒体责任，架起了爱心捐助的桥梁

和纽带，作为企业他们非常愿意回

报社会，为特殊群体送去一份陪

伴、一份关爱，送去阅读的快乐。

在这次爱心活动开展的一个

多月时间里，共有41家爱心企业参
与，共订阅1236份晚报，分别送给
了城区的困难户、残疾人、孤寡老

人、环卫工、退休干部、优秀教师、先

进典型等共计1200余人。累累累4
（本报记者 张苗苗）

赠报 献出爱心 担当责任

“报”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市图
书馆举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

系列推广活动，以加强推进全民阅

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分为中华典籍介绍“镇馆

之宝——明刻《道藏经》”和民俗文

化二十四节气专题两个展览及成

语文化节和少儿国学推广活动几

个部分。中华典籍介绍和民俗文

化展览分别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向

广大读者详细介绍了馆藏《道藏》

的内容、来历及收藏情况；民俗文

化二十四节气展则以二十四节气

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契机，

贯通古今与生活相结合，普及二十

四节气知识；成语文化节和少儿国

学推广以亲子互动游戏的形式，辅

助孩子们在课堂以外真正理解运

用传统文化精粹的同时，积累良好

的文化素养。累累累4

馆藏典籍 惊艳亮相

本报讯 （记者秦会娟 通讯员

李修对 王春）日前，桐柏县城关二

小以“信仰的力量”为主题隆重举行

“桐柏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果汇报”活动。

整个活动在开场舞《红红火火》

中拉开序幕；《长征》在学生们的诵

读和舞蹈中再现了长征精神，并激

励同学们要继承长征精神，不怕困

难，勇敢顽强，刻苦学习，报效祖

国。学生们诵读了《孝经》、《朱子家

训》，播放了学校部分小孝星在家里

孝敬父母和长辈的视频，优秀孝家

庭在舞台上再现了孩子孝敬父母，

家长示范带动，亲子共读，家庭和睦

的情景，优秀家庭代表还向全校师

生晒出自己家庭的家风、家训。南

阳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舍生忘

死，勇救四名落水儿童的英雄刘科

元、张涛也参与了该活动。累累累4

诵读经典 逐梦前行

仝 宣 州

收藏的两份

南阳日报精

彩号外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订报读报 家蕴书香 藏报赠报 利己惠人

家有传家

忠实读者，相依相伴 本报记者 赵林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