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
长城是我国的标志之一。北

京八达岭长城，是外国友人经常
攀登的地方，我国的长城博物馆
就建在这里。洋人们来到长城脚
下，经过气喘吁吁的攀登，来到
烽火台，凭墙远眺，然后感叹中
国文明的古老、文化的伟大——
那段长城是明王朝修建的，距今
已经四百多年。

陕西华阴长涧河西岸，有一
段长约5公里的土墙，经专家考
证，属于战国时代魏国的长城遗
存，比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还早
130年。

甘肃境内，有一段类似干打
垒工艺的土墙，从东向西，蜿蜒
而去，土墙的远处，有个更大的
土台子，土墙两侧，是绿油油的
庄稼地。当地人将这段土墙像神
明一样“供奉”着，不许任何人
加以毁坏，因为那是长城——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建设的真正的万

里长城的一部分——汉代时期的
长城。

出玉门关往西，直到西域十
六国，内地人认知上的由关隘、
城墙、烽火台组成的长城变了模
样，不见了城墙，也没有了关
口，只有烽火台的遗迹，也叫烽
燧。一般两个烽燧相距步行一天
的距离。

自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先
人经过一代代的经验总结，认识
到，要想在这块黄土地上保住自
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过自给自足
的农耕生活，不被北方的游牧民
族侵扰，只有通过修筑隔离带的
形式将自己与外部隔离开来，建
起宽大厚实的墙体，靠墙体的高
度和厚度将劫掠、烧杀、抢夺等
人为的风险封堵在外。“我不惹
你，你也别抢我的。咱各过各的
日子。”寄望能够满足先人愿望
的那堵墙，也就是长城。这道长
城，经过历代重修新建，形成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万里
长城。

仅 有 长 城 还 不
够，我们的先祖在长
城内，按照人口聚居
地的大小，依照长城
的样子再修筑起各式
各样的封闭的城墙，
人们居住在城内，城
门按照季节的不同晨
昏启闭，形成一个独
立的世界，以此期待
平静的生活能过得更
安稳些。

如果我们先人的
邻居也像我们先人一
样，一切就简单了，
简单到不用花费力气
去修筑万里长城和各
式各样的城墙，将用
之于上的精力和财力
花费在建设房屋上、
改善生活条件上，那
会使他们的住所建设
得更加漂亮和坚固，

生活更加富裕和惬意。但在游牧
民族、狩猎民族还有靠劫掠生
存者的眼里，他们没有边界的
意识，没有财产属性的概念，
哪里有牧草、哪里有猎物、哪
里 有 财 富 ， 哪 里 就 是 他 们 的
家。在他们看来，我们先人苦
心修筑的长城就是他们劫掠财
富的羁绊，那高大的土墙、砖
墙的阻隔，给他们觊觎墙内的
财富以无比的诱惑和刺激，更
激发他们无限劫掠的欲望。于
是，修筑高墙、将外人挡在墙
外，和推倒高墙、拿走墙内的
财富，双方开始无尽的博弈。作
为历史的见证者，万里长城也为
我们记录了上千年的抗争史。

当然，也有专家提出，历史
上几次大的北方民族南侵促成了
我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自西
北向东南转移，天水、宝鸡、西
安、洛阳、安阳、开封、北京、
南京，而南侵的原因都是因为北
方的游牧民族、狩猎民族习惯于
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景牧草
丰盛，猎物众多，牲畜肥美，他
们就安居北方；天气大旱，或者
极度寒冷的年景，他们衣食不
济，为了生存，不得已才南下劫
掠。这个观点只是说明北方民族
屡次越过长城边界的原因，并没
有否认他们僭越长城的行为。

先人们在长城的建设上花费
甚巨，目的是抵御侵略。在冷兵
器时代，这样的措施十分有用，
以至于人们用铜墙铁壁、固若金
汤来形容，到了热兵器时代，也
就仅仅成为一堵墙，弱化成了一
个符号。

在看到长城抵御外侮所发挥
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长
城上除了数不清的烽火台，还有
无数供人们进出的关口。东从山
海关，西到嘉峪关，依仗着这些
关口，历朝的守关人做着同样的
工作：对认为有用的人打开关隘
的大门请进来，对认为有威胁的
人闭上关门将其拒之门外。“国

内”的人要“出国”，得从各个
关隘“出关”。

关口的关闭之间，预示着危
险或者机遇的来临。

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该开关，
什么时候该闭关。

汉代张骞通过长城西部的玉
门关出关，出使西域十六国，将
轻柔的丝绸送到西方，打通了丝
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大
交融。自玉门关往西的那段由烽
燧连起来的隐形的长城保证了丝
绸之路的畅通。商人们在烽燧处
驻军的保护下，在错落有致的驿
站里得以补充给养、恢复体力；
唐代高僧玄奘也是从这里出关，
远走印度，引进佛教，促使汉文
化与佛教文化的交融。明代大太
监郑和奉圣命驾船，从海上的关
口出发，一路西渡，将笨重、易
损，陆路上的车队、驼队没法长
途贩运的瓷器装上帆船，远销到
万里之外的非洲东海岸，成就了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长城关
口的打开，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
交流、物资的交易，繁荣了一个
又一个朝代。

但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目的
是抵御外在威胁，好关起门来过
日子。

而关起门来过日子是容易束
缚思维观念的。

自清代中期，我们依仗着祖
上的阴德，沉浸在天下之中、天
下第一的虚幻中，对于西方蒸汽
机带来的生产力革命视而不见，
过着闭关锁国的日子。到了清
末，整个国家的认知能力、生产
力水平、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西
方。结果，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
片战争，不但打开了我国的关
隘，也将我们的国土分割得支离
破碎。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经历过明治维新、君主立宪改革
的东瀛日本，举兵上岸，有了吞
并中国的野心。曾经的学生不但
超过了老师，还要妄灭师门。幸
亏他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

争，不但遭到我们全体国人的极
力抵抗，也受到世界上爱好和
平和正义国家的唾弃。最终，
这个岛上的撮尔小国在大举打
开我们的关口、践踏过大半个
中国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回到
小岛上。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无论
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电子化时代，
无论是地理概念上的长城还是心
中的长城，该开关的时候一定要
敞开，该闭关的时候一定要闭
上。闭关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
题，开关是为了吸收世界先进的
理念和发展成果。如今，新的一
带一路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分别
从我国的陆路、海路关口出关向
西，将亚洲、欧洲、非洲重新联
系起来；突破地理局限的国家开
放战略更是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
平、图谋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作为
我们的朋友，对话而不对抗，争
取合作共赢，将整个国家带入世
界先进发达国家阵营，让国人都
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正是这种
包容、开放、发展、对话、合
作、共赢的态度，中国振臂一
挥，世界上无论东西方阵营，打
破意识形态的局限，应者云集，
共赴北京，协商一带一路发展大
计：“中国要崛起，也拉我们一
把。”

长城早已成为一个符号，一
个代表中华民族的符号，但它的
根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外来
侵 略 者 面 前 ， 它 永 远 是 一 面

“盾”。它向世人表明，我们的民
族永远不会主动加害别人，我们
只愿意依靠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
的家园，过自己的日子；与之相
对的“矛”，则一直深藏在我们
的心中。不到加害者上门，我们
绝不拿出来显摆；至于有人想和
我们携起手来和平相处、共同发
展，为国民谋福祉，我们乐意与
人为善、成人之美。因为，和
谐、共荣是我们中华文化精髓的
一部分。

长城脚下的沉思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后

■本报记者 张晨阳
“对于舞蹈的热爱，不在于

能得到什么，而在于舞蹈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充实人生、滋
养心灵。”谈起与舞蹈的情感，
石晓华感慨万千。

1989 年，石晓华从河南省
豫剧三团调到市直幼儿园，从
这时候开始，石晓华与舞蹈结
缘。为了更好地学习舞蹈，1994
年，她考入郑州大学音乐系学
习舞蹈编导专业。“因为刚开始
学的是戏剧，民族舞蹈和古典
舞蹈都是从戏剧演变过来的，
所以学起来也不是很费力，而
且我对舞蹈一直很喜欢。”石晓
华说。学习舞蹈、研究舞蹈、
创作舞蹈，是石晓华亲近舞蹈
的三种方式。在长期与舞蹈相
伴的岁月里，石晓华创作出了

《稚 童 吹 春》、《弦 舞 飞 扬》、
《春·萌》等舞蹈，扎实的艺术
功底，深厚的理论修养，让石
晓华成长为我市舞蹈界的灵魂
人物。

对于舞蹈创作，要从 1998
年漯河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

说起。石晓华说：“当时我们接
到的任务就是参加漯河第一届
春节联欢晚会，但跳的舞蹈都
是从其他地方学的，没有自己
原创的东西。当时我就想，一
定 要 编 排 一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舞
蹈。”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石
晓华开始了第一次创作舞蹈，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加上没有
创 作 经 验 ， 创 作 的 时 候 很 艰
难。“我拿出脚本后，音乐的
创作是在去郑州的火车上和李
俊生老师边探讨边创作的。后
来熬了个通宵进行修改，音乐
谱曲出来了，因音乐制作的单
位较多，我们的制作时间排在
零点之后，我就在郑州熬了三
个晚上完成了制作，在有限的
15 天内创作出第一个幼儿舞蹈
作品 《稚童吹春》。它不仅给
当年的春节成功献礼，还被评

为 漯 河 市 首 届 优 秀 文 艺 成 果
奖。”

近几年，石晓华结合漯河
本土特色，创作出了一些老年
舞蹈，如 《今朝花更艳》、《弦
舞飞扬》 等，并在省级大赛中
屡获金奖。“我一直认为，舞蹈
是和民族元素联系很紧密的。”
石晓华说。她根据舞阳农民画
的元素和灵感创作了 《东河湾
西河湾》，获得了河南省第十届
音乐舞蹈类金奖。2015 年创作

的芭蕾舞 《春·萌》 实现了我
市在国家级舞蹈专业比赛中零
的 突 破 。 石 晓 华 信 心 满 满 地
说：“漯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
专业的歌舞团体或舞蹈团队，
这就给参加国家级大型舞蹈比
赛比赛造成了一些阻碍，所以
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我感
到很骄傲。《春·萌》也寓意了
我们舞蹈的发展，就像春天的
种子一样，努力蓬勃发展，舞
在大地上。”

舞在大地上——市舞蹈家协会主席石晓华谈舞蹈创作

■刘云鹏
总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总说景区的风景看了一遍就不再
是风景。你有没有尝试过旅途观
景，并把它当作一种习惯和爱
好。

旅途观景，其实是一种别样
的时空旅行。在一个较短的时间
内，你可以连续穿越冬天和夏天
的边界，闻着南方海岛的凉凉海
风，阅读北方世界的白色童话，
沿着大河入海口的温馨繁忙游向
西北大漠的豪放豁达。时间在穿
越，空间也在流转，只是拥有了
一份旅途观景的闲情雅致，改变
了这时空转换的速度：有心观
景，时空转换会变慢，一切都娓
娓道来、顺理成章；无心观景，
则时空转换会变快，仿佛一场大
梦，初醒时依然带着些许惊讶和
不甘。

旅途观景，于不同的时空，
就有不同的风景和心境。透过窗
帘，外面也许是黄色、绿色、蓝
色的主宰，你的心境也许会是兴
奋的、沉静的、忧郁的。从繁华
的都市来到荒凉的郊外，尽管少
了喧嚣却多了浪漫，尽管多了豁
达却也少了便利，选择在旅途中
静静地观景，实际上是用心在思
考，思考如何在各种不同境遇转
换下调整并摆正心态。从熟悉的
地方来到陌生的地方，一时间满
眼好奇，对一切都充满憧憬和期
待；从陌生的地方再回到熟悉的
地方，却平添了几分亲切和依
恋，这样一来一回之间的旅途，
就成了穿插憧憬、期待和亲切、
依恋的长线。如果说从一个讨厌
的地方来到一个喜欢的地方，算

是一种享受，人在心情高亢的时
候总是乐于接受新的东西；那么
从一个喜欢的地方来到一个讨厌
的地方，算是一种反思，人在心
情低落的时候总是会重新认识一
些东西。享受与反思，于己，都
会是一种收获，收获新的，或者
重新认识旧的。

如果旅途观景的心境足够
好，那么最好选择坐火车，但一
定不要于忙时出行，因为你得明
白，你是为了旅途观景，不是于
火车站观人、火车上观人、目的
地观人。乘火车观景，比乘飞机
俯瞰更淋漓尽致，同时，相较于
坐汽车不得不穿闹市而过的颇多
无奈，乘火车则可以名副其实地

“观景”，民居、原野、绿化带、
防风林、小河大河、大桥小桥
……此时此刻，铁轨的延伸，就
像一条蜿蜒细长的时空隧道，带
着你穿越空间，感受时间。

旅途观景，最重要的是心境
和过程，而不是出发地和目的
地；旅途观景，不仅仅是旅游时
的选择，每一次旅行都可以享受
这样的奇妙盛宴，甚至于走了八
百年的回家的路，甚至于讨厌极
了的异地出差的苦差事。此刻选
择旅途观景，你可以看成是朝花
夕拾、旧书重读，也可以看成是
无中求有、苦中取乐，既然在你
眼中旅途本已如此不堪，为什么
不拉开窗帘，闹中取静、静中取
闹，看看窗外飘过的变幻风景
呢？

旅途观景

■李 季

忆江南

酒是生离死别的酒
花是失魂落魄的花
我忆起的江南
是倚门回首，是雨中顾盼
是一樽江水缓缓流
杏花小巷，多少燕子结伴归来
而书生远去，红颜已老
马蹄声声，如锤子敲下铁钉一般
敲下一路疼痛
雨后的阳光明媚
照不亮彼此的身世
年年春来，年年谁咳出的血
染红了年年的桃花
花草催赶着马蹄奔向天际
风吹开雕花的小窗
她深情的一瞥如光焰，如灰烬

声声慢

这相思的文火，慢慢熬
日子早已是一盏盏微苦的汤药
黄菊深巷，红叶小窗
你在昔日喊我一声接着一声
如秋雨，点点斜落，雁过时，不
要问我
为何伤心
也不要问我为何频频举杯
这是衰草中的驿站秋风里的小船
我只是茫茫尘世中飘零的书生
我怎能停下思念，我怎能不爱
这离散过多的人间
雨歇后，大地辽阔，有一人，缓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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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思盈 张晨阳
中国舞蹈承载和传播着鲜

明的民族精神和审美风范，在

世 界 舞 蹈 艺 术 宝 库 中 独 具 特
色。为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作更
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舞蹈作品，我市舞蹈的
编 排 与 创 作 也 进 入 了 繁 荣 时
期，积极传播舞蹈的文化，谱
写出我市舞蹈艺术新的华彩篇
章。

舞蹈蓬勃发展，专业赛事
不 断 。 为 了 繁 荣 我 市 舞 蹈 事
业，积极选拔舞蹈人才，2016
年，我市举行了首届青少年舞
蹈节，邀请河南省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靳珂、河南省宝艺舞蹈
团副团长苏杰等为评委，比赛
项目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
等，300多人报名参赛，发掘了
更多的青少年舞蹈优秀人才。
在 2015 年，漯河市舞蹈家协会
成功举办了第五届漯河市荷花
奖舞蹈大赛。荷花奖舞蹈大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主要设立的
比赛奖项有民族民间舞、芭蕾
舞、拉丁舞、爵士舞街舞。多
年来，漯河市荷花奖舞蹈大赛
从最初的参赛作品二十多个、
舞蹈演员一百多人，到第五届
参赛作品两百多个、参赛人员

近三千人。荷花奖舞蹈大赛成
了 我 市 舞 蹈 专 业 比 赛 的 最 高
奖，构建了一个展示舞蹈艺术
才华的平台，促进了我市群众
舞蹈的繁荣与发展。

舞蹈创作硕果累累。我市
独 立 创 作 的 舞 蹈 作 品 《春 ·
萌》，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中学生
舞蹈艺术展演的第六名，让我
市创作的舞蹈终于站在了中国
舞蹈领域的最高舞台——北京
舞蹈学院礼堂，终于实现了我
市在国家级舞蹈专业比赛中零
的突破。积极鼓励创作者结合
本地特色，挖掘地域风采进行
作品创作。如少儿舞蹈 《鱼灯
舞》 和漯河精神大型主题晚会

《序·源》 中创作的 《骨笛》、
《许 慎》、《公 孙 大 娘 舞 剑》、
《宋·杨再兴抗金》、《沙河船
谣》 等原创舞蹈。据了解，漯
河市各个春晚和大型晚会中，
舞蹈专门成立了编导组，创作
了许多具有漯河独特风格的舞
蹈，在每台晚会中，舞蹈创作
率到达 97%。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这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市
第一部原创大型舞诗画 《红旗

下的我们》 基本创作构架已经
全部完成，各个篇章的内容主
题也基本创作完毕。

为了繁荣规范我市的舞蹈
教育教学市场，市舞蹈家协会
定期召开漯河市舞蹈家协会理
事成员以上会议，多次组织漯
河市各舞蹈学校负责人走出去
观摩学习和艺术采风。学习教
学管理模式，并督导他们的教
学 软 件 与 硬 件 齐 头 并 进 的 发
展。同时，邀请国家知名院校
老师到漯河举办舞蹈技能技巧
培 训 ， 提 升 舞 蹈 教 师 专 业 水
平，将专业培训带到漯河来，
2016年6月，北京鑫上博专业舞
蹈培训教育的金牌老师请到漯
河，举办了一次为期五天的舞
蹈技能技巧培训，让很多舞蹈
老师和舞蹈爱好者在家门口都
可 以 学 到 专 业 的 舞 蹈 技 能 技
巧。从 2010 年以来，舞蹈家协
会每年组织到外地采风观摩学
习两次，并和信阳师范学院舞
蹈教育学院、南阳师范学院舞
蹈系合作，选定我市两所舞蹈
学校定为优秀实验教学基地和
毕业生实习基地。

谱写舞蹈艺术新的华彩篇章

■吴苇航
我在上初中时，就对四高

常怀憧憬之情，那时，四高给
我的印象是庄重而不失灵动，
严肃又有包容，几乎契合了我
对高中校园生活的所有想象。

四高的校园，花坛中的芳
香馥郁，树林中的鸟语呢喃，
时 而 晨 雾 缭 绕 ， 时 而 微 风 拂
面，一描一画间，尽是诗情画
意。偶尔，林下会有少女徜徉
于文字之间，操场上会有肆意
的少年在奔跑。除此之外，四
高吸引我的，还有那几十年来
积淀下来的厚厚的文化底蕴。
孔 子 、 许 慎 眺 望 着 文 化 的 远
方，将军楼上依稀还有将军撑
起国家脊梁的身影，许南阁祠
清幽而又典雅，厚重而又宁静。

时光常易把人抛，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初入四高时，
它满园叠翠，而今，园内树木
已 是 又 绿 一 年 ， 满 校 鹅 黄 嫩
绿。从孔子广场走过，我不禁
莞 尔 ， 那 海 棠 树 上 的 青 涩 果
子，赚取了我们大把的眼泪。
尽管学校三令五申不许我们摘
海棠果，但仍会有人悄悄摘下
一两个。青涩的果子，映出了
谁的笑容，又映出了多少流年？

平时，我们同学都戏称：
四 高 的 学 生 一 跑 步 ， 天 就 亮
了。伴随着晨光，我们从高一
跑到高二，我们背书的声音和
喊口号的声音，围着孔子的塑
像 ， 一 圈 又 一 圈 、 一 遍 又 一
遍，那是青春有力而又强健的
步伐。当我们初学心意六合拳
与太极拳时，内心里是别扭而
又不情愿的，可静下心来，慢
慢学过后，才明白其中的深意
——行云流水的拳法，温润而
又不失力量，和晨光与草木的
馨香一起，描摹出斑斓的色彩。

白天与黑夜，日光与灯光
在四高交相辉映。光影重重，
映着学子眼中的希望之光，成
为一幅明亮的油画——这美丽
的画面、这美丽的光影，无论
过去多少年，都会是我们心壁
上最美的画面。

一年后，我们就要离开这
里，也许，再回首时，已是泪
满面、鬓如霜。海明威说过：

“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云过
巴 黎 ， 那 么 巴 黎 会 永 远 跟 着
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
宴。”四高校园的美好时光，我
将永记心中。
（作者为漯河四高二一班学生）

美好的校园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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