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谭艺君 校对：汤 谦本版信箱：13938039936@139.com

百年老宅变身文化大院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9月5日上午，连日阴雨后，难得云

开日现。记者来到市区井冈山路盛世春天
小区，参观收藏爱好者田炜丽的红色藏
品。

红色革命书籍、革命前辈的照片、
开国元帅、开国大将、毛主席像章、毛
主席书法作品、红色邮票、老报纸、红
色丝织画……走进田炜丽的家中，只见
室内墙壁上、书架上、展示柜内、箱柜
里，到处都是她珍藏的红色题材收藏
品，她的家宛若一个小小的红色展览
馆。

偶然的机会爱上红色收藏

田炜丽今年 36 岁，她当过餐厅经
理，自己开过餐馆，后来因为要照顾两个
孩子，她成了全职家庭主妇。

“我以前没想到去做收藏。”田炜丽对
记者说，“一个偶然机会，我开始接触红
色收藏文化，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田
炜丽告诉记者，2018年9月，一位朋友
拉她进了一个红色收藏群，一起收看一位
收藏家的讲座。这位收藏家拿出一套毛主
席的不同时期的照片，讲述着毛主席当时

的革命环境和事迹，以及中国革命的形势
和取得的成果。

田炜丽深深地被这些革命故事所吸
引，被革命前辈的精神所感动，听得入
了迷。“开国领袖的一套照片就是一部中
国革命史。这种学习方式很有启发性，
如果这样去教育孩子应该是很生动、很
有感染力的。”田炜丽说。于是，她想法
设法联系到这位收藏家，希望能买到一
套毛主席的照片。最后，在田炜丽多次
请求下，这位收藏家被她的诚意所打
动，把自己收藏的两套毛主席照片给了
她一套。

田炜丽如获至宝，不但自己学习，还
把学到的内容讲给一双儿女听。遇到不清
楚的地方，她上网搜、到书店买书，学习
相关知识。不知不觉间，她的书架上多了
很多红色革命书籍。毛泽东选集、中国将
帅故事、革命人物传记、王树增红色革命
系列作品等，田炜丽都阅读过。

2019年秋天，田炜丽偶然看到一套
中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
传世墨宝》，被深深吸引。她在收藏圈内
多方打听，最后得知北京一个收藏者有藏
品。田炜丽多次软磨硬泡，终于打动了对
方，买到了这套书。可惜的是，这套22
册的书还少4册，让她感到很遗憾。为
此，只要有时间，她就去逛书店或者旧书
摊，希望能集齐这套书。

2020年7月，田炜丽成为中国收藏
家协会会员。爱上红色文化收藏的田炜
丽，藏品逐渐丰富，从领袖纪念章到红色
邮票、老报纸、红色丝织画等。

希望举办个人红色文化收藏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田炜丽在收藏

的同时，不断追寻革命者的足迹、瞻仰革
命遗迹。这些年，她去过延安、井冈山、
韶山、嘉兴、北京、上海等地。今年7
月，田炜丽参观延安西北局革命旧址时，
还向管理部门捐赠了一批自己收藏的书
籍、报纸和丝织品等历史文献资料。

不知不觉间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从喜欢网上购物到与市区收藏爱好者交朋
友，从经常逛街到逛各类文化展览和书
店、书摊，从每天忙于家务到自觉阅读各
类书籍。

在田炜丽的影响和带动下，如今，她
的儿女也喜欢上了学习，讲起老一辈革命
家的故事来头头是道。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纪念和传承，传
承就要不断地学习。我把许多收藏品都张
贴在家中的墙壁上，放在书架上和展示柜
中，这样一家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学习，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田炜丽说，无论是
朋友还是小区的邻居，看到她的家像小型
展览馆一样，都很佩服。

田炜丽说，只要小区内有人来参观，
她都会热心地当讲解员。许多孩子不止一
次来看，了解革命故事。

田炜丽说：“我希望通过红色收藏来
讲述革命故事，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树
立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红色文化蕴含着革命精神和厚重的
历史内涵。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办一次个
人红色文化收藏展，让更多的人看到这
些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重温红色历
史，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激
励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党和祖国，为建
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田炜丽充满希
冀地说，“我会努力准备，希望我这个愿
望能早日实现。”

田炜丽和她的红色收藏

文化视角

■策划 孙书红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源汇区空冢郭镇半坡朱村历史上曾
叫永庆寨，文化底蕴深厚，有通往货物
贸易地的繁忙古道，也有清朝武将的江
湖传奇，亦有名声在外的中医世家……
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村内现存三
座清朝嘉庆年间的古楼和五间老屋。近
年来，该村将古民居保护利用与环境整
治、完善基础设施相结合，把其中一些
老屋打造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场馆，让这
些历经200多年尘世沧桑的古建筑重新
焕发了生机，为乡村振兴助力。

古建筑历经200多年风雨

9月10日，记者沿着宽阔平坦的柏油
路走进半坡朱村，路两旁是整洁如新的农
家小院、色彩艳丽的墙绘、绕村流淌的寨
河水。那些古老的建筑屹立在充满现代气
息的村庄中，好像穿越时空而来，向世人
诉说着村庄的往事。

今年 61 岁的朱耀杰是半坡朱村村
民，也是一名乡村教师。多年来，他整理
了大量有关村子文化方面的文字材料，搜
集了很多农耕时期的老物件。谈及村庄尚
存的古建筑，朱耀杰如数家珍。

明朝后期，半坡朱村出现一些官宦世
家及富商，他们读书习武，买地盖房，勤
劳地建设着村庄。到清朝中晚期，这里成
了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驿
站，人才辈出，美丽富饶。当时，“郾城
南，数朱檀，地有几百顷，房有几百间”
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至今仍保存完好
的古老建筑群落是半坡朱村这段历史的最
好见证。

在朱耀杰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一处
古建筑。这个院落现存五间房屋，均是
清朝嘉庆年间修建的。建筑材料为清代
的砖、瓦、木料，房屋地基是混砖，屋
顶是瓦接檐，历经 200 多年仍保存完
好。随后，记者参观了村里的一处二层
古楼房。因常年无人居住，楼房略显破
败，但屋脊处砖雕精美别致、栩栩如
生。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和隔层均是
木制的，顺着楼梯上到二楼，虽满是灰
尘，但每根房梁粗细相同，房屋整体结
构坚固，让人赞叹不已。

特色鲜明的文化大院

流逝的岁月湮没了过往的繁华，风雨
的侵蚀让老屋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那神
秘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流传下来，深

深地印在几代人的记忆里。有一些故事真
实度已无从考究，却让半坡朱村充满了神
秘色彩。

“据村民们代代口头相传，村里有一
处古建筑是清朝武将朱元敬的故居。朱元
敬从小习得一身好功夫，是武进士，官至
游击参将。曾在川、滇剿匪，活捉匪首，
并在广东御外敌，战功赫赫。”朱耀杰指
着乡贤馆里的一块石头告诉记者，据传这
就是朱元敬的练功石。

近年来，半坡朱村将一些保存完好
的古建筑打造成了文化大院，院里的
老屋分别变身成党建馆、农家书屋、
乡贤馆、非遗馆等。党建馆内展示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这里也
是市委组织部挂牌的“漯河市百优党
员教育基地”；非遗馆介绍了省级非遗
项目、有近200年历史的“中医朱氏妇
科”；农家书屋里摆满了书籍，专供村

民借阅。

让古老建筑焕发生机

在半坡朱村，尚存的古老建筑诉说着
先祖们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
种精神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半坡朱人奋
发图强、建设村庄。如今的半坡朱村寨河
环绕，花香扑鼻，村容整洁，基础设置完
善，人们生活和谐幸福。

“乡村古建筑是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的物质载体，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基因
和精神力量更是当下乡村文化振兴的丰
厚土壤。保护古建筑，就是守望乡村文
化振兴之根。”半坡朱村驻村第一书记鲁
其明告诉记者，未来，半坡朱村将在保
护古建筑的基础上，重新修缮尚存的几
处古楼，让古老建筑焕发新生机，助力
乡村振兴。

编者按：近日，市政府公布了我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遗址7处、古墓
葬3处、古建筑6处、石窟寺及石刻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8处。截至
目前，漯河市共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
化。本报记者将陆续探访这些遗址、遗迹、古建筑，为读者揭开其神秘面纱，呈现
其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寻找它们与居民生活曾有的紧密关联，促进这些文物的保
护和传承。

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多写秋的佳句，“独
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
月”“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等都已
深入人心。

学习毛泽东写秋景的诗词，有二首是
绕不过去的，一首是《采桑子·重阳》；一
首是《清平乐·六盘山》，前者抒胸臆，后
者寄情怀。

《采桑子·重阳》是毛泽东写秋景的脍
炙人口的佳作，脱尽古人悲秋窠臼。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
会，会上由于领导者的意见不一致，关于
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建军的原则，未能得到
正确的解决，毛泽东也未能继续当选前敌
委员会书记，和贺子珍离开部队到闽西指

导地方工作和调研土地革命运动。这期间
他险因疟疾亡命，又逢重阳节。在这样的
背景下，毛泽东写下这首词。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
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
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字浅意深，营造了一个恢宏开
阔的艺术境界。诗人从大处着眼，从人生感
悟落笔，摆脱了个人的荣辱得失，站在历史
的、哲学的、人类的高度抒发他的壮志豪
情，一扫凄凉寂寞之感。起笔引用他最喜爱
的诗人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生易
老”似有感慨之意，“天难老”等句则又展
现了“慨当以慷”的大气。“战地黄花”想
象奇特，指重阳之时的遍地菊花，亦可理解

为在战地随处可见的黄色子弹壳。
当年 12 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

会，毛泽东恢复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这首词最
早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总
题为《词六首》。原先上下阕是相反的，发
表时毛泽东把它修改调整为现在的顺序。
同时将原“但见黄花不用伤”改为“战地
黄花分外香”，这一更改凸现了毛泽东对革
命事业的自信和乐观的情怀。

《清平乐·六盘山》 写于 1935 年 10
月。1935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红
军长征队伍一鼓作气登上六盘山，再越过
一座山后，前面不远处就是陕北根据地
了。毛泽东十分高兴，转身招呼同志们
说：“大家休息一会儿。”他习惯性地坐在

一块大石头上，摘下帽子，伸开双腿，一
边歇息，一边眺望远方，高兴地说：“这里
真是个好地方，以后可以好好地写一写，
你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
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啊……”

说过此话不久，红军即翻过六盘山
峰，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追剿”，
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在瓦窑堡，回顾这
段坎坷征途，瞻望革命前景，诗兴勃郁，
挥笔写下了这首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
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
龙？”表现了红军的英勇气概和对革命必将
取得胜利的信心。全词意境高远，兴于秋
景，终于意志，有景有情，情景交融，雄
浑豪放。

秋天，重温毛泽东写秋景的诗词，让
人神清气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我们还有一重一重的“六盘
山”去攀登、去征服。“萧瑟秋风今又
是”，我们正走在新的长征路上。

据《光明日报》

毛泽东诗词中的秋

刚与柔是人的性格中相对存
在的两种形态。刚，有刚强、刚
健、刚毅等多层意思；柔，有柔
和、温柔、柔弱等多种含义。

据典籍所载，对刚与柔的思
考是从老子开始的。越是愚蠢的
人越喜欢争强好胜、逞强斗狠，
不愿示弱服输。老子把一切都看在
眼里，却提倡柔道。他认为柔弱可
以胜刚强，主张以柔克刚。他看到
了“滴水穿石”所蕴含的哲理，从
而认为“以天下之至柔，可以驰骋
天下之至刚”。他甚至说：“人之生
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
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
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
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
强者莫之能胜。”

鲁迅对老子的思想有很深
的理解。其小说 《出关》 中写
道，老子张开自己的嘴，向学
生庚桑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你看：我牙齿还有吗？”回答
是没有了；“舌头还在吗？”回
答是还在。庚桑楚马上就明白
了“硬的早掉，软的却在”的
道理。

到了孔子那里，“刚”和
“直”成了一种美德。“直”即无
隐 、 无 伪 、 不 搞 阴 谋 诡 计 ；

“刚”并非是硬气、逞能，而是
意味着坚定。孔子说：“刚毅木
讷，近仁。”（《论语·子路》）
它告诉我们，“刚”被肯定和赞
美，并不是因为强硬和厉害，而
是因为坚定、不动摇。在孔子那
里，“柔”也有了更多的内涵：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
怀之”（《论语·卫灵公》），就
是柔的表现。孔子所赞赏的是人
之内在品格的“刚”与“直”，
但并不反对处事和成事过程中彼
此的妥协和退让。

其实，孔子所赞赏的是一种
外柔内刚的人格。在《论语·宪
问》 里，孔子有言：“邦有道，
谷；邦无道，谷，耻也。”就是
说，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如果
仍然在做官食禄，是可耻的。这
就是内在的“刚”——退避，并
不硬碰硬。古代先贤不乏智者，
他们明白，妥协不是投降。至坚
者磨而不薄，至白者放到染缸里
也不会被染黑。这就是内在的

“刚”。
《荀子·劝学》 载“强自取

柱，柔自取束”，曾国藩有言“太
柔则靡，太刚则折”。这些道理大
家都懂。

“柔”的关键是容忍，是妥协
和退让，有些时候也都是无奈之
举——但在不容忍也得容忍、不
退让也得退让的时候，你别无选
择。这就是所谓变通，能变通就
是“柔”。自觉忍让，而不是被动
忍让，就是能屈能伸。能屈能
伸，也就是有弹性。有弹性就是

“柔”。能容忍，知退让，能迂
回，避免硬碰硬，是“柔”的关
键。

有一个词叫“刚柔相济”，用
于褒扬，意思大家都明白，也就
是有软又有硬，该软时就软，该
硬时就硬。

其实，意思相同的还有“软
硬兼施”，只是常常带有贬义。仔
细想，街头小混混儿、流氓和无
赖更擅长这套伎俩，一会儿横眉
怒目，一会儿低声下气，转换极
快。在弱者面前很厉害，在强者面
前装孙子。鲁迅曾经反复分析过这
种人，并总结出一条规律：在狼面
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这样的“刚
柔相济”，实在要不得。

据《光明日报》

“刚”与“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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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许多城市都
有北京路、中山路、人民路或解
放路？全国大小城市的路名为何
重复率这么高？城市中的道路有
什么命名诀窍？

省市在道路名中出镜率高

在全国不少地方，使用各省
份和城市名作为道路名比较常
见，走在城市中，好像走在一张
摊开的中国地图里。比如上海有
南京路、北京路、陕西路，广州
有北京路，青岛有重庆路等。

哪些城市最热衷于使用省份
和城市名作为道路名？据城市道
路名相关数据统计，青岛、上海
和天津排在前三名。搜索青岛市
的相关道路信息可以发现，青岛
市有100多个不同地级市的道路
名字。在上海，也有数百条以省
份、城市名命名的道路。

那么，哪些省份或城市在全
国道路名中的出镜率最高？据统
计，北京、上海是道路取名中最
受欢迎的，另外两个直辖市重
庆、天津也排在前列。以省份名
为道路名的，河北、河南、吉
林、陕西等在全国道路名中的出
镜率都位于前列。城市名中，中
山、北京、南京、南昌等城市名
在全国各城市道路名中的出镜率
颇高。

在道路命名中，不同城市的路
名也有一些区别。除了“××路”的
命名方式，不少城市还有“××道”

“××里”“××巷”“××胡同”等。
一般来说，与“胡同”“巷”“里”相
比，“路”和“道”的道路比较宽，空
间形态的分布也有所不同。道路名
中，“里”和“胡同”的分布也有南
北差异。除了北京，“里”更多地
存在于南方的城市，而“胡同”基
本上集中在北方城市中。

城市道路命名各有千秋

人们将对自然景观和花草树

木的感情，注入了道路的命名
中。不少城市的道路以山、河、
湖、海等自然景观和动物、植物
命名。

重庆喜欢以“山”命名道
路，比如枇杷山正街、龙山路、
冬山路、山峰路、金山路、南山
路等。不仅路名如此，还有不少
地名也与“山、坡、江”息息相
关，这也体现了山城人民对环境
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再比如上海世纪公园周围的
路，东西向的道路以花命名，如牡
丹路、樱花路、杜鹃路等；南北向
的路以树命名，如海桐路、白杨
路、银霄路等。从整个上海城市范
围看，以植物命名的路占有一定比
重，与梅、兰、竹、菊相关的路就
有近百条。不少城市的道路名中都
会出现林、梅、竹、杨、柳、莲、
桃、李、杏等字。

除了自然景观，以人文特色命
名也是道路名的一大特色。有的城
市的相关路名体现了文化传统和历
史传承，这在历史底蕴比较浓厚的
城市较常见。比如南京的洪武路、
应天大街、雨花路、玄武大道、建
邺路等，西安的雁塔路、长安路、
华清路、未央路等。

道路名还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期望，并将这样的情感注入
道路命名中。全国各大城市中，此
类祝愿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有“太平
路”“幸福路”“成功路”“健康
路”“仁爱路”“兴业路”等。

在上海，有甜爱路、幸福路、
长乐路、吉祥路等带有吉祥含义的
路名。而在广州，历史上就出现了
十多条五福里、8条吉兴里等，一
些人家在娶嫁时还要挑选有好兆
头的街名来确定行车路线。不少城
市的道路名中都有福、安、宁、
和等美好的字眼。

同样的，中山路、人民路、
解放路、建设路、胜利路、青年
路、复兴路等都体现了一种时代
精神，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道路名
中重复率颇高。 据《解放日报》

城市道路名有哪些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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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炜丽介绍她的红色收藏品。

村里的老建筑被改造成了文化大院。

上 海 市 中
心南京路附近，
东西向道路多以
城市之名命名，
南北向道路多以
省份之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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