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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 震） 2月
2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许慎文化
研究保护中心承办，市电影电视
家协会协办的纪录片 《字圣许
慎》开机仪式在市许慎文化研究
保护中心举行。

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
家、文字学家，有着“五经无
双”“字学宗师”的美誉，是我
市最具标识性的历史人物和文化
名片。纪录片《字圣许慎》根据
目前已知的史料记载，生动讲述

许慎的生平事迹，真实再现许慎
历时30余载呕心沥血编著《说
文解字》的经过，客观评价许慎
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我市坚持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中
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各项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纪录片《字圣
许慎》的制作和传播将进一步提
升许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我市
文化软实力。

开机仪式结束后，摄制团队
将奔赴影视城进行封闭拍摄。

纪录片《字圣许慎》开机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2月
24日，市文化馆“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暨“春芽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邀请中原琴书艺术
团走进源汇区老街街道新华街社
区，为群众带去精彩的琴书表演。

2019年7月，漯河非遗琴书
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马如金组建
了中原琴书艺术团，带领队员创
作了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慈善孝道、乡村振兴、见义勇

为、许慎故事等内容的琴书唱段
60多个，走进广场、社区、乡
村、学校、企业演出，把“精神
食粮”送到群众家门口。

当天下午，演出在乐器合
奏《琴书序曲》中拉开帷幕，9
名演员相继带来了 《党的二十
大精神传万家》《文明路上把劲
加》《沙澧河赞歌》等十多个精
彩节目，观众掌声、赞叹声不
断。

琴书进社区 非遗显魅力

■李华强
漯河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贾湖遗址

和《说文解字》等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中
华文明探源、汉字研究阐释方面具有无可
替代性。大力弘扬和传承贾湖文化和许慎
文化，进一步彰显漯河在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的担当和
作为，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应有
之义。

突出“谋”字长远规划，提升特色文
化影响力。抓住国家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良好机遇，积极争取将贾湖遗址纳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借助国家重点项目研
究单位的科研优势，充分运用新技术，加
强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的联合攻关，拓宽贾湖遗址研究的时空范
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贾湖遗址在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贡
献。对河南汉字文化资源进行深度研究和价
值发掘，从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汉字文化专
项规划，设计“路线图”和“项目表”，加
强中原汉字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着力打造

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这张金字招
牌，筹划建设辞书博物馆或字典博物馆，发
挥许慎文化园的重要窗口作用，提升漯河汉
字学发源地的知名度，凸显中原文化的影响
力。

突出“广”字普及许慎文化，提升汉
字文化传播力。着力开展贾湖遗址考古发
掘，深化考古成果研究阐释，多学科、多
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贾湖遗址及
贾湖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
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特别要关注贾湖刻符
作为最早汉字雏形的重要价值。持续加强
对许慎及汉字学的研究，推动普通高校开
设文字学、《说文解字》学专业或课程，
积极对接“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
程”，加大汉字文化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推动传统汉字学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
化，建构中国特色的汉字研究体系。深入
谋划开展许慎文化普及推广工程，继续组
织许慎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活
动，着力培育“字圣故里讲汉字”“许慎
杯书法篆刻展”“说文解字进课堂教学大

赛”等系列汉字文化活动品牌，促进许慎
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

突出“活”字创新模式，提升文旅融
合生产力。加强贾湖遗址保护传承，把考
古发掘现场作为研究阐释遗址价值的第一
主阵地，从聚落和定居环境、农具和耕作
方式、天文历法和节气、种子、野生动物
驯化养殖等方面加大探源力度，开展有目
的、有计划的持续考古发掘。以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为活化利用新模式新路径，加快
推进贾湖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争取纳入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旅游目的
地，尽快落地考古体验区、狩猎捕捞区、
稻作农业区等项目，让游客体验制作骨
笛、陶器以及汉字契刻、酿酒等，通过一
系列沉浸式活动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
来。大力发展汉字文化创意产业，在有优
势、有基础的产业集聚区布局建设1~3个
汉字文化产业园区，促进“汉字文化+大
数据”“汉字文化+制造业”“汉字文化+
服务业”等多产业融合，推动汉字文化活
态传承，使汉字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新引擎。
突出“协”字加强联动，提升漯河故

事吸引力。积极联络裴李岗文化遗址、仰
韶文化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安阳殷墟博物馆等，将我市贾湖遗址博物
馆、许慎文化园与其串联起来，打造中华
文明探源旅游线路和汉字文化研学线路，
大力开展文化旅游和青少年研学旅游活
动，讲好漯河汉字之源和字圣故里故事。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方式，策划组
建黄河流域相关地市汉字文化保护传承联
盟，促进汉字文化协同发展，加强与港澳
台地区的汉字文化交流合作，增强中华儿
女对汉字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加大文化的
对外传播交流力度，以贾湖遗址发掘40周
年为契机，持续举办贾湖文化国际研讨
会、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促进对外中华
文化交流和汉字文化知识传播，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
漯河文化国际感召力，让贾湖文化和许慎
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标志和漯河独特
的文化地标。

大力弘扬贾湖文化和许慎文化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月 25日，郾城高中报告厅座无虚

席。“中国短篇报告文学之王”、国家一级
作家李春雷受邀参加在此举行的郾城区作
家协会“书写新郾城·文学采风”活动，
他以“点燃自己 拥抱明天”为主题作报
告，为该校师生及我市文学爱好者献上了
一场精彩的文学盛宴。

李春雷，河北人，曾两度获得鲁迅文
学奖，是鲁迅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报告
文学作家，连续三届获得徐迟报告文学
奖。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
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摇着轮椅上
北大》《县委书记》《幸福是什么》等21
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
棚花村》等200余篇，被称为“中国短篇
报告文学之王”。

报告会上，李春雷结合自己的创作经
历告诉青少年要坚持多读书、多思考、多
动笔，努力使文学与学习相互促进，实现
人生理想；勉励漯河文学爱好者用精品力

作记录中国故事，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
现场氛围轻松融洽，掌声不断。

“李春雷老师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给
我带来了很大启发。”“读过很多李春雷老
师的书，能有机会见到他本人，跟他面对
面交流，圆了我的一个梦。”……报告会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李春雷与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情缘？
1968年，李春雷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

成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9年，李春
雷考入成安一中。有一次，父亲出差时给
他买回一本刚刚创刊的《小说月报》，这是
他接触的第一本文学刊物。从此他迷上了
文学，每天都去县城的图书馆看书。初中
毕业时，李春雷已读遍县图书馆的文学书
籍。大量阅读的同时，他坚持每天写三四
千字的日记，把读书心得和所见所闻记下
来，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1985年，李春雷考入邯郸学院。1986
年6月，国内权威的文学刊物《散文》发表
了他的作品。之后的一年里，他在全国各
地发表了数十篇散文。1987年，河北省散

文创作研讨会召开，他在会上崭露头角，
被誉为河北省新生代散文作家中的佼佼
者。之后，河北省作协推荐他转入河北大
学作家班上学，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2005年，李春雷的长篇报告文学《宝
山》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12年，他的
长篇报告文学《山生》获全国第九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8年，他
的短篇报告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
交往纪事》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他本
人也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全国四个一
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谈及来漯河的感受，李春雷表示，漯
河作为许慎故里，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
市。“这是我第二次来漯河。”李春雷告诉
记者，2021年6月，他第一次来漯河，就
感受到了漯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书
香氛围。这次来，是想再跟漯河的文学爱
好者进行交流。“漯河聚集了很多文学爱
好者，创作氛围浓厚。”李春雷说，希望
大家把文学创作汇入时代发展主流，讲好
中国故事。

著名作家李春雷与漯河作者交流文学创作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繁城回族镇，依颍河而兴，人文荟

萃、底蕴深厚。1800多年前，延续400年
的汉朝在此终结，三国时代拉开帷幕。岁
月流转，当年的金戈铁马尘封于史书之
中。然而，在繁城回族镇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镇，受禅台记载着汉魏政权交替的往
事，三绝碑见证着古今文字演变的历史。
近日，记者驱车来到繁城回族镇，寻访历
经千年风雨的受禅台、三绝碑，探寻源远
流长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受禅台：
见证汉魏政权交替的历史

初春的繁城回族镇暖阳高照。行至镇
南，在保台线西侧出现一个大土堆。“这个
不起眼的‘大土堆’就是受禅台，这里发
生过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
繁城回族镇文化站原站长胡少杰说。

“受禅台筑于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
年）。魏王曹丕在繁阳亭（今繁城）筑灵
台，举行受禅大典，接受汉献帝的禅让，
代汉立魏，改年号为黄初，是谓魏文帝。”
胡少杰边走边向记者介绍。受禅台是用于祭
告天下的灵坛，也是汉魏受禅最有力、最直
接的实物见证，从此刘汉王朝400年的历史
结束，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代开始。
曹魏代汉后，把繁阳亭改为繁昌县，取魏国
兴盛于此的意思。贞观年间繁昌县并入临颍
县，繁昌县始称繁城。

据胡少杰介绍，受禅台的设计理念是
“天圆地方”，分为天坛、地坛，为三级
台，每级27层台阶，共81层台阶，取九
九归一之意。当年的受禅台，东西南北各

80步，一步有5尺，约40丈。
为什么会选择在繁城回族镇作为受禅

之地呢？据文献记载，古时繁城是一个著
名的水旱码头，官道南阳路就经过这里，
是当时的许都 （今许昌） 南边的一道屏
障。除了其地理位置重要外，在民间还流
传着一个传说。传说这里曾经有凤凰栖
息，还出现过麒麟，是一块风水宝地。据
传说，当年曹魏多次占卜，确定这里是最
佳受禅地。当时，在繁城南 6里的地方
（现在的司马村）有司马懿驻扎的行辕，在
司马村西（现在的司马营村）有司马懿的
兵营，对繁城形成半包围之势，既能起到
安全保卫作用，也有足够的人手修缮行
宫、受禅台等建筑。

2001年7月，受禅台被国务院宣布为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风雨的剥蚀，
现在受禅台的面积只有当年的四分之一左
右。加上颍河河道淤积，导致地面抬升4米
多，受禅台的第一级台阶已被深埋地下，原
有建筑也荡然无存。如今，人们在受禅台台
面修建了排水系统，周围种上了杨树，加强
了监管和保护。”胡少杰说。

站在受禅台上极目远眺，想象穿越时
空，仿佛看到当年数万将士肩扛背驮，取
土筑台。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
流。历史总能给人以无限怀想。

三绝碑：
珍贵的书法艺术遗产

三绝碑就在繁城回族镇献街村一座庙
宇里。胡少杰告诉记者，当年这里有一条
甬道直达受禅台，距离为800米。走进屋
内，记者看到两块古朴的石碑，分别为

《受禅表》碑和《公卿将军上尊号
奏》碑。两块石碑互相印证，共
同记载了当年汉魏受禅的完整过
程，是研究历史发展是和书法演
变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两块碑统称为三绝碑，其实
只有《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方
是三绝碑。”胡少杰说。三绝碑因

“文章绝、书法绝、镌刻绝”而闻
名。相传，三绝碑由司空王朗撰
文，文辞精妙，论述深刻，气势
磅礴，详略得宜，不枝不蔓，无
懈可击；尚书梁鹄书丹，笔法遒
劲，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
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料；
侍中钟繇刻字，钟繇和梁鹄一样
同为东汉著名书法家，他精于汉
隶，由隶入楷，被后人称为“楷
书鼻祖”。

从形制上来看，《公卿
将军上尊号奏》的高度换算
为古时计量为九尺五寸，寓
意九五至尊。整个碑体呈玉
圭形，碑文顶部有一圆形碑
穿，这两点也体现了汉代碑
刻的基本特征。从碑文内容
来看，这是王公大臣给魏王
曹丕的奏章，内容为劝曹代
汉称帝。石碑的内容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
奏的 46 位王公大臣的官
至、封号、名字，从高到
低依次排序。第二部分是
讲事实摆证据，劝说曹丕
称帝的具体内容。第三部
分则是讲述曹丕的政绩。
多方阐述，让人相信曹魏
代汉、曹丕称帝乃是天命
所归、人心所向。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
的材质并不是青石，而是
五彩石，是一种沉积岩，
十分罕见。选择这种材质
也有其独特的意义。神话
传说中，女娲炼五彩石补
天，今曹魏代汉使用五彩
石，契合君权神授的论调。

众臣请求曹丕称帝，而曹丕却多次推
辞。“皇帝谦让，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
三。”《受禅表》碑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
曹丕推辞了5次，不肯称帝。《受禅表》碑
中还有大量的文字美化曹丕，宣扬天命
论，并描述了当时受禅的祥瑞之景和受禅
典礼的盛况。

除了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三绝
碑的意义还在于其文学价值和它承前启后
的书法艺术价值。为更加深入了解三绝
碑，记者还采访了中囯书法家协会会员、
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戴金昉。

中国文字经历了甲骨文、钟鼎文、小
篆、隶书的演变过程。三绝碑出现正值刘
汉王朝走向衰亡、三国鼎立初步形成的时
候。文化的多元融合也促进思想的开放，
使标准的汉代隶书逐步向楷书过渡。

“两块碑文均为八分汉隶，渐开唐隶之
门，又具备后世楷书的特征。”据戴金昉介

绍，从碑文的文字来看，其结构严谨，笔
势方正，气势恢宏。起笔含千钧之力，行
笔蕴豪迈之势，是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
品，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料。

出了存放三绝碑的正殿，记者又来到
了院子的西北角，这里奉着一块汉愍帝
（即汉献帝）的神位。在胡少杰指引下，记
者发现了神位的不同寻常之处：上面雕刻
着四爪龙。古时，五爪龙为皇帝、三爪龙
则为公卿。这位禅让的皇帝，用四爪龙也
是为合礼制吧。相传，明弘治年间，许州
州牧劭宝至此，怒毁魏文帝像，改祀汉愍
帝，以孔融配享。后世更有人写下“受禅
台空对野城，竖子犹骂老瞒名，可怜汉室
无卿相，千古令人抱不平”的诗句，对受
禅台上的禅让表达不满。

岁月悠悠，当年记录着汉魏风云的石
碑和受禅台还立那里，回望历史沧桑，静
观繁华今朝。

受禅台三绝碑：阅汉魏风云 历千年风雨

你是否有十分幸运的时
刻，感觉倒霉的事情都在刻意
避开你，仿佛受到了上天的眷
顾？有这样一个词，“出生”于
游戏领域，流行在网络上，覆
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

“天选”。
“天选”是“天选之人”的

缩写，指上天选择的人，通常用
作褒义词，适用对象可以是自己
也可以是他人。该词本来主要在
《英雄联盟》《绝地求生》等网络
游戏中流行，指的是运气极好的
玩家，能够“绝地躺赢”“零杀
吃鸡（没有击杀一个玩家却获得
比赛第一名）”。

从电竞圈走出来后，“天
选”引申泛指运气很好的人，应
用场景也变得十分丰富。首先是
一些处在公共认知领域的杰出人
物。适用范围横跨中西，贯通古
今，承载着人们的崇敬与赞美之
情。在西方视野下，古有思想家
苏格拉底、艺术家达·芬奇、科
学家牛顿，他们的出现都使人类
文明实现了一次次大的突破。今
有明星名人实力出众，乘时势之
风，尽显个人风采，比如人们评
选出的NBA史上十大天选之子
詹姆斯、乔丹、科比等。在中国
视野下，天选之人往往和帝王将
相关联，更多地包含一种天命所
归之感，一般他们都是开局不顺
但是一路逆势攀升，有如天助，
比如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
秀、明太祖朱元璋等。

网络流行语的“天选”则更
多地用于娱乐文化中。在饭圈
中，“天选”代表着对偶像的赞
美与喜爱之情，已经不完全符合
词语本身的意思。同样的，在影

视剧、网络文学中的主角往往神
通广大，犹如开挂的超人，他们
也被大家称为“天选”，类似于
以前说的“主角光环”护体。

那么“天选”一词为何能如
此发展呢？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首先是在传统观念中，“天选”
一词蕴含着宿命论思想，这种思
想古今中外都有，包含着人类对
于命运的思考。宿命在古代中国
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
说法，在古希腊罗马也有“服从
命运”的主张。这就为“天选”
的流行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
在当今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人们
沉浸在虚拟空间里，对年轻人来
说“游戏生活化、生活游戏化”
的观念逐渐兴起。人们热衷于在
游戏中发泄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抒
发的情绪。游戏中产生的体验和
情绪也同样会感染日常生活。很
多游戏都设置了“幸运值”的人
物属性，而运气的好坏也会瞬间
改变游戏的结果，这种强烈的游
戏体验就给“天选”一词从游戏
中来到生活中提供了畅通的渠
道。

有意思的是，“天选之人”
还衍生出了一个对应词语叫作

“天拒之子”。与“天选之人”相
反，“天拒之子”就十分倒霉，
运气很差，做什么事情都会失
败。人们常常用它来自嘲，哀叹
命运的不公。

由此可见，“天选之人”背
后的宿命论虽然包含着好运，但
也难免厄运，真不能太当回事。
我们不妨回归游戏心态，看淡运
气的作用，用努力奋斗使自己成
为生活中的“天选之人”。

据《咬文嚼字》

“天选”一词的由来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艺术视窗艺术视窗

拍春天（农民画） 张新亮 作

胡少杰正在讲解三绝碑。

市博物馆展出的《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仿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