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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内乡县衙博物馆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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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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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欣

劝民农桑

封建社会的主体经济是农

业，农业的丰歉直接关系到人民

的生活，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的

安定，历代君主为表示重农，每

年立春日都要亲耕田土，并把劝

民农桑作为县官的主要职责之

一。乾隆帝说过：“有事则在县

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询民疾

苦，课民农桑，宣布德化，崇本

抑末。”可见劝民农桑是非常重

要的，农业生产的好坏是考核

县官的重要标准，为表示劝农，

历代都规定把立春日作为劝农

日，在立春日的前一天，知县要

身着官服带着僚属到先农坛祭

祀，还要扶犁耕作，表示春耕开

始，迎春气而兆丰年，俗话说叫

“打春牛”。

灾荒赈济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很容

易发现，封建社会可以说是靠天

收的自然经济，自然灾害发生极

为频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如

果处置不当，必然引起社会混

乱。为了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

稳固和社会安定，历代统治者都

会制定一系列的救荒政策和措

施：一类是中农、仓储、水利和林

垦等积极的防荒措施；另一类是

赈济、调粟、除害、养恤、安辑和

蠲缓等主动的补救措施。而在

县一级一切救荒措施，皆由县官

来实施。为使荒年能够救急，各

县都设置有义仓和常平仓，前者

为地方公共储粮备荒而设，后者

为丰年官府买粮储之，歉年低价

卖于灾民。历朝历代统治者规

定，灾害发生后，县官必须迅速

查清灾情，并向上级呈报，请求赈

济灾民和蠲缓赋税。在特殊情况

下，县官可先开仓赈灾，然后向上

奏报。其借贷种子、安辑流民、以

工代赈、设置粥厂等工作都要在

县官的主持监督下进行。

兴学与科举

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补

充和培养人才的需要，知县还担

当有兴办县学和主持县试的职

责。县试是最基本的考试，必须

由知县亲自主持，具体考试事务

由县衙的礼房来办理。而且各

县还设有县学，县官要为县学提

供财政支持和行政保证，督促生

员专心学习经书，还要定期为生

员讲学，参加乡试、阅卷。

“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

立”，虽然知县只是一县之官，但

是百姓是否能够安居乐业，地方

能否治理的井井有条，全在于知

县能否认真履行好这六项职

能。在内乡历史上，凡是那些奉

法尽职、勤政为民的官员无不受

到百姓的称赞和爱戴：金代县令

元好问，在内乡任职期间关心农

事，安抚流亡，所以调离的时候

内乡百姓纷纷"攀辕卧辙，挽留不
舍"；清代知县高以永，鼓励百姓
开垦田土，安抚流民、重视农桑，

并且留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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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千古楹联；章炳焘重视教化，兴

办义学，严惩恶霸，丰稔积仓，晚

年被罢官后回到内乡，受到内乡

百姓的慷慨相助……这正是：政

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累累累4

本报记者 曾碧娟

2017年的初雪下在春天。
室外风雪粗粝，室内山水磅

礴——2月 21日，在南阳邮政画
院，记者面对画家杜苏旭和他的作

品，觉得这恶劣的天气采访倒极是

应景。

走近杜苏旭的山水画，迎面

而来的是壁立千仞、万壑松风、

老木寒泉、云蒸霞蔚的气象。这

位从伏牛山走出来的大山之子，

把伏牛山的水墨淋漓与北方大气

磅礴的山水神韵都画进了他的国

画中。

学画之初 以梦为马

杜苏旭祖籍南阳西峡,辗转北
京和南阳生长生活，毕业于西安美

术学院国画系山水画专业。现为

中国著名山水画家、中国国家书画

院副院长、中国艺联副主席、中国

徐悲鸿画院院士、中美协会员。

当画家是杜苏旭自幼的梦

想。记者看到，在他的作品集中，

还收录着他7岁时的山水作品，那
时已经颇显画家潜质。幼年时的

他听说《芥子园画传》这本书对学

画很有帮助，不禁朝思暮想。为了

满足他的心愿，贫寒的母亲四处求

人，终于寻得此书。 正是这本《芥

子园画传》把苏旭领进了山水画的

笔墨世界。

10岁那年，母亲将他带去拜名
家秦岭云为师，通过秦先生的指

导，杜苏旭逐渐脱离了《芥子园画

传》上的技法。他在尊重前人每一

笔点画的同时，又进一步体会他们

心性和情怀。他从黄宾虹的笔墨

中悟出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从傅抱

石的画中解读出楚文化的渊源，从

陈子庄的画上寻觅到道家的思想，

从石鲁的作品中诠释出魏晋风骨，

正是他这种大河寻源般的探索和

发现，使他的眼界大开、心扉大开。

心念故乡 胸有家山

言语洒脱豪放，说话直爽痛

快——采访中可以看出，杜苏旭是

性情中人。曾有评论家说，杜苏

旭家乡的青山白云碧水蓝天陶冶

了他性情的真纯，寂寞的人生苦

旅成就他质朴、方正的个性，这一

性格特征一旦转化为笔墨语言，

就会自然而然地化为主正大、尚

刚阳的画风。

图画家山是杜苏旭童年的情

结。 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父

老山山水水心存感激、心存敬畏。

家山里水的农家炊烟、牧童晚归、

渔樵唱和、雨后斜阳令他魂牵梦

绕，不能自已。十余年来，他苦苦

地寻求着表达这份感情的最佳形

式，苦苦地期待着精神守望的果

实。他的足迹和心血也撒遍了伏

牛山的沟沟洼洼、坡坡坎坎。故乡

的山水是他胸中的人文资源，也是

他连接形式的一根心线，他沿着自

己的心线外拓，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从图画家山，到为祖国山河立

传，苏旭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

杜苏旭是一位标准的“笔墨中

人”，他反对用“素描”、“速写”、“彩

画”技法取代笔墨语言。他认为西

画只能传“技”，不能传“道”。就像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成人之道一样，中国画的“写

生”，也是从生命的内景层开始构

建，以“图画人生”为目的，由门前

房后的风景的审美发蒙；到家乡

的小桥流水，一抹乡愁的情商积

累；再到“读万卷书”的心路阅

历，“行万里路”的视通万里；一

个“通天尽人”自我“写生”的过

程，也就大功告成。

融汇百家 自成一派

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

死。杜苏旭深知其理。他深入传

统，着力创新，将百家笔墨技法熔

为一炉，在画坛独树一帜，影响渐

大。 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国家级

展览，被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多家

博物馆收藏，并受到藏家追捧。

2006年，杜苏旭的国画《紫气
涌山庄》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以1万
元的价格收藏，这是当年我市中国

作品收藏价最高的一幅，该画还曾

在2006年全国中国画提名展中获
优秀奖。当年9月他还应邀，与时
任中国美协秘书长李中贵、中央

美院教授邓惠伯、中国国画家协

会副主席叶向阳等8位山水画家为
钓鱼台国宾馆创作巨幅国画山水

《溪泉风云》。2011年，在北京长
安拍卖俱乐部进行的中国书画秋

拍中，杜苏旭的山水作品《西湖春

游》、《春晖》分别拍得27.3万元和
4.78万元，创造单幅国画价格新
高。其作品《伏牛群峰图》被故

宫博物院收藏；《黄土魂》入选中

国风情全国美展……

30年来，杜苏旭不仅在香港、
大理、贵州、成都、西安、兰州、西

宁、包头、乌鲁木齐、临汾、哈尔滨、

广州、郑州、上海、重庆、北京等地

举办画展，并先后走出国门，将他

的水墨神韵展示在美国、加拿大、

韩国、日本，法国等国家 。

相信执着于艺术的杜苏旭，其

人其作品将会追寻不止，灿烂不

止，再攀高峰。累累累4

本报记者 王鸿洋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在

我市，就有这么一位战胜病痛，追逐

写作梦想的古稀老人，他一生痴迷

写作，尤其是在患病后，更是写作梦

想不停歇，用他的话说，“活着一天

就要写一天，不能在追逐写作梦想

的路上留下遗憾”。

酷爱写作 笔耕不辍

家住市城区的张明礼，今年已

经72岁，自幼热爱写作的他，一直
都怀抱着当作家的梦想。从小开

始，张明礼思维就很广阔，写作方式

也天马行空，创作出的作品深受老

师和身边朋友的喜欢。正是因为喜

欢写作，少年时期的张明礼也经常

跑去市图书馆大量借阅图书，以此

来充实自己，渐渐的，他写出的作品

被《长江文艺》、《奔流》等刊物相继

刊发。

1980年，张明礼参加了工作，
每天繁重的工作并没有打消他的

写作热情，当作家的梦想也从未放

弃，他在工作之余不但没有停止写

作的脚步，更是在工作中或生活

上，遇到有趣的事情，他都会用文

字记录下来，写出的作品受到赞誉

无数。

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么平静充

实地走下去，2003年，张明礼得了脑
血栓，偏瘫的后遗症也让他的生活

一度不能自理，当时的张明礼整个

人都颓废了下去，觉得自己的写作

生涯已经结束了。直到 2008年北
京残奥会举行，张明礼在观看了残

奥会的比赛后，感到无比的震撼，电

视里参加残奥会的健儿们，虽然身

体残疾，但积极拼搏的精神让所有

人都敬佩。此时的张明礼下定决

心，自己的写作梦还在，不能就这

么自暴自弃下去。有了这个念头，

张明礼开始积极参加康复活动，锻

炼自己的身体，从一开始双手吃饭

都困难，到后来能拿笔写字，从一

开始写一个人字都困难，到后来的

挥笔自如，他用了将近整整一年的

时间。

战胜病痛 坚持创作

2009年，张明礼在受到河南卫
视一档节目的启发后，他决定把自

己这么多年来的所见所闻以剧本

的方式写出来。从构思、创作到定

稿，张明礼用了整整五年时间，

2014年，一部 30万字的 41集电视
剧本《两代情缘》问世了，这部剧写

出了“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期间，

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那些错综复

杂的爱情故事。灵感的喷涌和创

作的热情，让张明礼根本停不下

笔，随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又创

作出了20余万字的35集电视剧本
《生死姻缘》，这次作品不仅写出了

当下社会的各类热点话题，他还巧

妙地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融入到

了作品之中。

虽然两部剧本已经完成，但作

品创作的历程却无比艰辛。采访

中，张明礼的爱人梅婷阁告诉记

者，这么多年来，张明礼拖着病体

每天坚持写作，经常写到凌晨三

点多，写作用掉的稿纸和墨水不

计其数，张明礼告诉记者，只要还

有一口气，就会坚持写下去，自己

准备再写一部关于美好爱情的作

品，名字暂定为《情系深山》，也希

望自己的三部作品可以组成一个

三部曲。

精神作品 皆获好评

创作的剧本问世后，张明礼在

身边人的帮助下，把作品上传到了

网上，不仅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同

时也有很多网友对作品表示了肯

定，希望可以在日后看到他更多更

好的作品出现。

中国珠宝研究院院长王永铭是

土生土长的南阳人，一次机会让他

读到了张明礼所创作的《两代情

缘》，他反复读了两遍，对该剧本赞

赏有加，通过写信和电话的方式与

张明礼进行了多次交流，在鼓励他

继续创作的同时，也把这部剧本推

荐给了国际影视制作中心，希望有

机会可以拍成影视作品。

市影视家协会主席李成军在看

完张明礼创作的两部剧本后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他表示，张明礼所创

作的剧本，故事层次结构分明，内容

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就像吃糖葫芦

一样，可谓串串香甜。

市红学会副会长唐金清与张明

礼已是相熟多年，他表示，张明礼的

创作精神和创作热情非常值得人们

学习，尤其是在战胜病痛后，还能坚

持写作，两部作品的问世，也让人感

到深深敬佩。累累累4

左图：张明礼在剧本创作中。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笔凝水墨 胸有家山
——访南阳籍山水画家杜苏旭

知县六大职能（下）

人文聚焦

莫疑梦难圆 花开自有时
——一位古稀老人的写作之旅

□王鸿洋

淅川县香严寺，又名长寿寺、

香严长寿寺、显通禅寺。该寺位于

淅川县仓房镇白崖山，东临龙山，

西接虎山，北依后岭，南拱面山，整

个地形若莲花状，该寺居正中。香

严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

今，香严寺的传说也入选了我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香严寺始建于唐朝，本是慧忠

的道场，后建寺于此。唐宣宗曾在

寺内避难剃度。自唐代宗颁旨敕

护起，香严寺便与少林寺、白马寺、

相国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有万

顷香严寺之称。唐代后，该寺曾两

度复兴。明永乐年间重建该寺，规

模宏大，号称十方长寿大香严禅

寺。康熙年间，第58代住持重建
使该寺再度中兴。

关于香严寺的传说，据说是为

纪念香岩和尚而修建的。相传武

则天执政时，有一年连续六个月大

旱，庄稼绝收。为防百姓动乱，武

后下令，诏告天下：谁能解除旱情，

封万户侯，赏万两银。皇榜贴出数

日，竟无人敢揭。一日，一名和尚

来见武后，自称能解除旱情。他既

不跪拜，也不呼万岁，条件是要求

武后亲自为其洗脚，并兑现封侯赏

银的诺言。见和尚如此放肆，令武

后大为恼火，只因“君无戏言”，武

后只好依从。武后命内侍端来水

盆，亲自用小毛刷为和尚洗脚，没

料到和尚果不食言。武后为和尚

洗得慢，雨就下得小，洗得快，雨就

下得大。武后洗了三个时辰，大雨

就下了三个时辰。

天降大雨，武后照榜封赏，和

尚这才道出缘由：“我本是香岩童

子，为救百姓私降大雨，触犯天

条，不求赏赐只求一死。待我死

后请将我绑到午门白象鼻上，让

白象随意拖去，最后它卧到哪里

不动，那儿就是我的安身之地。”

说完果然死去。武后按其嘱咐将

他交与白象，白象有一天来到淅

川县南部深山，卧倒在一山清水

秀之地，于是人们在这里埋葬了

香岩和尚，并建一寺院，名为“香

岩寺”。“岩”与“严”同音，后人说

成了“香严寺”。累累累4

千年香严寺 非遗成佳话

非遗故事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

“内乡县衙杯”全国荷花摄影大赛

落幕，并在内乡县衙博物馆举行

颁奖仪式。

此次摄影大赛以荷花为主题，

历时两个月，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摄

影作品126组、756篇。涌现出了
一大批主题鲜明、视角独特、冲击

力强的好作品。荷花一直是清正

廉洁的化身，作品从不同视角、不

同创意，以史为鉴、以花咏志，深刻

地体现了荷花的纯洁、正直、一尘

不染的高洁品格，也展现了人们爱

荷、赏荷、学荷的良好风尚。

本次大赛不仅给广大摄影爱好

者提供一个摄影创作展现自我的平

台，同时也扬起了一股清正廉洁之

风。最终经过评委会的认真评选，

评选出了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
三等奖5名，优秀奖20名。累累累4

摄荷写精神 倡廉咏高洁
“内乡县衙杯”全国荷花摄影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周若愚）省儒

学文化促进会南阳市联络委员

会、省冯友兰研究会南阳分会日

前联合召开座谈会，学习《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就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形式展开

讨论。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

发布,让与会人员极为振奋。大

家普遍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

根脉、文化基因，《意见》有助于

追溯中华文化的源流，探究中

华文化的传续，对中华民族精

神家园立根铸魂有着重大意

义。

来自南阳师院、南阳理工、

河南工院的专家、学者和各界

传统文化爱好者共50余人参加
座谈。当天的座谈会还传达了

省儒学文化促进会相关会议精

神，并结合南阳实际，确定了

“3331工程”，即在 2017年举办
3个会议、组织3项活动、办好3
件实事、打造一支有实力有影

响力的学术团队，以推动国学、

冯学在南阳的传承和发展，引

导人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精

髓，提升南阳城市文化品位和

全民素质，服务南阳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累累累4

市儒联、冯友兰研究会：

学习《意见》鼓干劲 闻鸡起舞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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