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我市干部群众对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与践行，营造学习、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推动我市中华汉字文化名城
建设，由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主办、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
书会承办的“弘扬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大型公益讲座
将于12月21日，在漯河日报社三楼会议室举行。欢迎热爱传
统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到场聆听。

讲座时间：12月21日上午8：30—12：00
12月21日下午3：00—5：30
讲座地点：漯河日报社三

楼会议室 （会展中心东隔壁新
闻大厦三楼最西，市区内坐107
路、105路公交车到新闻大厦站
下车，向南五十米即到）

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iying_289169909

弘扬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大型公益讲座通知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陈思盈 7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水韵沙澧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邢德安
虽然新房子已经盖起好几年了，但我还是住在原来的老

屋里，不愿离开。那一砖一瓦都浸透了我的汗水，每一个角
落都有我的千千情结。

1980年，我和兄长分家另过，由于家底薄，我们夫妻和
两个孩子跟着母亲住在两间低矮的草屋里。说是两间屋子，
其实总面积也不过二十多平方米，除去两张床和杂物所占的
地方以外，屋里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厨房是在院里搭
的一个草棚子，四面透风，后来也被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掉
了。没有住过草房的人，永远体会不到住草房的滋味，犹如
白天不知夜的黑。住草房最怕刮大风，每年都要不停地修房
子，就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的那样：“八月秋高
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阵狂风刮过，屋顶便如开了个
大天窗。其次，草屋还怕鸡子和鸟类的抓挠，往往前边刚修
好，后边就被毁得面目全非了。每逢这种情景，我便不免心
生感叹，何时才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呢？

那时，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农民们摆脱了原来生产队旧的生产模式的束缚，夜以继
日地在承包田里劳作。一年下来，比在生产队收入的粮也多
了，钱也多了。到1990年前后，全村上下大部分农户都把原
来破旧低矮的房子翻修了一遍，我们也扒了那两间草房，盖
了三间红瓦蓝砖的新瓦房。当时我想，农民图什么？不就是
图个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吗？如今吃的不发愁了，又住上了
新瓦房，这日子比过去强多了，还想啥呢？但是，后来的事
实证明，我又想错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
变化。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只在自己那几亩地里打圈圈，而是
纷纷走出家门，走向各个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创造财富的
地方，把挣来的钱用于改变生活条件上。渐渐地，村子的面
貌又发生了改变。原来那些旧房子像割韭菜一样，由草房变
瓦房、瓦房变平房、平房变楼房，谁也没有留意是何年何
月，满村风格各异的两层、三层小楼已经比比皆是了。与邻
居们新建的楼房相比，我们家的三间红瓦房已经显得有些不
协调了，有多少次想把它拆掉重建，都思量再三，于心不
忍。我觉得它还很结实，再住上个十年八年也没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我不想拆掉倾注了我太多感情亲手盖起的老房
子。直到2012年以后，我才在儿子们的劝说下又建起了一座
新房子，而这所老屋也保留了下来。孩子们说，现在毕竟不
是从前了，艰苦朴素的良好传统不能丢，但我们也不能永远
停留在原先的生活水平上，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改变，而不
是丰碑。仔细想想，他们说的有道理。当初，我们五口人挤
在两间破草屋里是出于无奈，换成三间瓦房后，虽然说比以
前好多了，但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空间依然拥挤。如
今，我们十口之家若再挤在那三间房子里，与这个时代也格
格不入呀。

改革开放40年，党和政府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生活。
崭新的房子，客厅、卧室、卫生间、书房宽畅明亮，通透大
方，一点不比城市差。虽然我仍住在老屋里，但纯属恋旧，
就让老屋作为改革开放巨变的见证吧！

老屋与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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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悠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古代文明的河流中，其源头

都是美好的诗，于古希腊，是《荷马史诗》，于印度，是
《摩诃波罗多》，于小亚细亚，是《旧约全书》，于华夏民
族，便是《诗经》。

在周朝和春秋时代，我们的先人在原野一边耕种，一
边吟唱，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就把身边手头的草木作为

“赋比兴”的素材，唱进了“风雅颂”，几千年了，在《诗
经》中仍旧保存着上古植物的芬芳、露水的晶莹和摇曳的
风姿。不止这些，我们的先人还把生命的百般形态、生活
的琐碎日常以及万事万物都写进了诗里，《诗经》三百零
五篇，篇篇都飘散着人间烟火、人世百态，或欢愉、或悲
痛、或团聚、或别离……

《诗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没
有比它更熠熠生辉的了。梁启超曾说：“现存先秦古籍，
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
者，《诗经》其首也。”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每一个
文字都携带着一缕情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古时
期的爱情追求依旧是今日的择偶标准。“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还有哪一句诗词能超越或者与此比肩的，来更生
动地描述恋人分离之苦？“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新婚

夫妇恩爱嫌夜短的情趣隔了千年又如何，还不是“力透纸
背”，让人一读莞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三千年
后，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还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啊！

司马迁作《史记》曾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
而不乱。《诗经》当然不止是儿女情长，它更是“周代社
会的百科全书”，广泛而真实地展现了上古先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除了婚恋，还有民
俗、农桑、祭祀、战争和狩猎等，除了身中情花之毒的痴
男怨女，更有没落贵族、天子贵胄、小官吏、农民和奴
隶。《诗经》 分为 《风》《雅》《颂》 三类，风又称 《国
风》，包含了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谣，其中一部
分诗歌来自劳动者的口头创作，这类口头创作的歌谣充满
了上古社会生活的原始和野性，在我看来，正因此，它才
成了《诗经》中最大放异彩的篇章。

没有哪本书，是在荇菜招摇的河之洲、在雎鸠的关
关之鸣中开篇的。《论语·阳货》 载：“子曰，‘小子，
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 即 《诗经》，意思是说，《诗经》 可以激发情志，
可以观察社会和自然，可以交友，可以讽谏不平之事。
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

兽草木的名字。这是对 《诗经》 最大的褒奖，名副其
实。《诗经》 无声，鸟兽之声从来不断；《诗经》 无画，
草木之姿处处彰显。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
经》是纯粹平和的，温暖而静美。它的每一篇都是洁净
的，章法结构不复杂，语法修饰不过度，辞藻质朴，文
字凝练。无论春秋冬夏，无论老幼，它都适合被一读再
读。走进 《诗经》，让人如饮山泉，如沐春风，顿觉远
离尘嚣而入桃园，洗尽铅华而出青莲，这正是现代人在
物欲横流的时代最难得的感受。而那些在诗中的人，无
论是窈窕淑女、赳赳武夫、汉有游女、振振公子、有齐
季女、求我戍士，还是静女其姝、有美一人、彼姝者
子、见此良人、佼人僚兮，都是让《诗经》有温度、有
深度的最重要的存在。

时光流泻三千年，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捧着《诗
经》，趟着“厌浥行露”，身披“月出皎兮”，一路跋山
涉水，走过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继续书写
和传颂着《诗经》中的故事，把自己渐渐变成了诗中的
人，于是，诗三百，不过是前生无邪的记忆。无论何
时，当我们翻阅 《诗经》，都应该怀着这样的态度——
撑一支“诗”之清雅的长篙，往“经”的深邃处漫溯。

《诗经》那低吟浅唱过的歌谣

■张家铭
在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日，作者和他的叔叔里登布洛

克在一本名为《王纪》的书中发现了一封密码信，博古
通今的叔叔破译了密码，得知七月之前，从约库尔火山
口下去，可以通往地心深处。痴迷探险的叔叔欣喜若狂
地带着作者和一位来自冰岛的聪明能干的向导——汉斯
布杰尔克一起前往地心。他们一路上历经千难万险，没
有饮用水了；作者一个人迷路了，两只本应该灭绝的大
海兽在他们船边打架……最后，作者他们随着一次火山
喷发，奇迹般地回到了地面上，结束了此次不可思议的
探险旅程。

这本书的内容令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回味这精彩万
分的情节，回味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脑海中浮现出了
里登布洛克叔叔为破译密码时不眠不休的情景。他那执
著、永不放弃的精神令我敬佩；向导汉斯当机立断、沉
着机敏的画面在我眼前闪过。他遇事冷静、临危不乱的
性格令我折服。我畅游书海，领悟人物一言一行的作
用，思索着一瞬间的成败得失。我要向书中的人物学
习，学习他们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积极向上、为理想
敢于奋斗的精神。

这本书语言流畅优美，精炼生动，一词一句都透露
着文学的魅力，使我受益匪浅。以后，我要在闲暇之余
多读一些中外名著，仔细阅读、认真思考，才会让我获
得更多的知识和乐趣。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我相信，只
要我常阅读、深阅读，我的学习将会更上一层楼，才能
像书中的人物一样，实现梦想！

读《地心游记》有感

80年代
《第二次握手》张扬/著 《围城》钱钟书/著
《芙蓉镇》古华/著 《傅雷家书》傅雷/著
《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著
《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
《棋王》阿城/著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宽容》房龙/著 《随想录》巴金/著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 《唐山大地震》钱钢/著
《窗外》琼瑶/著 《红高粱家族》莫言/著
《穆斯林的葬礼》霍达/著

90年代
《曾国藩》唐浩明/著
《时间简史》霍金/著
《文化苦旅》余秋雨/著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撒哈拉的故事》三毛/著
《我与地坛》史铁生/著
《白鹿原》陈忠实/著
《活着》余华/著
《金庸作品集》金庸著
《顾准文集》顾准/著
《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著

《国画》王跃文/著

00年代
《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著 《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著
《我们仨》杨绛/著 《退步集》陈丹青/著
《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著
《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朱良志/著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著 《三体》刘慈欣/著

10年代
《巨流河》齐邦媛/著 《野火集》龙应台/著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繁花》金宇澄/著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著

1978~2018，
40 年 改 革 开 放 ，
使中国发生翻天
覆地、脱胎换骨

的巨变。对中国人尤其是“80 后”“90 后”“00 后”而
言，不了解这段历史，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无法理解

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作为40年思想文化的结晶，一本本好书，标注了改

革开放的进程。今日，我们精选出40本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好书，推荐给广大读者。让我们透过这40本书，重温
40年来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感受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李 玲
九女冢，俗称九女城。位于郾城县城西北35里裴城镇

的坡刘村，离村东南约二里多地。九座墓冢大小无异，分
东西两排，东排五、西排四。南北长 195 米，东西 80 米，
占地三亩余。长期以来，对墓冢年代、墓主姓名及其死因
众说纷纭。

其主要有四说：其一，金代九女避乱，遇贼不肯受辱
同死其处，遂为九女冢；其二，九女与近族兄弟争其父遗
产继承权，被县官错判含冤九泉；其三，九女因避风雨，
不幸遇难身亡；其四，王莽撵刘秀时，刘秀的九个贴身丫
鬟，为了忠心救主，一起战死。四说殊异，无证可考。这
里选传说一二，供读者品味。

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他即位后天下歌
舞升平，于是传下圣旨，要在普天底下挑选美女。他派使
臣在中国东南部挑选了九个美女，这九个美女倾国倾城，
在送往咸阳的路上经过这里。九人想到家中父母兄妹，悲
伤交加，抱头痛哭并发誓宁死不入宫门，遂碰头而亡。后
人为了纪念九女的贞烈，把她们葬在这里，由于后人年年
祭拜添土，就形成了九个大的坟茔。由于无名无姓，就被
称为九女冢。

另据传说，从前这里有个庄主，有大片家业，唯一不
好的是身边无子，却有九个女儿。老人死后，九个女儿和

庄主的一个瘸子侄儿为了争财产，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最后竟打起官司来。告到县里，知县收了瘸子送来的贿赂
银钱，就替瘸子出了个点子。他说：“你们都回去，每人挖
一个墓坑，改日套上牛车，拉住棺材，牛车停在谁挖的墓
坑边不走了谁就是继承人。”后来的结果是，瘸子霸占了全
部家业。九个女儿愤恨不已，相继碰死在自己挖的墓坑
里。她们的后人据此修建了九女冢。

1970年，新店镇台王村在兴修水利时，墓葬因入被毁
四座。发掘者反映，墓门外有跪着的人骨架和兽骨架。说
明此墓以活人殉葬。按汉制，除地位显赫的公主殉葬活人
外，一般官吏则很少见。因此表示出墓主为帝王的九个女
儿。在古代，“九”字有至上之意，称皇室为九天，显然九
女冢与公主有关。东汉晚期，确有公主葬于台王地区，而
且是传了后代分为列侯的。据

《后汉书·皇后记》 载：“廷平元
年(106 年)，皇女利封临颍长公
主，适即墨侯侍中贾建。这些公
主的地位是长公主，仪服同藩
王。其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
元初元年(114 年)，长公主刘利又
兼食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县治)、
许(故城在许昌县西南)，共三县数

万户。此时，邓太后临朝，光宠最盛。公主死后，大都葬
于她的封地。尤其她的子孙是袭封，当时在封地内有他们
的坟茔。台王当时为许县地，又临近临颍，正在临颍古城
西南。这就很清楚表明，九女冢与这位长公主有关，可能
是她们的坟茔，且世代都葬在这里。其墓西一公里的大
冢，传说是她家外甥的墓。汉末有帝王女封为舞阳公主
的，可能与这位公主有关。 .

鉴于上述，九女冢应系东汉晚期墓冢，墓主可能是帝王
女刘利。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已将此墓群列为县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郾城县志》载：郑州大学教授荆三林认为墓主
可能是和帝女，临颍长公主刘利。这几种传说究竟哪种是
真，笔者无力考究。只有现存的五座墓冢矗立在庄稼地
里，日夜遥望着东边的蜈蚣渠和南边的尧河。

九女冢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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