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保国
正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时节，刘

彦卿先生怀揣多姿多彩的河洛文化从洛
河之滨来到了沙澧河畔，“中原大讲堂.
沙澧讲堂”内顿时响起了欢迎的掌声。

我与刘彦卿虽不相识，对他也不陌
生。第一次和他近距离接触，是去年初
夏时我们共同参加“河南杂文名家走进
中国汉字文化名城”采风活动。只不过
当时由于大家都专注于采风，彼此没有
交集互动。但我知道那个中等身材，慈
目善眉，鼻梁上架着白色眼镜片，灰白
头发修成二八分，谈吐儒雅举止斯文的
人，就叫刘彦卿。

后来，我对刘彦卿印象的加深，是
先后拜读了他在《漯河日报》和《漯河晚
报》上发表的《漯河的许慎与洛阳的许
慎》、《让许慎与仓颉碰撞出火花》、《文字
的味道》三篇文章，从而感受到刘彦卿是
个有想法、有见地、有广博知识的人。他
不停留于许慎故事在漯河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层面上，注重开挖许慎在洛阳的
轶事逸闻，同时不失时机地把与许慎有
紧密连接的仓颉介绍给漯河读者。他是
从历史深处不引人着眼的地方，重新发
掘被悠悠岁月尘封的文化先贤的史料和

故事，并进行新的解读和诠释，从而让
传统文化更加鲜活丰满、璀璨夺目，历
史名人更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刘彦卿在他的三篇文章里，从漯河
说文解字的许慎想到了在洛阳造字的仓
颉，又联想到漯河、洛阳两座汉字文化
名城之外，还有一个以甲骨文出土与研
究闻名世界的安阳市。他认为，洛阳的
仓颉造字也好，安阳的巫师和史官在甲
骨上刻字也罢，和漯河说文解字的许慎
一样，他们都历尽艰辛、百折不挠、持
之以恒，终而修得正果，都为中华文化
及中原文明做出了如江河行地，与日月
同辉般的贡献。他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
的建议：漯河，能否再考虑修建一座惜
字塔呢？以此策告和提示后人更加崇文
尚贤、敬天惜字，让文字的味道愈品愈
新，历久弥香！他尤其希望由漯河牵
头，联合洛阳、安阳以及国内其他文字
文化名城，先是结成“中国文字文化名
城联盟”，继而组建“全国文字文化保
护利用联盟”，进而整合中国文字文化
名城旅游资源，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中国
文字文化品牌等。他说，只有把这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做好了，才能
把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宣传好、弘扬

好、传承好。从刘彦卿的这一构思和设
想中，我们不能不感佩他的非同凡响和
远见卓识。

中原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化的
母体和主干。而河洛文化具有中原文化
的根源性和基础性，是中原文化发祥的
主要源头。刘彦卿这次来漯河讲述河洛
文化，我以为他的知识结构与他的主讲
身份十分匹配。因为多年来他皓首穷
经、殚精竭虑、耐得寂寞、不遗余力，
查阅考究了大量典籍，积累了许多稀缺
宝贵的素材。他为解疑释惑、寻求答
案、揭开谜底，时常迈开双脚走街串
巷，虔诚地叩开许多行家名流的门扉，
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他或走进荒野、河
谷、老林，或探访深山、古宅、寺庙，
实地考察了解河洛一带民风民俗、乡土
人情，搜集文史证物和坊间传说；他还
只身前往湖南双峰县，考察这里的洛阳
湾惜字塔遗址，求取和了解与仓颉和许
慎有关的两副楹联。著名散文家王剑冰
称赞刘彦卿是一位“有心人”、一位

“有情人”、“一位长久浸淫河洛这片水
土的洛阳人”、“一位学者型的人物”。
刘彦卿为摸透和读懂河洛文化可谓使出

了浑身解数，付出了大量心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刘彦卿常年在

古都洛阳“河洛文化论坛”和“星期六
文化论坛”两个文化沙龙活动中进行河
洛文化讲座，并在二十多条“河洛文化
游”线路上孜孜不倦地向学界人士或国
内外朋友介绍河洛文化。他除了主编

《文化河洛》、《河洛收藏》、《洛阳经
济》、《商道》等杂志，还笔耕不辍，创
作了一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并结集出版
了 《天下洛阳》、《洛阳夹河滩史话》、

《竹林七贤的洛阳故事》几部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

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
神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
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
求”。刘彦卿充分领悟了总书记讲话的
深刻思想意涵，他的讲座立足弘扬和传
承优秀文化，所讲内容堪称资料翔实、
蕴含丰厚、洗尽铅华，把河洛文化讲得
深入浅出、美轮美奂、魅力四溢。他用
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为听众打开了一道闪
亮的知识之门，引领大家走进了博大精
深之传统文化的学术殿堂，从中接受雅
俗融汇、形象生动的经典文化熏陶，激
发了大家对河洛文化的敬惜和崇爱。

优秀文化的弘扬者与传承者

■柴奇伟
“咱舞阳就你一个傻子来了

吧？”9月16日，我和爱人到漯河日
报社参加读书会，走在回家的路
上，爱人笑着对我说。

时下正值“三秋”大忙，作为
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应该到地里帮
助父母双亲掰玉米。

屈指算来，从开始爱上书到现
在，这二十年来，我一边读书，一
边写作。正是这两个爱好，我的人
生道路变得多姿多彩；更重要的
是，通过读书写作，我结识了很多
文友。和他们相比，我亲身感受到
了自己的不足。特别是在给漯河日
报社水韵沙澧栏目写稿投稿的过程
中，我跟随文艺副刊的脚步，从春
走到夏，从秋走到冬。2015 年初，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为丰富报纸版
面，营造书香氛围，提倡全民阅
读，又在线下发起了水韵沙澧读书
会。每次参加读书会，我总是早早
起床，一路狂奔向漯河挺进。每次
来到读书会现场，我总会看到各界
的精英，聆听他们的真知灼见，近
距离感受他们对梦想的执著追求。

在今年4月23日举办的世界读
书日专题活动现场，我除了分享到
漯河市新华书店杨华先生对书的热

爱之情外，还亲身感受到书对杨华
先生人生的影响，正如他说的那
样，要是不读书，就没有他的今
天。7月22日，在读书会现场，李
华强老师以图文并茂的方法给现场
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
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一代文
字大师许慎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
献。以前，我总以为抗日战争只给
东三省和南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8月26日的读书会上，听了漯河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鲁锁印先生
的讲解，我才知道日军也给中原人
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才知道河南人
民也在抗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

通过和读书会书友和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文友的交流，我看到了他
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在读书写作
方面的勤奋，在他们身上，我认识
到了自己的不足，感受到了追梦人
的坚定脚步。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一如既
往地带着“傻子”精神，和水韵沙
澧的文友、书友们一起学习，一起
成长。

我的追梦历程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秋日的漯河，白云在蓝天上绽放，
绚烂在大地上流淌。

9月16日，作为我市第一届社会科
学普及周的一项重要活动，由漯河市社
科联、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
堂·沙澧讲堂开讲，邀请洛阳市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彦卿作题为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明》 的讲座，引领
聆听讲座的人们走进河洛文化深处，感
受黄河与洛河交汇激荡出的奇谲空蒙的
思想灵感，感受中华文化源头的浩大与
澎湃、神秘与壮美……

河洛文化的产生

7000多年前，那是一个春天，有一
位老人，在洛阳的黄河边，画了一个
圈。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
的创世神伏羲，他画的那个圈就是阴阳
太极图，这个圈被称为“中华第一图”。

伏羲画圈之处在河洛一带的洛汭。
从洛汭到伊汭，是河出图洛出书之处，
也是当年伏羲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伏
羲在此悟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民族精神。

伏羲当年在河图洛书的启示下，在
洛阳黄河边，拿着一把蓍草，画出阴阳
八卦，以此与神明沟通，解释各种自然
和社会现象。伏羲登高俯察黄河水势的
高台，为巩义洛口村伏羲台。最能展示
伏羲画八卦之处是孟津会盟镇雷河村龙
马负图寺。至此，这个圈才画圆，河洛
文化由此滥觞。

伏羲的时代还没有洛阳，今天的洛
阳在当时属于河洛一带的中心区，夏代
有了“斟鄩”，商代有了“亳”，周武王

伐纣后，把这里视为风水最好的地方，
坚持要将国都建于此处，遂遣周公营
洛，这才有了洛邑。周公在此制礼作
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孔子
两次入周问礼，50岁力研易学，创出十
翼传世。洛阳因此成为三符（河图洛书
八卦） 高耀、三代汇都、三教并辉、三
学（经玄理） 共华之地，这正是河洛文
化不可比拟的神圣光辉。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最绕不开的一
个话题。六七千年前，龙马身负河图跃
出黄河，神龟背呈洛书浮出洛水。伏羲
根据河图绘制八卦，大禹根据洛书治
水。几千年来，人们把河图洛书与伏
羲、八卦、易经联系在一起，朱熹更是
把河图洛书置于易学著作卷首推崇。伏
羲受河图启发创立八卦，易经又源于伏
羲的八卦。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文明最
著名的传说，吸引了历代鸿儒皓首穷
经、孜孜不倦地探究，涌现出许多可歌
可泣的故事。从而使得河图洛书成为贯
通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桥梁，成为河
洛文化的核心，被视为中华文明之源。
其影响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
域，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河洛文化的内涵

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所存在的一切
社会现象，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及
其结果。文化一词就来自于 《易经》：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何为天文、人文？日月星
辰、春夏秋冬、寒暑昼夜就是天文；人
有男女老幼，有君臣夫妇子女，有不同
的社会关系及需求，这些就构成了人
文，通过协调这些不同关系，以满足不
同层次群体的不同需求，使各社会群体
及个体和谐相处其乐融融，使整个社会
富有凝聚力与向心力，就是文化的作

用。“人文以化”就是文化，“化”是文
化的核心，“化”包含三层含义，即教
化、感化、风化。

河洛文化区域，是以洛阳、巩义为
中心，西至潼关，东至开封，南至汝
颍，北越过黄河至太行山，这是河洛的
核心区，在这个核心区产生的文化就叫
河洛文化。实际上，河洛文化不仅限于
河洛核心区范围内，在核心区域之外，
受河洛文化直接影响的河南南部、北
部、东部、西部，有一个河洛文化圈。
河洛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流传于河
南、山西、陕西各地。

河洛文化的具体内容：一是河洛地
区物质文明如冶炼、酿造、纺织、造
纸、养殖等技术的形成及流变。二是河
洛地区精神文化的发扬及光大，如四大
发明、数部史书的编纂、多部文学作品
的流传、两大学术流派的诞生、三大宗
教的传播等。三是河洛地区对中国历史
起巨大推动作用的制度文化。四是对全
国各地影响深远的河洛风俗。五是河洛
地区彪炳史册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留下的
优秀文化遗产。

从另一角度看，河洛文化主要内容
为史前文化、神龙文化、政治文化、圣
贤文化、思想文化、名流文化、英雄文
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
医学文化、汉字文化、诗赋文化、宗教
文化、民族文化、武术文化、姓氏文
化。

河洛文化内容丰富复杂，其中有四
个思想最为重要：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
人的基本哲理，天人合一思想是认识大
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指导思想，中和中庸
思想是正确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
则，修身克己思想是国人修身养性的基
本原则。此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个基
本思想。

河洛文化的特点

国都文化连绵不断是河洛文化的一
大特征。“二十五史”中“洛阳”出现
3063次，平均每8700字就出现一次，覆
盖了二十五史的全部史籍。若加上别称
斟鄩、西亳、洛邑、成周、东都、京
洛、东京、洛京、中京、西京、西都、
神都等，总计出现3549次。洛阳是中国
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朝代最多的历史文
化名城，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世界文化
圣城。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
魏、西晋、北魏、隋、唐 （武周）、后
梁、后唐、后晋都在洛阳建都。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亮点为思想
性。儒学起源于洛阳，周公在此制礼作
乐，孔子入周问礼；道学诞生于洛阳，
老子是公认的道学和道教的鼻祖；佛学
首传于洛阳，白马寺为中国佛教的“释
源”；玄学兴盛于洛阳，代表人物有何
宴、王弼、嵇康、阮籍等；理学创立于
洛阳，二程是最主要代表人物。五大学
说学派对形成和决定中华民族、中国人
民的思想、信仰和品格，对中国人的社
会、文化生活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且具
有极强的发散性。河洛地区为文化寻根
和姓氏寻根圣地：《中华姓氏大辞典》
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明确姓氏来源
的4820个，其中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姓氏
有1834个，占4820的38%。占汉族人口
的90.11%的前120大姓 （即13亿人中有
11.7 亿人姓这 120 个姓） 中，源于河洛

地区的姓氏有52个。其次，“洛阳”地
名遍天下，我国有3个洛阳区县，8个洛
阳乡镇，78 个洛阳村，数百个洛阳名
物。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在古代，洛阳不仅可以和中国画等
号，还可以和河南、中原画等号。历史
上“河南”一直是指洛阳及其周边地
域。

历史上的“中原”一词有三层含
义：一层含义指原野；第二层含义为以
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第三层含义专
指洛阳。如诸葛亮《出师表》中“北定
中原”，谢灵运之诗句“中原昔丧乱”。
东晋之后经常出现的“扫除中原”、“中
原沉沦”、“中原离乱”等词，其“中
原”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
区。故唐代学者李善在为谢灵运诗“中
原昔丧乱”作注时，直截了当地说：中
原，谓洛阳也。

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原文化与
河洛文化是一回事，是一种文化的两种
不同表达方式。

中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在2002年，
2004年在郑州召开的河洛文化研究座谈
会上被再次提起。与会学者提出后，省
政协副主席陈义初表态：“什么是中原
文化？什么是河洛文化？我认为河洛文
化就是中原文化，没有河洛文化，中原
文化就没了内容。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
的代名词。”

对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认识：在
地域范围上，河洛文化比中原文化的范
围不是小而是大。因为河洛文化不是洛
阳文化，洛阳是在河洛文化出现很久之
后才有的地名，中原的出现更是比河洛
文化滞后几千年。河图洛书是东方人类
文明的文化符号的具象展示，迄今尚未
有比它更早更神秘的图像文化载体，故
为中华文化之根、东方文化之源。

在存在时间上，宋之后河洛文化走
向衰落，同样不仅包括古代、近代，也
包括现代和当代的一切文化现象，如当
今的牡丹文化、工业文化。

在文明起源上，河洛文化不仅只是
中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裴李岗、仰
韶、龙山也可视为河洛文化的童年时
代。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根本不在一个
范畴。

中原文化的根源性、传承性、厚重
性和辐射性，实际上指的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不仅仅代表洛阳文化，更
代表河南文化、中华文化。

刘彦卿最后说：“河洛文化在当代
社会的价值表现为：能够强化生活在世
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对河洛文化的认同
感，使之成为联结世界华夏儿女的感情
纽带；作为河洛文化标志的河图、洛书
及原创的老庄道家学说，能启发我们进
一步关注生态环境；根深蒂固的大一统
思想所形成的传统民族基因和善于吸
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已成
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
魂。”

郾城实验小学的候淑珍老师说：
“这次讲座精彩深刻，我不仅领略到了
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无尽魅
力，还找到了民族文化之根、炎黄子孙
之根，增强了文化自信，增强了自豪感
和光荣感，我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走进河洛文化深处

■诗风词韵

■■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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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文化动态

■■经典回味经典回味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部分读书会成员合影。

■范佳颍
9月16日上午，侯老师带着我

们 参 加 “ 中 原 大 讲 堂 · 沙 澧 讲
堂”，来自洛阳的刘彦卿老师以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明》 为主题，
为我们讲述河洛文化的迷人之处。
我也终于知道了阴阳图和八卦图的
来历。

一天，伏羲来到观景台上，发
现了黄河水和洛河水混在了一起形
成了漩涡，并且水的颜色一半是黄
色的，一半是清澈的，于是伏羲就
受到了启发，画出了流传至今的阴
阳图。在六七千年前，黄河出现了
一只龙头马身的怪兽，背上兽毛突
现异象，呈规则形展现在伏羲面

前，伏羲据此河图又创造了八卦图。
从讲座开始到结束，我们听得

很认真，还得到了主持人的表扬。
在抽奖环节，我还意外地中了奖并
得到了由刘彦卿老师亲笔签名的赠
书，并和刘老师合了影。我觉得自
己特别幸运，也特别开心。

除了了解了什么是河洛文化
外，我还知道了中原河南有那么多
美丽的传说，作为中原儿女，我也
非常的自豪。

（作者为小学三年级学生）

一场有意义的讲座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 这片
古老的土地正发生沧桑巨变，日益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推开历史的窗户，回望抗日战争胜
利受降的那段日子，感受中华民族
曾经的不屈和抗争，从中汲取无穷
的精神力量，然后，投入实现中国
梦新的会战中，前方，霞光万丈，
繁花似锦……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社会科学
普及条例》，市委宣传部、市社科
联举办了以“改革创新铸就新漯
河，共享发展喜迎十九大”为主题
的我市第一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作
为社会科学普及周的一项重要活
动，9月15日，市社科联、市社会
发展研究会推出第三期漯河社会科
学论坛，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任鲁锁印作题为《抗战受降的里
里外外》的讲座，从漯河受降点受
降仪式举行、芷江洽降始末、受降
中的怪乱悲情几个方面进行了讲述。

讲座结束后，聆听讲座的人们
纷纷表示，听了讲座，重温了抗日
战争胜利受降那段历史，革命先烈
同日军浴血奋战场景如在眼前。现
在，战争的硝烟随已远去，但是，
浸透了先烈鲜血的抗战精神需要代
代相传，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助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在新的时代书写出无限荣光。

漯河社会科学论坛
第三期活动举行

■荷蕾心语
七千多年前的风
和今天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一样有阴阳太极图的味道
一样从地上腾空而起，它锁过眉
曾经在春天轻轻地拂过蓍草
依旧在黄河和洛水的交汇处
衔着水势汹涌，它依然记得
一半是清澈的洛水
一半是泥沙俱下的黄河
水就着风声沿途而下
被封印着的阴阳太极图
在天地之间若有若无
在一个适合做梦的高台上
那个风姓的创世神伏羲
一直在望着远方出神
蓍草在节节拔高
守护着与神明沟通的记号
借日月的精华书写乾坤
龙马身披河图，神龟背负洛书
伏羲得八卦，大禹定九州
神话有靠得住的前生
我相信这些传说越走越宽的来路
并庆幸它因此成为河洛荣耀
它呈现给我们那些过去的过去
一如我相信黑白，相信四季
这天人合一的来路
何尝不是我们念念不忘的归途

八卦之境
黄河从风陵渡
经三门过孟津直抵郑州
太行山邙山伏牛山嵩山
一路凝视着水的变化
直看到伏羲思考出河图洛书、易经八卦
直看到十二条长线
二十四条短线组合成八种图形
天乾地坤，左火右水
风从东南来，行走于江河湖泊之上
雷居震四，高山艮七
先天八卦图映射着
伏羲仰察天象俯观地形的身影
这张图暗藏天机，看得见前世今生
天空像一面镜子，却从不虚无
白天与黑夜，日月与年岁纷纷扬扬落下
落在大地上，溅起了阳光与尘土
溅起了原始的酒香
青铜器上火花在迸飞
织布机发出的唧唧声，古老又寂寞
如果人生是一场梦境
需要支配着怎样的付出与播种
才能收获人淡万事祥的大自在

河洛纪事（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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