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地之中的概念早已有之。
2010年 8月 1日，在巴西首都

巴西利亚召开的第 34届世界遗产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河南登封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议案，至此，天地之中
概念获世界认可。

在此盛大背景下，“中”文化的
概念接踵而至，许多文人墨客开始探
寻“中”的根源，玩味“中”字的奥妙！

2013年以来，许多文人自觉或
不自觉地加入了研读揣摩探寻

“中”字意义的行列之中，然而，看

似简单的一个汉字——“中”，内涵
和外延却像一个大都市。无论你
从哪个方向、哪条道路进去观赏都
很难摸清它的原貌，远不及摸象的
盲人。

其实，认识“中”的过程十分有
趣，像登山进了雾区，让人身心愉
悦又身心疲惫。在若隐若现中，一
刹那间，就好像琢磨出了“中”的意
义，但只能说个大概轮廓。

由旗帜与交媾的原义，“中”后
来引申和放大了5个基本意义，分别
是方位意义，如中心、中央、中原、中

国等；道德意义，如中道、中庸、中规、
中正等；哲学意义，如太极、阴阳、矛
盾、平衡、周流等；文化意义，如圭表、
华表、金幡、龙凤等；审美意义，如对
称、留白、浓淡、虚实等。

我们河南人爱说中，习惯中，
思维中，这里面包含着华夏民族质
朴的情感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尚
中、取中、守中、执中，这些民族血
液中流淌的永不褪去的基因或许
能够说明中华五千文明史的浩荡、
曲折与辉煌。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嵩岩石

大道惟中——
向周昆叔先生致敬

听说，周昆叔先生走了，
心中颇不是滋味。后经查实，
周昆叔先生2016年7月 17
日辞世，享年82岁。周昆叔
先生是湖南株洲人，西北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工作。
通讯员 嵩岩石

和周昆叔先生神交已久
我与周昆叔先生并不熟

识，他自然不认识我，但他的学
识和对嵩山文化的贡献，使我
对他神交已久，如今更是无限
怀念。

每次见到他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微胖的身材，铮亮的头上

一圈白的头发，浓重的湖南口
音，讲起话来抑扬顿挫，还不时
地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那是好
几年前他在嵩山影剧院给登封
市党员干部讲授《嵩山文化和
嵩山文化圈》时的情景。短短
两小时课程，却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嵩山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深远意义，一下子立体地、
形象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前年，嵩山论坛在锦鹏生
态园召开，周昆叔先生身体还
矍铄、神采奕奕。遗憾的是会
议讲演时间只有 15分钟，我见
他刚上台开讲，还未讲到兴致
之处，便被主持人提醒时间将
到，要他把握时间，周昆叔先生
便匆匆结束了讲演。精彩的结
尾给人以这匹千里马以奔腾万
里的架势被突然勒住了缰绳，给
国内外专家留下了些许遗憾。

后来，经登封市志办主任
吕红军先生推荐，我看过周昆叔
先生的书和文章。其中周昆叔
先生最振聋发聩的用语是 4个
字——大道惟中！

又后来，据说要成立一个有
关文化研究的机构，并要我做院
长，我对此岗位颇感兴趣并抱有
信心。这个时期我对周昆叔先
生的文章更是喜爱，并期待着
有朝一日拜会周昆叔先生表达
敬仰之意。但由于种种原因，
传说中的机构没能成立。

再后来，嵩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由我主
持嵩山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接
任之初，我便又想起拜会周昆叔
先生。然而天不作美，机缘未
到，直至周昆叔仙逝，我也没能
在周昆叔先生面前叫一声“老
师、先生”。

周昆叔先生对嵩山文化研究
作出了贡献

大家公认周昆叔先生是环
境考古学界泰斗级人物，是嵩
山文化的积极倡议者、策划者
和推动者，是嵩山文化圈概念
的首议者，对嵩山文化研究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斯人已去，风范长
存。嵩山文化圈里少了一位泰
斗，西方极乐世界中却多了一
位智者。

这也是大道惟中！

“创客”时代，很多人都有一
份创业热情，王雷就是其中一
位。9月4日，在登封市观星台·
蜜食月饼·红波食品有限公司的
月饼加工车间见到王雷时，他正
边烤制月饼，边耐心指导工人做
法。他也在创业初期徘徊过，创
业过程中坎坷过，创业路上成长
着。登封时报 高鹏敏 胡建邦

独身闯大都市
积累知识胜于金银

31岁的王雷是地道的登封人。
14岁的他独闯北京，一去就是5年。
摆地摊，当保安，做中餐，学西餐……

“我频繁地换行业。到后来找
工作看我的履历都不敢用我。”王雷
说他在北京最长的工作是在中餐馆
干了一年多。

“越不敢用我，我越频繁换行
业，积累知识经验胜过金银。”王雷
说，“想多闯试几个领域，直到在中
餐馆看到一本关于某快餐的创业故
事书，才真正找到奋斗的方向。在
中餐馆坚持读报，下班后跑到附近
书店看至少两小时的书，特别是励
志创业故事的书。”

赚取第一桶金
合适年纪干合适的事

“大都市的灯红酒绿，总让我抱
怨自己怀才不遇。直到赚到人生第
一桶金，才彻底明白合适的年纪就
要干合适的事。”

19 岁的王雷返回家乡创业。
对于起初美发、喂羊的失败创业，
王雷看来正是难得的机会。“解决困
难的过程是能力提高最快的时候。”
25岁的他再次搞养殖喂兔子，“最
难的是没有技术时，兔子要生产了，
我半夜起来能守俩小时。”王雷自学
技术，去兔场参观，自己研究人工授
精，度过了产兔关、技术关，起初的

400 只兔子也发展到 2000
只规模，“学养殖，学经营，
养兔赚到第一桶金”。

传承父辈手艺
不同时间干不同的事

喂养4年兔子后，王雷发现兔子
养殖行业经济呈现下滑趋势，而登封
又没有自己的食品品牌，决定立刻转
型。2014年年底，王雷成立了观星
台·蜜食月饼·红波食品有限公司。

蜜食是登封传统食品，有传统
的制作技艺。王雷的父亲王红波有
祖传的蜜食手艺，自小耳濡目染的
王雷对蜜食制作也是轻车熟路。他
更想用食品营造一种传统民俗文化
氛围，还原80后年轻人小时候的记
忆味道。

“不同时间要干不同的事。我
不想让蜜食这种传统制作手艺失
传，最终决定沉下心做食品。”王雷
说，他就给父亲提议做大做精蜜食，
开始着手将蜜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并经考虑后注册“观星台”商
标。蜜食做成产业规模后，他又将
目光放在传统食品上。在北京第一
年的中秋，格外怀念小时候全家人
一起吃月饼，就想到了做月饼。想
到就要干，王雷引进一套月饼设备
后开始到月饼厂考察，请技术员指
导。最开始一次只做两盘12块，还是
做坏不少。王雷将每天做的40块月
饼送人品尝，提出意见。经过扎在车
间不断摸索改进，一周后端出的 30
个月饼，无论是品样、形状、色泽，还
是温度掌控上，均得到一致好评。

立企业家精神
摸着良心做食品

月饼加工车间里，王雷正教授
工人制作技艺。尽管公司规模不断
扩大，王雷每天仍坚持沉在车间
里。从食材的采购到每一步制作工
序的安全卫生，他都亲力亲为。在
乡邻眼中他是个“蜜食达人”，也是

“月饼达人”，不仅是他做的蜜食和
月饼味道可口，还因为他用心付出，
只做良心品牌。“做食品，咱就得摸
着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和别
人。”王雷说道。

目前，王雷把公司经营得红红
火火，线上线下订单纷至沓来，他给
自己立下企业家精神，要带动更多
人致富。王雷不仅安排同村乡邻在
公司就业，还手把手教授他们制作
技艺。

王雷说，现在他
的目标是以本土为
基点，以登封市内
为带动点，把“观星
台”食品商标做成
登封的食品窗口，
不仅要传承传统食
品技艺，更要宣传
家乡文化，让人提起

“观星台”就能想到
“观星台蜜食”和“观
星台月饼”。

探寻“中”文化奥秘

80后小伙传承传统技艺
做良心食品
积累知识经验比金银都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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