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编辑：李无双 美编：王小羽 校对：陈希Z08 报 雁鸣风韵中牟 时

邓红，笔名若彤，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新闻宣传出版中心，
为编审。出版有个人专著《黄河博览》《黄河文物古迹解读》《黄河神韵》及个人文集《心灵之韵》。

中牟触目皆文化

美丽中牟是美丽中国的缩影
□ 邓红

第七届雁鸣湖
金秋笔会作品

2018 年金秋，魅力
中牟迎来了包括毕淑敏、
李佩甫、孙荪、何向阳、叶
延滨、邢军纪、高金光等来
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
评论家、诗人，参加第七届
“雁鸣湖金秋笔会”暨《雁
鸣金秋》诗歌卷、散文卷首
发式。我有幸作为河南思
客的签约作家与这些文学
大咖齐聚雁鸣湖畔，共品
文化盛宴。两天的笔会及
采风活动，昔日官渡古战
场的新貌、官渡寺悠扬的
钟声、“掷果盈车”俊男潘
安的才情、列子御风而行
的精神、箜篌穿越千古的
清音……这些俯拾皆是的
文化名片，让人真切感受
到了中牟深厚的文化底
蕴，不由从心底感叹“中牟
触目皆文化”！

文化名片之
潘安故里

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美
男子”的潘安，可以说是妇幼
皆知，我们常以“貌若潘安”来
形容容貌出众的男子。潘安
的祖籍就在中牟县大潘庄，如
今的潘安故里已成为中牟的
一张文化名片。

据记载，潘安其人“姿容
既好，神情亦佳”。每当貌美
的潘安驾车走在街上，深得
妙龄少女之芳心，连老妇人
都为之着迷，用水果往潘安
的车里丢，将车都丢满了，潘
安每次回家都是满载而归，
这便是“掷果盈车”成语典故
的由来。

潘安已成为美男子的符
号，人们铭记在心的只是他的
美貌，他的才名却鲜为人知。
历史上的潘安不但貌美，亦是
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是西晋
文学的代表，与陆机并称，古
语云“陆才如海，潘才如
江”。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
甚大，《悼亡诗》更是成为中
国文学史悼亡题材的开先河
之作，历代被推为第一，成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佳作名
篇。潘安用情专一，对发妻
杨氏一往情深。妻子不幸早
亡后，潘安对她念念不忘，作
了 3首《悼亡诗》来怀念妻子，
用比目鱼比喻夫妻情深，写
得缠绵悱恻、情真意切。他
的《闲居赋》《秋兴赋》《藉田
赋》也是诗赋中的名篇，是那
个时代的顶峰。

文化名片之孔子回车处
在中牟县雁鸣湖镇东

漳村文庙街西端有一处孔
子回车庙，是祭祀和纪念
我国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的地方。

民间有孔子回车师项橐
的传说：南岩一村童项橐，
路撮土筑城为戏，孔子车马

至此，子路下车令其躲路，
项橐说：“只有车躲城，哪有
城躲车之理？”孔子闻此村
童出语不凡，乃下车与之交
谈。项说：“子为圣人当无
所不知，请问二事，望答
之。”项问：“鹅为什么声音
洪大？”孔子答：“鹅项长，故

叫声洪亮。”项对曰：“青蛙
项短，何以洪亮？”孔子无以
对。项又问：“松柏为何四
季常青？”孔子答：“树心坚
实，故四季不凋。”项对曰：
“竹子空心，为何亦四季不
凋？”孔子面赤语塞，曰：“项
橐，神童也，仲尼之师。”随

令回车躲城。
此典故便是《三字经》

中“昔仲尼，师项橐”的出
处。后人为了纪念孔子谦
恭礼让和学无止境的精
神，在南岩街建起了孔子
回车庙，庙内青石刻有“孔
子回车处”字样。

文化名片之箜篌城
第一次知道箜篌是上中

学时，课文《孔雀东南飞》中
曾记叙：“十三能织素，十
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
六诵诗书……”诗中的“箜
篌”经专家考证，是一种起
始于我国的古老的弹弦乐
器。第一次见到“形如半
边木梳”的箜篌是在中牟
举办的这次笔会的采风活
动中，并且第一次听到了
穿越千古、泠泠似雪山清
泉的箜篌之音，知道了箜篌
的诞生地是中牟。

史料记载，中牟是卧箜
篌制造的最早地，箜篌文化
与中牟的渊源颇深。在中牟
县东南 10公里处有个古城
村，村边有座古城遗址，相
传是古代的“箜篌城”，现存
的箜篌城遗址 2008年被确
定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
位。有文献记载：“昔师延
居此造箜篌，以悦灵公。”考
古专家考证后认为，远古时
期的箜篌城，周围水草丰
盛，竹林繁茂，为制造乐器
提供了很好的原材料，箜篌

城应属于商代遗存，中国第
一个乐神师延及其后代在
此繁衍生息并缔造了中华
民族的“音乐之声”。箜篌
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
在盛唐时期，箜篌演奏艺术
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这件古老的乐器，从 14
世纪后期便不再流行，以致
慢慢消失了，人们只能在以
前的壁画和浮雕上看到一
些箜篌的图样。

为了拯救失传的千年
古老乐器箜篌，为了弘扬和

传承箜篌文化，中牟开启了
“寻找箜篌传承人”选拔活
动，并从 200多名箜篌及音
乐爱好者中遴选出成人 28
名、少年 25 名作为第一批
箜篌传承人。我们在中牟
非物质文化展示馆就欣赏
到了箜篌文化传承者们的
演奏，似远古传来的天籁之
音，清越空灵。此外，占地
108亩的箜篌城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正在建设中，建成后
将成为中牟的又一张文化
名片。

文化名片之雁鸣湖金秋笔会
自 2000年开始，雁鸣湖

金秋笔会已持续举办了 7
届，参与人数不断增加、范围
不断拓展、规格不断提高。
从第一届开始，每届莅临参
会的作家都在 40人以上，本
届笔会县外作家诗人达到了
52位，其中有 30位参加了两
次以上。历届参会人员，已
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8年来，中牟已
经留下了 500多位作家、诗
人、学者、编辑、记者的足迹，
他们用手中笔描摹出中牟的
日新月异和蓬勃生机，创作
出文学作品、新闻作品 1000
多篇（首）。此次首发的《雁
鸣金秋》诗歌卷、散文卷，更
是让中牟和雁鸣湖插上了文
学的翅膀，蜚声中外。

雁鸣湖金秋笔会的成功
举办，与中牟县历届领导班
子开阔的视野、高瞻远瞩的
气魄、浓厚的文化意识分不
开，与历届领导班子对文化
事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
们满满的文化自信是雁鸣湖
金秋笔会越办越好的支撑，
是这么多作家满怀热情书
写、歌唱中牟的动力所在。

本届雁鸣湖金秋笔会
上，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副
主席毕淑敏说：“感谢这两本
厚重的、沉甸甸的《雁鸣金
秋》诗歌集和散文集，即使没

有来过中牟，看这两本书都
会对这块美丽而古老的土地
有深刻的感受。我们来到了
这里，感受会更深切。”虽然
是第一次到中牟，但毕淑敏
深情回忆了 50年前与中牟
的渊源。她说：“会说中牟
话，是我 50年前最深切的愿
望之一。”毕淑敏之所以讲这
番话，是因为 50年前她在西
藏阿里军分区服役时有 500
多名来自中牟的好儿郎，她
就是那个时候通过这些来自
潘安故里的战友，了解了中
牟，认识了中牟，她特别想学
会中牟话，然后可以和 500
多中牟兄弟拉家常。她说，
中牟因为历史上有牟山而得
名，文化源远流长，所以特别
希望中牟这么古老而有文化
的县域，在传承古老文化的
同时，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
发展，有一个灿烂辉煌的明
天。“希望箜篌能流传到全
国，女孩子十五（岁）都能够
弹箜篌，希望全国的少年都
有潘安的美姿容、好神情，希
望列子御风而行的精神永远
在我们血液中流淌。”接着她
拿出一个盘子展示给大家
看，说是头天晚上和中牟的
战友聚会时一个战友送给她
的，是西藏阿里军分区 50年
前的一个盘子。“我希望在阿
里军分区的历史上记得有

500中牟好儿郎曾经开创了
西藏阿里军分区光辉的历
史。”毕淑敏饱含深情的话
语，赢得了与会作家热烈的
掌声。

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
河南省文学院首任院长孙荪
说：“我跟中牟的缘分太深
了！2012年以后因为眼睛问
题，医生建议我少读书，避开
喧嚣的城市生活，我就到中
牟居住，已在官渡镇住了 6
年之久，亲眼看到、体会到这
半个世纪中牟翻天覆地的变
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牟
是个可以抒思古之幽情的地
方，有官渡寺、逐鹿营、水溃
这些古老的寺院和村庄，这
些都是官渡之战的遗迹。历
史上中牟有牟山，也和官渡
之战有关。现在又造了一座
新的牟山，建成了牟山湿地
公园，可以感受到当代中牟
人巨大的创造力。历史的厚
重为我们作家提供了很好的
资源，这一切都使人产生创
作的欲望。”说到《雁鸣金秋》
诗歌卷、散文卷，孙院长说：
“在中牟这样的小县，文联 3
个人，18年举办 7届笔会，收
到 1000多篇诗文，编辑成两
卷，而且文字、编辑、出版质
量都这么高，哪个县能做到
这些？！中牟以雁鸣湖金秋
笔会为平台，使文化大雁的

强劲翅膀飞起来了！”
著名作家的感召力与影

响力，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
文学，他们成为中牟最好的
推介者，使更多的人了解中
牟，而“雁鸣湖金秋笔会”也
逐渐成为享誉国内外文坛的
知名文化品牌。这一切都与
中牟的“文化宣传员”——文
联主席王银玲分不开，许多
人都是在她不遗余力的宣
传、热情真诚的笑声感召下
来到了中牟。

对此，著名诗人、评论家
何向阳说：“‘美丽中牟是美
丽中国的缩影’，也可以说是
美丽中原的一个缩影。这句
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银玲
的热心、真切和赤城让人非
常感动。她热切地想把中牟
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展现
在媒体、作家、诗人面前，再
通过大家的生花妙笔展现在
全国人民面前。我希望河南
多几个王银玲这样的文化形
象宣传员，多几个王银玲这
样真诚热爱家乡的人。”

王银玲的笑声与雁鸣湖
金秋笔会一样，已经成为中
牟亮丽的名片。这一张张文
化名片打造着中牟的文化高
地，推动着中牟经济的繁荣
和发展。相信不远的未来，
一个满目繁华、都市田园般
的中牟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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