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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要求：面向全社会征集论

文。征集内容须紧扣“南阳的先秦文

化研究”主题，内容要以小见大，可

以从一位先秦人物、一件先秦文物、

一个古墓冢、一桩历史事件等入手，

围绕一个具体主题，挖掘和探讨南

阳丰富而深厚的先秦历史和文化内

涵，以论文研讨的形式，生动体现征

集活动主题，论文将择优在每周五

的《南阳日报·文化周刊》发表。对

于读者所提供的先秦文物线索或实

物，鸭河工区南阳金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将组织文物专家进行免费

鉴定并提供交流平台，本报记者将

予以采写报道。

字数限制：每篇征集文章1000
字～1200字。

活动时间：2018年 9月 1日～
2019年9月1日。

评奖设置：征集活动结束后，评

选出一等奖一名，奖金5000元；二
等奖五名，奖金各2000元；三等奖
二十名，奖金各500元。

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

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征集热线：

1378377886813937708866
征集信箱：zhhny369@163.com
注意事项：投稿请注明作者姓

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稿件写作

用语规范、考据严谨，文责自负。

本报记者 曾碧娟

著名作家田中禾回唐河老家授

课了！消息一出，从南阳城区到乡

野，从青葱少年到八十老翁，各类

“田粉”不顾严寒赶往唐河县赴这场

文学之约。

唐河文风兴盛。著名诗人李季、

作家李文元曾闻名全国，已逝诗人马

新朝、著名剧作家陈涌泉在全省乃至

全国都独领风骚。近日，著名作家田

中禾回唐河老家授课，唐河县新图书

馆四楼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已经77
岁的田中禾精神矍铄，两小时全程无

讲稿侃侃而谈，征服了在座听众的心。

田中禾先谈自己的文学创作理

念：文人应该摆在社会的边缘，而不

是摆在中心。他说自己的创作始终

远离热点：从《五月》到《匪首》，从《明

天的太阳》到后来笔记体小说，一开

始都非常平静，没有大的反响，后来

却一片阳光。《五月》经受住了时间的

考验，是站在人性的立场，而不是站

在政治的立场上的。文学的第一要

务即文学的本质，是站在人性的立场

挖掘人性动人的一面。像《红楼梦》

里的宝黛爱情，《聊斋志异》里的爱的

迷失、恨的迷失，《诗经》里的“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的描写，《楚辞》、《汉乐

府》、唐诗宋词，它们不是为了政治，

而是为了人性。

他提醒文友，我们的文学状态一

是缺少浪漫情怀；二是缺乏对生活的

想象力；三是网媒作者在舆论的引导

下失去了追求。并于授课结束时送给

大家一句话：“文学是让你做白日梦。”

著名作家田中禾回乡授课：

“文学的第一要务是人性”

□华中强

文明，或者说文化的孕育、发

展，都是有多种因素组成的。重阳

文化也不例外。阴阳是中国古代久

远的哲学意识，伏羲创研八卦的时

代即已产生。《黄帝内经·素问·三部

九侯论》载：“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

于九焉。”单数为阳，偶数为阴。九

为阳之极。农历九月初九，日月并

阳，两九相重，故称重阳，也叫重

九。因此4300年前丹朱建重阳店，
首先与先祖的“阴阳观”有关。从地

理位置看，重阳店的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朱阳关和荆紫关在它的两侧，

只是它的旁翼和辅助，同时与丹朱

城及九层天文台遥相呼应。丹朱时

代，人们重阳轻阴，阳的地位比阴

高，最大的阳数是九，九代表万物之

大、之高，重阳店的位置处于战略上

的核心地位，丹朱很重视它，甚至比

九层天文台的位置还重要，天文台

是九层，重阳店的位置相当于“九

九”，因此叫“重阳店”。其次就是重

阳店的地理位置无与伦比。依据当

时的交通条件，舜南下攻击丹朱只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经灵宝，过卢

氏，南下今西峡县的桑坪镇，沿老鹳

河达丹江口，直攻丹朱城；二是从灵

宝出发，经过卢氏，到今西峡县的西

坪镇，然后沿淇河南下，直捣丹朱

城。所以，作为天才的军事家，丹朱

在鹳河的上游，在卢氏和桑坪之间

建朱阳关，在西坪南边淇河的岸边

建荆紫关；在朱阳关和荆紫关中心

处的於谷里建重阳店要塞，使朱阳

关、荆紫关、重阳店“两关一镇”浑然

一体，成为丹朱城外一道不可逾越

的屏障。

在盘古开天、诸侯争雄的远荒

时期，丹朱的治国理政才能和战略

眼光都尽显高明之处。后来的历代

战争，也证明了丹朱的智慧和重阳

店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公元前 312年，春秋战国时的
秦楚争霸战，就发生在西峡重阳一

带，秦国据此战略要塞，歼灭楚军八

万多人，楚国主帅被杀，此战为秦统

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秦朝末年，刘邦

带兵借西峡重阳古道隘口，直捣咸

阳，完成灭秦建汉的旷世伟业；明朝

末年，李自成兵败江南，退居西坪、

重阳山区休整，此后借此有利地势

进军中原，一举推翻了大明王朝；

1945年，中国军队利用重阳店的咽
喉和天堑地势，在此排兵布阵，万众

一心抗击日寇，用血肉之躯挡住了

鬼子狂妄的铁蹄，使不可一世的日

本侵略者死伤惨重，直至最后战败

投降，日本侵略者经重阳关隘西驰，

攻西安进重庆，霸占中国的美梦破

灭。重阳店（马鞍桥）成为著名的抗

战遗址。时至今日，重阳店的交通、

地理位置依然十分重要，312国道、
沪陕高速公路、宁西铁路、蒙华铁路

都在重阳马鞍桥交会，其战略枢纽

作用明晰可见。

重阳文化起源于 4000多年前
丹朱帝所建的重阳店军事要塞无

疑。当然，从“重阳”到“重阳节”，再

到“重阳文化”的形成，这不仅有普

遍的心理积淀过程，更有着万民一

致的传播过程。从丹朱帝发现重阳

店的战略地位建店并命名“重阳”开

始，到汉代形成重阳节并有重阳公

主的民间故事和登高、赏菊、插茱萸

的民俗，再到唐代重阳节俗活动在

全国的形成与普及，经历了漫长的

过程。公元前三世纪，爱国主义诗

人屈原被流放于汉江北，他在《远

游》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

而观清都。由此可知，西峡重阳民

间的重阳节文化习俗，那时已传入

楚国宫廷；上个世纪，一代伟人毛泽

东写下了“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

佳句。在人类历史漫长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重阳，认识了重阳，并最

终选择了重阳。这是重阳独特的历

史、地理等客观条件决定的。因为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包括文化，

都不是空穴来风、无缘无故的。

我们说西峡重阳是中国九九重

阳节文化的起源地、孕育地和优质

传承地，是有历史、人文依据的。

2010年 10月，中国重阳文化之乡
“和”中国重阳文化研究中心“牌匾

落户西峡重阳，确为实至名归。

在华夏的历史长河中，如重阳

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

的图腾。累累累8

重阳店，古时的军事要塞，今天

的交通枢纽。312国道、宁西铁路、
沪陕高速、蒙华铁路在重阳马鞍桥

交会。

（作者系西峡重阳人，农民作家）

重阳文化与丹朱帝传说（下）

本版编辑 赵林蔚

本报记者 杨萌

改革开放40年，人民的生活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衡量

美好生活指标之一的旅游，也从

之前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

“生活元素”了。从走马观花到开

始追求了解旅游地的文化内涵，

旅游购物也从纪念品变为具有特

色的文创产品，人们旅游的脚步

越来越自由，对文化旅游的定义

也越来越宽泛。

一个时代的梦想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

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

想法,如果能去一趟北京，在天安
门前拍照片那是当时很多人梦寐

以求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国家的整个

经济水平不像现在这样发达，绿

皮火车就是当时的高速交通工

具，能去北京、上海转转都是相

当了不得的事情，出门得拿一张

介绍信，有了介绍信，你才可以

找到住宿的地方，才可以买到火

车票、汽车票。”今年70多岁的高
大爷回忆说，当时哪有什么旅游

的概念，都是趁着出差空闲的时

间，顺路去当地的一些景点开开

眼界。

“在当时国内能游的景点不

多，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一些

名胜古迹多的城市成了少数几个

热门，若能再拍张照，身边的亲戚

朋友都会很羡慕你。”生于1950年
的市民李女士一边打开相册一边

指给记者看，当年有首歌叫《我爱

北京天安门》特别火，那时候的天

安门广场上还有国营照相馆的师

傅，专门提供拍照服务。这张天

安门前的留影照，可是花了几块

钱，要知道在当时可是两天的

饭钱。

记者翻看完相册发现，在当

时这些照片中，没有特别的布景，

没有精致的妆容，一张文化景点

照片上大家的衣服都是极其相同

的蓝色、绿色，但这就是一个时代

的纪念册。

一个时代的变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
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双休

日和黄金周的来临，旅游业遍地

开花，文化旅游也已经开始慢慢

走进千家万户。

“记得小时候周末跟着家人

一起去卧龙岗看诸葛草庐、卧龙

潭，听爸爸讲诸葛亮躬耕南阳的

典故，然后再喝一碗一毛钱的大

碗茶，真的能高兴好几天。”生于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市民周女士告
诉记者，在她小时候很多家庭已

经有了旅游的意识，在双休日的

时间带着家人在附近的文化古迹

转转，极个别的小伙伴会在过年

或者放假期间跟着父母去趟长

城、故宫。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大众

旅游的脚步也不局限于国内的景

点，也慢慢有了港澳游、出境游的

开始。

退休教师胡女士对于首次去

香港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她说，

2003年她和爱人去香港旅游，当
站在金紫荆广场上看到国旗伴随

着国歌升起来时，他俩都激动地

留下了泪水，现在每次看到在香

港购买的紫荆花纪念品回忆也都

会再次涌现。

一个时代的理念

随着大众的脚步越走越远，

人们旅游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从事多年导游工作的赵先生

感慨地说，以前游山玩水的线路

受大众喜爱，近些年，像井冈山、

韶山等一些红色文化线路，特别

受到大家的追捧，这是一种旅游

态度的转变。以前人们是为了旅

游而旅游，每到一个景点都是走

马观花式的“上车睡觉，下车拍

照”，留下到此一游的景象。如

今，人们不在乎出去游了哪些景

点，更加注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

性，像周边的南阳归零文化村、桐

柏的叶家大院都成为不少市民周

末出游的首选。

说到通过旅游来丰富自己

的文化内涵，90后的王先生特别
认同，目前他还在南极旅游，他

觉得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则

是文化的一种载体。他已经游

过二三十个国家了，每到一地首

先去当地的博物馆，文化古迹

观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旅游已

经从当初的“遥不可及”到现在的

“触手可得”，景点从熙熙攘攘的

山水景区，到颇具特色的古城古

镇，旅游目的从当初的好奇、见世

面，到如今感受不同文化，丰富内

涵知识……可以说这是一种旅游

方式的改变，也是一种的生活态

度的改变。累累累3

从小众梦想到大众生活

精彩故事

用心讲述
本报讯（记者杨萌）12月12

日，卧龙区第九届故事大王比赛

在区文化馆落下帷幕。经过激烈

的角逐，来自王村乡的张茵和来

自英庄镇的王乐共同获得“故事

大王”的称号。

卧龙区第九届故事大王比赛

由卧龙区文广新局主办、卧龙区

文化馆承办，经过层层选拔的25
名选手以“改革开放40周年”“精
准扶贫、脱贫攻坚”为主题，讲述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变化，以
及来自扶贫工作一线的感人故事

和先进事迹。比赛中，选手们个

个精神饱满，把一个个自己亲历

或亲闻的故事情景活灵活现地展

现在大家面前。累累累3

风采大赛

比拼才艺
本报讯（记者赵林蔚）展示

才艺，显现风采。日前，南阳理工

学院女生风采大赛决赛在该校毕

业大厅举行，近800名师生观看
比赛。

该校女生风采大赛已举办九

届，展现了大学女生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以“校有佳

人，兰有蕙兮”为主题，经层层选

拔，共有10组选手晋级了本次比
赛。比赛分为自我介绍、才艺展

示两个环节，《酷风之上》《同行》

等舞蹈，灵动的舞姿渲染了整个

舞台的氛围，小短剧《芳华》再现

了经典电影情节……经过激烈的

角逐，文法学院的韦岚获得本届

女生风采大赛一等奖。累累累3

近日，市第三十一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市烙画厂的展示馆、烙画传习中心，了解烙画的悠久历史和创

作过程 累累累3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南阳学子

喜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赵林蔚）近日，

河南省第十六届大学生科技文化

艺术节获奖名单揭晓，南阳师院

学子喜获佳绩，南阳师院荣获优

秀组织奖。

河南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

节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

共青团河南省委、省文化厅联合

举办。主要包括“豫见时代新人”

青春故事汇，校园书法、篆刻、摄

影、美术作品大赛，校园器乐大

赛，校园动漫大赛，校园征文大

赛，校园歌手大赛，校园主持人大

赛，校园短剧曲艺大赛，舞蹈大

赛，创意大赛等。南阳师院获一

等奖21项。累累累3

本报讯 （记者周聪）12月 9
日，南阳三国文化有奖征文颁奖暨

南阳三国遗迹寻访活动座谈会举

行，来自社会各界的60多位专家
学者出席。

为挖掘、整理、弘扬南阳境内

丰富厚重的三国文化，今年3月至
10月，南阳诸葛亮躬耕地民间研

究会和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协会联

合推出了以“寻踪卧龙足迹，探看

三国风云”为主题的南阳区域三国

及诸葛亮文化遗迹寻访活动，南阳

三国文化有奖征文活动同步进行。

此次座谈会是对2018年南阳
三国遗迹寻访活动的回顾和总

结。据悉，自3月份活动第一站启

动，到10月份第四站集中寻访结
束，来自社会各界的历史文化学者

和文保志愿者共实地探访卧龙区、

宛城区、方城县、唐河县、新野县等

地的三国历史文化遗迹31处，其
中，有实物遗存的三国历史遗迹共

20处，为诸葛躬耕南阳说提供了
有力的实体佐证。累累累3

研究三国文化 保护历史遗迹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中献

通讯员丁丽丽）12月11日，邓州市
举行新编大型历史剧曲剧《范仲

淹》剧本研讨会。来自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和省剧协的

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上，邓州市青年编剧刘

洪涛对该剧的创作思路和剧本架

构进行了汇报。专家们从人物定

位、时代背景把握、艺术感染力、人

物性格塑造、“忧乐精神”的展现等

方面各抒己见，认为剧本《范仲淹》

不仅是一个塑造人物的剧本，还是

我们当今时代所呼唤的一个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剧本。同

时，还对剧本中部分故事情节及人

物刻画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修

改意见。

刘洪涛是邓州市文广新局戏

曲工作室编剧，笔耕不辍，近日喜

讯不断：新编历史剧剧本《曹操扶

汉》荣获第32届田汉戏剧奖剧本
类二等奖，同时荣获河南省第五届

黄河戏剧文学奖一等奖；剧本《月

圆时分》入围2018年度黄梅戏剧
本征集研讨作品；剧本《两弹元勋

邓稼先》获得第四届中国"曹禺杯"
优秀舞台剧本征集提名奖，并应邀

参加全国优秀舞台剧本创作交易

会…… 累累累3

打造文化精品 传承“忧乐精神”

本报讯（记者王鸿洋）近日，

我市青年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郭

一飞创作的近20幅国画作品入选
由中国邮政、中国国际集邮网、邮

品设计制作中心策划制作的《启航

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周
年》大型文献类珍藏邮册，并面向

全国发行。

此次《启航新时代——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珍藏邮册展示改
革开放40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
出过突出贡献的各企事业单位、艺

术家的风采和成就。郭一飞的近

20幅国画作品在这套珍藏邮册中

的邮票、电话卡、纪念册、首日封上

一一得到展示。

《启航新时代——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珍藏邮册集邮票、纪念
币、电话卡、首日封、纪念张、明信

片于一体,设计精美,具有收藏纪念
价值。累累累3

优秀国画作品 入选珍藏邮册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这是一

次传帮带授经验的新老交心，这是

一次顾往昔绘未来的总结■望——

近日，市文联举办“南阳散文 40
年”青年作家座谈会，廖华歌、文华、

孙晓磊等文艺界名家与青年作家们

共聚一堂，畅谈创作感受，交流创作

经验。

南阳作家群有着光荣传统，南

阳作家群作家周同宾、廖华歌、王俊

义等都是沿着优秀的散文路径走过

来的，在全国有一席之地，要不断挖

掘培养新人，让南阳文脉源远流

长。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廖华歌

传达了市委领导对南阳青年作家群

寄予的厚望，期待新一代的青年作

家尽快成长起来，多出有影响力的

大作品好作品。她告诫青年作家，

散文写作忌讳假大空，缺乏感人的

细节，要大中有小，小中见大；描写

永远不能代替叙述，她反复强调叙

述和描写的辩证关系和重要性。她

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收集了80多
位南阳中青年作家的散文集《南阳

散文40年》即将出版。
著名评论家孙晓磊从散文创作

的初学生活层面的创作维度到第二

个层面的风格形成，再提升到第三

个哲学和精神高度层面的维度、超

验认识、终极关怀等系列的认知提

升过程，从理论家的高度，给予

指引。

青年作家代表水兵、李雪峰、韩

华仁、于杭等均做了交流发言，他

们从自身写作体验谈起，话题涉及

国内外名家写作。累累累3

散文四十年 作家谈文学

人文前沿

改革开放40年文化系列报道之四 文化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