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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篇
关键词：回望 变化 成果

新闻事件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来，南阳文化工作者不断探索，勇攀

高峰，开展了大批惠民、乐民的文化活动，推

出了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和欢迎的优秀文艺作

品。40年来，南阳推进时代文化发展的脚步不
断加快，南阳文化更是以昂扬的姿态呈现出一

派繁荣。

2018年至今，南阳各界围绕“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这一主题，多角度、立体化、多形
式地开展宣传庆祝活动，热情讴歌时代，展现

文化魅力。

2018年6月25日至10月23日，我市举办了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南阳市离退休干部首

届文化艺术节”；10月10日，由南阳市总工会、
卧龙区委统战部、南阳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与共

和国同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书画展”开

幕；12月21日，南阳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摄
影展在宛城区溧河物流园区开幕，现场展出反

映南阳改革开放以来精彩瞬间的近百幅摄影作

品，一幅幅精彩摄影作品，记录着南阳大地的深

刻变迁和巨大成就……

南阳日报聚焦改革开放40年辉煌成就，讲
好南阳故事。推出“改革开放40年南阳十大新
闻”通版，《致敬2018礼赞改革开放之郑万高铁
南阳行》专栏等。在文化周刊“改革开放40年文
化系列报道”中，《文化娱乐：从沉寂单调到丰富

多彩》《文化旅游：从小众梦想到大众生活》《文

创产品：从墨守成规到打响品牌》《个性化消费：

从千篇一律到张扬多姿》等稿件，从文化生活、

文化消费、文化产业等方面展现南阳文化领域

40年变迁，营造出奋发向上的舆论氛围。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越来越多的南阳

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为挖掘、整

理、弘扬南阳境内丰富厚重的三国文化，自2018
年3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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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以“寻踪卧龙足

迹，探看三国风云”为主题的南阳区域三国及诸

葛亮历史遗迹系列寻访活动。2018年12月20
日，南阳诸葛亮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举行，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理事会、监事会

等成员，并聘请顾问近20名，致力于南阳历史文
化的进一步挖掘、保护、研究和传承……

挥别2018，南阳人也挥别文学大家二月
河。作为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二月河因其笔

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

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

知，被誉为“南阳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名片”。

年度感言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向多远的未

来。改革开放让南阳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让

南阳人的文化自信获得了充分的彰显。2018，
感受文化变迁带给南阳人的幸福与美好，感受

历史记忆带给南阳人的底气与自信，感受文坛

大家离去带给南阳人的遗憾与不舍……无论如

何，文化强劲的心跳与我们同在。

（本报记者 赵林蔚）

�耕耘篇
关键词：文化名片 惠民 获奖

新闻事件

一直以来，作为南阳的文化名片，南阳作家

群以整齐的阵容、众多的人数、独特的作品，筑

起了中国当代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018
年，南阳文学再结硕果。

这一年，南阳籍作家周大新作品《天黑得很

慢》获首届“南丁奖”；宗璞《北归记》获“施耐庵

文学奖”，并荣登“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何弘、吴

元成、赵大河、张鲜明4位南阳籍作家作品荣获
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南阳本土作家韩

向阳、闫俊玲加入中作协，南阳作家群再增两名

国家级会员……

尽管佳绩连连，南阳作家群并未懈怠。近

期，由市文联发起，连续举办多期文学创作座谈

会，邀请市作协成员共聚一堂，聊诗歌、谈散文、

讲小说，分享创作历程，直抒创作观点，交流思

想，碰撞智慧，共谋文学新发展。

2018年，我市把各种文艺惠民措施纳入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开展特色

文化活动。南阳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戏曲进

乡村”资金1000万元，各专业戏曲院团共完成政
府购买场次1700场，覆盖全市208个乡镇。目
前，全市各乡镇成立戏曲、秧歌、书法、美术、太

极拳、象棋、交谊舞、健身操队伍2000余支。
市曲协推出的三弦书《靠山》、大调曲《杨书

记买羊》获河南省第六届牡丹奖节目奖；市剧协

推出的作品《丹水颂》获第八届“天中杯”黄河戏

剧节金奖。

2018年年初，我市“拓宝杯”玉雕设计大赛
启动，面向玉雕工作者和高校学生征集设计方

案，要求参赛者以月季为主体，结合玉文化和汉

文化地方特色设计作品，为南阳玉文化产业发

展增智助力。12月初，南阳剧作家吴兴华编剧
的电影《月季》开拍，由南阳籍演员张丰毅、苏

丽、王光姣、刘艳丽等联袂出演。

年度感言

2018年，有这样一群人，佳绩之上，再接再
厉，畅谈文学，共谋创新。2018，这些人，在路
上，于孜孜以求的进程中，为南阳文化繁荣注入

勃勃生机。新的实践、演绎着新的生活、创造着

新的奇迹，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动

力和广阔空间。 （本报记者 周聪）

�展望篇
关键词：5A创建 月季洲际大会
“三馆一院”

新闻事件

走过了灿烂的2018年，精彩的2019年也已
拉开帷幕，在未来的一年时间内，我市也将迎来

诸多文化大事件……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正款款向我们走
来，该盛会是由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办，41个成员
国轮流申请承办的全球月季界高级别专业盛

会，每三年举办一次。

继北京举行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之
后，南阳紧随其后承办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借助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举办，我
市将积极宣传推介南阳月季，让南阳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南阳。

南阳作为文化旅游大市，一大批景区已名

扬四海，但2019年最受人关注的，是卧龙岗武侯
祠要创建的5A级景区——卧龙岗文化产业集
聚区。

卧龙岗文化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10.7平方
公里，西至南阳大学教职园区，东至白河国家湿

地公园，揽卧龙岗、国家级文物单位“武侯祠”和

全国最大的汉画像石陈列馆“汉画馆”于其中。

整个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卧龙

岗、武侯祠、汉画馆这“一岗”、“一祠”、“一馆”的

自然与文化资源，在空间布局上分为核心区、支

撑区和延伸区三个功能分区。域内将建设智慧

之岗、清幽养生区、繁华汉街区、文雅风韵区、新

中式宜居区5大功能组团，以文化旅游产业为支
撑，规划有非物质文化博物馆群、中国智慧论坛

永久会址“草庐园”、大学生躬耕创业园等9个文
化项目，以及卧龙轩、国际玉博览中心、三顾园、

小诸葛游乐园等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餐饮

高端服务项目。

白河之畔、机场以西，作为南阳新城片区重

大专项中的配套推进项目——南阳市“三馆一

院”项目备受市民关注，在2019年，该项目也将
正式投入使用。

南阳市“三馆一院”项目四座建筑两两组

合，光武路南侧是偏于汉风的凝练沉稳的博物

馆和图书馆，北侧则是偏于楚风的富有艺术内

涵的南阳大剧院和群艺馆。

“三馆一院”项目设计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

“楚风汉韵”的人文精神。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我市重要文化建筑组群，提升城市形象，成为凸

显南阳城市文化特色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三

馆一院”也是白河核心景观带中一组现代化的

标志。

年度感言

时间是开拓者前行的刻度，是奋斗者筑梦的

见证。挥别2018，握手2019。在南阳这片热土上，带
着2018年全市文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2019年南
阳文化事业已初现繁荣，精彩待续…… 累累累3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古琴
与工笔画，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大雅。近日，一如琴坊新春琴会暨

眉家班画展在南阳女子书画院举

行。乔溪岩、邱德镜、张兼维等文

艺界人士参加了活动，观画听琴得

趣，雅韵浓浓迎新。

眉家班是在旅居乌拉圭的南

阳籍文化使者刘眉岑的引领下，建

立的一个工笔画学习群体，由六位

分别在不同岗位的南阳职业女性

组成。本次展览是眉家班学习成

果的汇报展出，同时，也是南阳画

坛第一次的以工笔画形态举办的

画展。当日，刘眉岑亦在南美洲最

美的城市角城举办画展，乌拉圭的

眉岑画展与南阳的眉家班画展，在

同一时间点开幕。累累累3

琴画合璧 声色俱佳

本报讯（记者周聪）日前，由市

文联主办的南阳青年诗人座谈会举

行，廖华歌、文华、孙晓磊等文艺界

名家与近40名青年诗人共聚一堂，
畅谈创作感受，交流创作经验。

会上，青年诗人丁小琪、一地

雪、王东照等分别结合自身创作经

验表达各自观点，强调了阅读经

典、挖掘本土文化的重要性；认为

诗是一种生活，是自我救赎，是个

人的修炼，诗人不仅要读诗写诗，

更要陶醉于诗，心无旁骛；并指出

美文不等于诗，写诗切忌空洞无

情、有句无篇。

市文联主席廖华歌表示，市委

市政府对我市文艺事业颇为关注，

尤其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寄望南

阳作家多出精品佳作，讲好南阳故

事，提升南阳知名度、美誉度。累累累3

本报讯 （记者赵林蔚）日前，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志愿者应邀参

加市社区志愿者协会组织的公益

宣讲团，走进卧龙区蒲山镇大庄小

学开展传统文化及道德模范宣讲

活动，旨在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示范

引领作用，传播正能量。

在校园中，志愿者们进行了道

德文明宣讲，鼓励孩子们做好事，

做好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进行

拓画文化讲座，带领孩子们了解拓画

艺术。还带领全体学生表演手语舞

《感恩的心》。该活动内容丰富，受

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累累累3

共聚谈诗歌 交流谋发展

讲传统文化 倡校园文明

2018年度文化新闻走笔——

在盘点中展望，我们

□华中强

扁鹊，生于公元前 407年，卒
于公元前31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
名医。他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开山

鼻祖，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人。

司马迁《史记》载：扁鹊者，渤

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唐

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文：扁鹊家

于卢国（今山东长清），号曰卢医

也。扁鹊自幼学习中医，他刻苦钻

研，勤奋努力，精通内、外、儿、妇、

五官等科疾病的诊疗技术，他摸索

总结的“望、闻、问、切”四诊法，通

古达今。扁鹊一生周游行医，惠及

天下苍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被后世尊为“神医”。“神医”扁鹊与

秦楚大地，也就是今天的西峡，有

着颇深的历史渊源。

扁鹊原不叫扁鹊，因其医术高

明，代表了我国先秦时期医学水平

的最高成就，在楚、秦等地行医时，

人们为了褒奖其医术精湛，借用上

古黄帝时神话中神医“扁鹊”的名

号冠之。“神医”扁鹊从此名满天

下。司马迁称：至今天下合脉者，

扁鹊也。

扁鹊行医济世最长的地方为

楚国的析地，就是今天的西峡。现

在西峡县城的东部、南部和西部的

三个地方，都有为纪念扁鹊而建的

卢医庙。分别在回车镇古庄河的

后山，五里桥镇白鹤湾的南山，五

里桥镇黄狮后坡。千百年来，西峡

的众多庙宇都时盛时衰，唯有卢医

庙一年四季香烟缭绕，到此祭拜卢

医的人络绎不绝。

据清《内乡县志》记述，扁鹊在

今西峡这个地方行医数年。一天，

扁鹊行走到楚国析地（今西峡）古

庄河（今西峡回车镇古庄河）旁，见

路边躺着个人一动不动，即上前观

颜切脉，知其患晕厥症后，即用银

针在其头、胸、手、脚部位针灸，病

人复醒。此事传出，当地百姓纷纷

找扁鹊看病，求医的人多了，扁鹊

干脆在靠坡边处用芦苇（因析地鹳

河、古庄河两岸芦苇丛生）搭棚住

下来，以石为凳，卧地切脉，运用针

灸、按摩、汤液、热敷等法为民治

病。他开出的每一剂药必用芦根，

加之扁鹊又在露天的芦棚诊病，大

家都亲切地称其“芦医”（同卢

医）。由于扁鹊医术高明，药到病

除，后来被楚国称为“神医”。并在

析地扁鹊居住的山上建芦医庙祭

拜。岁岁年年如此，年年岁岁不

变。为感念芦医的盖世功德，清末

到民国初期，回车的这个村庄就以

芦医之名设芦医保（当时基层行政

建制，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达数

十年。

扁鹊把平生的医术和积累的

经验无私地奉献给了秦楚大地，奉

献给了中国的老百姓。他光明磊

落，救民生死，治病救人以客观为

依据，从不夸夸其谈，蒙蔽于人。

在西峡，至今还流传着神医扁鹊治

病的“六不治”原则，即：骄恣不论

于理不治；轻身重财不治；衣食不

能适不治；形羸不能服药不治；阴

阳并，脏藏气不定不治，信巫不信

医不治。

据《战国策》载，公元前的309
年，扁鹊从楚地到秦国给秦武公治

病，秦国的太医令妒忌扁鹊的医

术，竟残忍地将其杀害，弃尸荒

郊野外。一代名医陨落，秦楚大地

悲哀。累累累8
（作者系西峡县农民作家）

神医扁鹊与西峡的渊源

88..88折

好消息！好消息！

福建碧水蓝天装饰隆重升级

“整装体验馆”
活动一：2019年春节前预交

定金业主可享受基装8.8折优惠（仅限
前5套）

活动二：2019年春节前预交定
金业主获得精美家电一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地址：南阳市工业路家电大世界四楼

抢定热线：63167177 6316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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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资讯

前 言

2018年，我们欣喜地回顾着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文化生活
变化；我们送别一些人，他们的名字被刻进灿烂的文化星空，同样，

我们也迎来许多优秀作品和全新的面孔；我们在感受着文化精品带来的

视觉震撼，也亲历着文化变革带来的破与立。而那些来自2018年的文化决
策、文化行动，势必对新年度甚至更长时间段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

深远影响。

每一个年度，都承载着过往，昭示着未来。这是岁月的更替，

时而伴随着文化的迭代。

时代如潮，明日可期。前路还长，让我们跑起来！

（周若愚）

火热舞步

激昂鼓点

特色民俗

精彩演出

本栏摄影：赵林蔚 王鸿洋

踏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