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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天地一合瑞气生，
遵规守律物华兴。
风调雨顺依积岳，
鱼跃龙腾赖蓄澎。
强本节源家国富，
成德至善鬼神平。
卿言重比金珠玉，
法效先师太宇清。

李冰

一代青山巧运筹，
因形导水向东流。
雄碑不倒都江堰，
浩气长存天府楼。
国有良臣多盛世，
民无祸患少忧愁。
含羞自比真公仆，
不作虚功史自酬。

龚遂

平贼治乱逞枭雄，
善断精谋以礼攻。
弃武勤农除匪祸，
持锄乐业树良风。
植桑养畜八方富，
种树生蚕一片葱。
大汉察官推绿化，
遂卿理政建奇功。

汉武帝

文韬武略驾长舟，
荡乱开疆固九州。
崇任阴阳甘露降，
信由龙凤沼郊游。
封禅欲种参天绿，
秉笔神思征战休。
罪己首颁轮台诏，
瑕疵不扰立春秋。

李泌

睿智折服儒释道，
西湖挺秀赖斯人。
海潮涨落倾城患，
竹管关开满处新。
六井甘霖源不断，
一方玉露柳如春。
而今每念贤德史，
万唤千呼相国神。

白居易

情怀赤子一腔期，
已报西湖风月知。
六井重开甘露润，
清官再造庶民熙。
修身独善兼天下，
为物横顽克己私。
揽遍钱塘山水韵，
白公堤上泪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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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一份亮堂的文明
◆梅洁

天山拾柴
张绍国

在韩国参加一个文化研讨
会时，一名韩国学者表示，他们
集中了千余面传统匾额，拟启动
向联合国的申遗程序。作为中
华文化代表之一的匾额，竟然在
他国受到如此重视，笔者不禁心
中一忧。

匾，古通扁；额，在汉语里首
指眉毛以上、头发以下部分，通
称 额 头 ；再 称 建 筑 屋 檐 下 或 横
梁 之 上 位 置 的 器 物 名 ，如 匾
额 。 作 为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数 千
年“ 道 统 ”的 经 典 标 志 ，匾 额 曾
经 蔚 为 大 观 、遍 布 城 乡 ，以 致
有 堂 不 设 匾 ，犹 人 无 面 目 之 说
法 ，被 形 容 到 几 乎“ 无 处 不 匾 、
无 室 不 匾 ”的 程 度 。 古 典 小 说
名著《红楼梦》就叙述了大观园
建成，其亭台轩馆皆题、皆制、皆
有匾的始末。

匾额代表了一种传统文化，
匾额文化也彰显了职责担当、家
国情怀和价值追求。

门拱上大好河山的匾额使
代代国人胸中泛起思乡愁、敬故
土的波澜。晚清戍边名将左宗
棠重建嘉峪关后，置所书“天下
第一雄关”巨匾于关楼。一朝重
臣以天下为任、甘作卫国“雄关”
的担当精神直冲九霄。孙中山
题词“天地正气”匾，自信与唤起
民众之情跃然字上……匾额的
只言片语，常常浓缩了抱负者的
高远之心。

匾额中还书写了历史，记录
了时代沧桑。其苍劲有力的书
法记录了辉煌与进步、悲伤与坎
坷、实感与真情。北京中山公园
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牌坊，
用百余年间从“克林德碑”、“公
理战胜”、“保卫和平”3 次匾额内

容 的 变 迁 ，诉 说 中 国 从 任 人 欺
侮、积贫积弱，到大国复兴、履行
国际义务的一段历史。

去过山海关的游人，多会受
长 5.9 米、高 1.5 米“天下第一关”
巨匾吸引，是它将一处建筑形态
在长城千百关隘中并不突出之
地升格为名胜。不过，若知晓其
真匾在日本侵华中被掳运东瀛、
现在的匾只是一仿品时，那种单
纯仰望祖宗伟业的心情或许会
添加些许复杂。

在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中 ，匾 额 内 容 因 其 精 粹 、精
致 、经 典 的 特 质 ，位 于“ 纲 ”与

“ 睛 ”的 显 赫 高 端 。 然 而 百 年
来 却 历 经 旧 城 改 造 、农 村 商 品
经 济 等 社 会 洪 流 ，加 重 了 对 其
的 内 外 损 毁 。 伴 随 对 历 史 文
化认知、认同、共识的危机，匾额
文化元气大伤。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文化自信，多次要求加强对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
宣 传 教 育 ，增 强 中 国 人 的 骨 气
和 底 气 。 作 为 拥 有 太 多 中 国
精 神 、中 国 力 量 、中 国 理 论 、中
国 道 路 、中 国 制 度 等 价 值营养
的匾额文化，终于迎来可以再度
辉煌的春天。

虽 然 匾 额 并 无 痴 迷 者
“字字珠玑”般夸张，但确有
高擎铭刻人心、屹立社会、远
播世界之中国文化大旗的潜
质，有以“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努力，为实现中国梦
做杰出贡献的能量。研究和

振兴匾额文化，功在千秋，需要
我们不断努力。

努力一，发掘抢救保护。大
量匾额在无视、忽视中消亡，实
为无奈之实。应向有文化自觉
地区学习，深入调查摸底，落实
抢救、保管、保护的相关细节，抓
住传统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
并发扬光大。

努力二，整理与研究。虽然
社会民间活态的匾额文化式微，
但在传统文化的国内热爱者领
域，藏家大有人在。亟盼有历史
匾额资源人士、组织能够多方互
动，梳理匾额文化，厘定匾额在
制度文化、传播文化、社会文化
中的关系，从而创造新时期的文
化内容和形式。

努力三，向国际社会传播。
事 实 上 ，匾 额 文 化 早 已 辐 射 海
外，尤其在东亚、东南亚等地枝
繁叶茂，成为国际现象中东方文
化的经典。我国当以新型大国
胸 怀 ，以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之
纲，在国内外以更强气势、更大
规模、更高品质的魅力来传播匾
额 文 化 ，谱 写 展 现 中 国 时 代 作
为、充满创新协调共享精神的大
文章。

梁柱之文脉梁柱之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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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 前 ，战 士 扛 枪 也 拾 柴 ，那 是 在 天
山山区。

巩 乃 斯 草 原 的 冬 天 ，来 得 既 早 又 猛
烈，去得则很迟。从西伯利亚袭卷而来的
寒流，挟带着无尽的风雪呼啸越过天山，
像饥饿的狼群嚎声，昼夜不停地在营房上
空盘旋，凭添十二分寒意。这使刚刚来自
温煦水乡的我们，不得不大铲大铲地向炕
灶里添煤取暖。铲着铲着，配给的煤就显
得不够烧了，以柴代煤成为唯一选择，这
也是连队为厉行节约，历年来积极推行的
措施。于是义务拾柴，成为要求进步、渴
望荣誉的新战士为之争先恐后的事情。

营房就坐落在横亘的天山坡上。抬头
望去，天 山 沟 壑 纵 横 、森 林 密 布 ，是 天 然
的 柴 场 。 我 们 拾 柴 ，通 常 在 星 期 天 或 节
假 日 ，吃 过 早 饭 ，拿 上 一 根 绳 子 或 背 包
带 ，三 五 成 群 ，结 伴 而 行 。 其 实 ，拾 柴 并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轻 松 的 事 情 ，由于驻地的
牧 民 一 日 三 餐 都 要 靠 上 山 拾 柴 或 砍 柴 燃
煮，附近已很难拾到柴，拾柴要走很远的
路，甚至要翻山越岭。

我 们 总 是 向 峰 高 林 密 的 地 方 攀 登 ，
以 便 拾 得 多 、拾 得 快 和 拾 好 柴 。 穿 着 厚
重 的 棉 衣 和 大 头 鞋 ，跋 涉 在 齐 膝 深 的 积
雪上，积雪像块巨大的磁石，粘结吸附着
我 们 的 双 脚 ，每 迈 出 一 步 ，都 倍 感 吃 力 。
而 拾 柴 的 密 林 ，又 好 像 用 和 我 们 相 同 的
速 度 后 退 着 。 我 们 为 欲 速 不 达 而 急 躁 ，
汗 水 很 快 濡 湿 我 们 的 衬 衣 和 帽 子 ，寒 冷
却不知不觉消失了。

茂密的森林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这
是一片梦幻神奇的世界。参天的雪松、苍
劲的胡杨、挺拔的白桦、婀娜的红柳、婆娑
的野果树等，像披着洁白的婚纱，根连着
根，臂挽着臂，相互深情地凝望、诉说和倾
听。儒雅的梅花鹿、羞怯的黄羊、憨厚的
野猪、顽皮的松鼠、俏丽的山鸡等在林间
悠闲地漫步，独享这份自由、温情的诗意。

人类原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对这
个世界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爱因斯坦曾
说，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心灵
里灌注进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初来
乍到的我们，对大森林中的一草一木，更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新奇感。

我们不仅忘记了寒冷，还忘记了军营
的严肃和枯燥，忘记了青春的孤寂和世俗
的纷争，像 久 别 的 亲 人 重 逢 ，与 每 一 棵 树
拥抱，追逐着每一只惊逃的动物嬉戏。我
更一改往日的郁郁寡欢，放开喉咙，向着
银 黛 色 的 崇 山 峻 岭 高 呼 ：天 山 ，我 来 啦 ！
大 家 被 我 感 染 ，一 齐放声高喊，整个天山
就回荡着我们 激 越 的 声 音 。 我 们 的 心 胸
顿 时 被 森 林 的 浩 瀚 博 大 、天 山 的 雄 壮 巍
峨 、草 原 的 宽 厚 执 着 、冰雪的晶莹纯洁充
盈着。

我们尽情地享受着青春与大自然交融
的酣畅与美好。饿了，掏出随身携带的馒
头，就着落在松 针 上 的 干 果 野 餐 。 渴 了 ，
扒开积雪，掬起清澈的山泉痛饮。累了，
躺 在 雪 地 上 ，一 任 雪 后 初 霁 的 阳 光 和 松
鼠 摇 落 的 雪 花 洒 满 全 身 ，目 光 却 不 停 地
追 随 着 盘 旋 在 蓝 天 上 张 开 双 翼 的 山 鹰 。
仿佛，那山鹰的翅膀上，正驮着我们的理
想、追求和未来。

柴是在赏景忘情之余拾好的，不过这
时太阳也快落山了，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
背柴下山。就这样，我们的心不断地被新
的期待鼓舞着，感觉寒冷的冬天并不怎么
难耐，甚至还有种特别的情趣。

显然，我们把拾柴当作了特殊的冬游，
当作走进大自然、陶冶美好情操最直接的
方式，更当作适应军营艰苦朴素生活的一
种历练，进而牢记并担负起军人这个称呼
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我们拾柴，就是铁血青春与边关的一
草一木共燃的过程。我们用绿色的和平之
火，照亮和温暖了边关的岁月。

本报综合报道 苏州工艺美
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作品展
近日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开展。
此次以“物道·开新”为主题的作
品展集中展出了学院 79 名学生
的 138 件（套）优 秀 艺 术 创 意 作
品，是学院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
艺术设计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近年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在非遗传承人培养工作
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先后开设
了刺绣大专班、玉雕大专班等传
统手工艺非遗班，还承担了文化
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
项目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
秀非遗人才。

图片新闻

“物道·开新”艺术创意开展

虎丘是苏州著名的名胜
古迹，不仅有春秋时期吴王
的遗迹，而且风景独特。史
书上赞为“绝岩纵壑，茂林深
篁，为江左丘壑之表”，素有
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北宋
著名文学家更是对虎丘情有
独钟，曾感慨道：到苏州不游
虎丘，乃憾事也。

而对于我们从事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人而言，不知道
虎丘“乃憾事也”。因为在虎
丘山门口右侧墙壁上镶嵌的

《奉 宪 勒 石 永 禁 虎 丘 染 坊
碑》，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水质
保护法令，比英国 1833 年颁
布 的《水 质 污 染 控 制 法》早
96 年，比美国 1899 年颁布的

《河川港湾法》早了 162 年。
此碑高 1.55 米，宽 0.73 米，碑
文 34 行，共计 1400 多字，立
于 清 乾 隆 二 年 ( 公 元 1737
年)。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
虽然碑石多有破裂，碑面局
部剥蚀，部分字迹也已模糊
难辨，但尚能看出苏州府当
时颁布对虎丘染坊污染水质
管理的概况。

明清时期，苏州的纺织
业极为发达，正可谓城东半
城，万户机声。国家便在此
设立苏州织造署，《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

在苏州织造任职。当时染坊
的分工已经很明确，有蓝坊、
黑坊、红坊、杂色坊和漂洗坊
等。染坊沿着白居易主持开
挖的七里山塘，集中在“最是
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的阊
门至虎丘一带。

那 时,染 坊 大 多 采 用 植
物染料，如染红色采用的是
红花、茜草等；染 青 色 采 用
马 蓝 、乌 蓝 等 。 此 外 ，还 要
添 加 明 矾 等 化 学 物 质 以 及
铜 、铬 等 金 属 ，浸 染 时 就 会
有 渣 滓 和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排
出 ，于 是 出 现 了“ 满 河 青 红
墨紫”的景象。由于虎丘地
区河道曲折较浅，常常导致

“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
水质恶化，气味呛鼻，各村居
民无不抱愤兴嗟。于是 120
户地方人士联名信访，要求
迁移染坊。

苏 州 府 会 同 下 辖 的 元
和 、长 沙 、吴 县 三 县 实 地 查
看，觉得周边染坊确实污染
了当地环境。遂颁布禁令：勒
石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所有染
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
如敢故违，定行提究。

令行禁止后，虎丘又恢
复了青山绿水。有诗为证：
七里山塘春水软，一声柔橹
一销魂。

苏州染坊碑：

我国最早的水质保护法令
◆香城

天山拾柴
◆张绍国

历史故事

流光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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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进渝西铜梁“匾额
博物馆”，倏忽有些惊愕：一个
钟爱参观博物馆的人，曾经走
过了中国、法国、意大利许多博
物馆，但却是第一次走进匾额
博物馆。

眼前，500 块飘着楠木、柏
木之香的牌匾，引领着我们走
进先祖们吉详祝福、歌功敬德、
正风俗、厚人伦的远古岁月。

乾隆 5 年的“杖朝耆年”匾
走 过 了 270 年 。 耆 代 表 着 70
岁，这是对一个一生正气凛然、
直至老年拄杖上朝也要“死谏”
的朝廷大员的人格铭记。

光绪 34 年的绘满蝙蝠、云
扣的雕花匾“蜀国天长”“民怀其
恵”“蜀都永赖”，表达着百姓对
一方官吏为民所为的心怀感念。

乾隆 45 年的“艾发重添”是
祝寿匾，艾发即白发，祝福添寿
长福。它与“福备箕畴”“萱草
恒春”匾一样，古风郁郁，躬行
着人间的孝悌善良。

乾隆 37 年的“梵刹耆英”匾
和乾隆 45 年的“坐破蒲团”匾，
显然是赞叹德高望重的修行僧
人。而民国 24 年的“销我亿劫”
匾乃是修行大德清净自心、普渡
众生之劫苦的宏真大愿。两者
相辅相承，使我们轻轻触摸到了
埋在岁月深处的信仰的温暖。

而民国 18 年铜梁名流刘庚
鱼送给友兄宝森的“无乐极乐
轩”匾，更是独出机杼，211 字的
匾文把一个正气凛然、乐善好
施的正人之君、阛阓人杰写得
峭拔伟岸。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颜
楷“萱文茂矩”匾雍容谨严，近
代 草 圣 于 右 任 的“ 福 寿 康 强 ”

“贤母天荒”匾雄宏婉丽、
仪 态 万 千 ，而 清 代

翰 林 院 总 编撰吴恩鸿的“琼江
书院”匾无不流溢着巴蜀人粗
犷、文秀和稳定、内敛。

铜梁人说，这里的 500 块匾
额原本是 1949 年 前 后 从 各 家
各户“没收”而来，因放在一乡
镇 粮 库 充 当 放 粮 食 的 木 隔 板

（防粮食受潮）而 躲 过 了 那 个
动 荡 年 代 破 四 旧 的 灾 难 性 毁
灭，实在是不幸中的一幸。

走 在 这 些 历 经 浩 劫 而 幸
存的牌匾的廊道，我开始想像
那个时代。想像那些在门顶、
厅堂挂着这些匾额的人家，想
像 我 们 的 先 辈 曾 经 有 过 的 生
活 。 牌 匾 、祠 堂 、族 谱 、书 院 、
家训、婚俗、祭祀、寿诞……

先人们一代又一代，自律
也 自 在 地 完 成 着 这 些 生 活 必
须的仪式，这些仪式最终化成
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化成了乡愁，化成了日子，化成
了性德，最终化成了一个民族
千年的文明。

一块匾额，浓缩了一段历
史，记载了一个人物故事。两
年前，我到江西万年参加一个
笔会。一群作家，一群张着惊
奇、探寻目光的文化人，怀着探
访的心来到营里村。村中有一
座南宋著名人士、教育家柴中
行开办的“南溪书院”。柴中行
号南溪先生，书院就此得名。

因目睹了朝廷种种腐败和
闹剧，仅 50 岁的他，便以年迈为
借 口 退 隐 于 江 西 万 年 营 里 山
中，办起了南溪书院。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尤其
是经历了 30 年宦海沉浮之后，
柴中行的生命状态和人格建构
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轻易窥探得
到的。但我们从柴氏家族的谱
系里，还是能清晰地读到他“捐
盐息以惠远民”；著书批评时政
时“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次论
士大夫寡廉鲜耻，以骨鲠宜养
天 下 ”，刚 毅 果 敢 之 气 淋 然 纸

笔。他任国事官时严惩赃吏，
任湖南提点刑狱时，豪绅横行
虐民，一一绳之以法。

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有退隐
情怀，他们在位时文死谏，武死
战。而当他们在政治凶险加身
抑或对权势龌龊无奈无望时，
为了人格、气节的操守，就会寻
找一处远离闹世的寂林芜土，
或仍作高洁典雅文章，或孜孜
授业于乡间僻野。

躲 开 了 战 乱 和 权 术 的 涡
流，柴中行兄弟肯定把南溪书
院办得有模有样。否则，在书
院走过了 474 年之后，即清康熙
37 年，皇廷也就不会将“全德名
贤”的匾额授予书院，柴中行后
裔们也就不会捐田五百亩以赡
书院。

然而，书院现如今也摇摇
欲坠，只剩下匾额还昭示我们，
渐渐远去的人和历史。

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些连着
祖先的养心养德的生命历法给
丢失殆尽了呢？君不见，今天
因“丢失”造成的创伤正在殷殷
渗血，正在心的深处作疼。

收回思绪，再看匾额博物
馆，感谢铜梁人在这座灯光并
不亮堂的房屋里，小心翼翼保
存了一份民族曾经亮堂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