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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鲁山的仓颉文化，据说是中华文明
的文化之源。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说文解字》
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
见 鸟 兽 的 足 迹 受 启 发，依照其形象首
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事之陋，开创文
明之基。

经史学专家考证，仓颉是河南鲁山
人，仓颉死后，葬于仓头，黄帝赐名仓子
头。仓子头，有着丰富厚重的内涵：“仓”为
君上一人之意，也寓船舱、字仓和粮仓；
子 是 对 仓 颉 的 敬 称 ，有 了 仓 子 ，才 有
后 世 的 老 子、墨 子、孔 子 等 诸 子 ；“头 ”
寓 意 仓 颉 是 仓 姓 的 源 头 ，是 文 字 的
源头。

在仓头乡，仓颉文化遗迹遗存十分
丰厚。这里拥有全国唯一的集造字台、
祠堂和墓室于一体的古建筑和独特的

“一墓三坟”古墓葬制。仓颉冢位于现鲁
山仓头乡乡政府院内，冢上有仓颉祠，已
有 1300 年历史。仓颉陵造字台上的古
楹联“文字始创地，史官肇任处”，佐证了
仓颉就任黄帝左史官的历史和文字初始
创于此地的历史。此联自古流传至今，
相传为黄帝所赐，为全国的仓颉庙祠所
独有。仓颉陵周边有西周古墓群等密集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独特的地区优势
奠定了古仓子头在厚重华夏文明中的重
要历史地位。

仓颉创造的 象 形 字 同 古 苏 美 尔 的

楔 形 文 字 和 古 埃 及 的 象 形 文 字，并称
世界三大象形文字，后两者早已完全消
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仓颉造的象形
字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字，至今仍然
闪烁着夺目的光芒，成为古老中华文明
的象征。

仓颉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之根、智慧
之源。炎黄文化、三坟五典、河洛文明、
八索九丘，无不源于仓颉发明的文字才
得以传承。老子的宇宙规律、孔子的礼
义道德、释迦牟尼的慈善智慧皆因文字
而流传于世，才有了儒、道、释等各教经
卷的完美诠释。“文祖仓颉”给世界留下
了永远的传奇，谱写了超越时空的不朽
史诗。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里，只有中华文明和汉字是始终没有间断地传承下来。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
化遗产，深深扎根于民族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文标志。汉字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
据统计，使用汉字的人数已达 12亿以上。

2017 年 4 月 24 日，首届世界汉字节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仓头乡开幕。海内外专家学者、文化史学研
究者等各界人士齐聚河南鲁山，共同感受仓颉文化魅力，体味着汉字文化与华夏文明的深蕴魅力。

“宀”字读 mián,也被人们称为“宝
盖”，实则如人侧视尖顶房屋之形，意为
房屋，又引申为覆盖。在这里，我就不咬
文嚼字了，上至《说文解字》，下至《康熙
字典》，再到如今的《新华字典》，已经将
字源解说得透彻详细。我只想联系相关
熟字，聊聊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事。

看到“宀”，有人会自然想到“家”这
个字，中国人对于家的概念可谓深入骨
髓。“家”绝不仅仅只是一间房屋，几年前
流行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足以证明，
人们心中的这个家是与亲人共同生活的
所在。这是生活中好的年月的解释。在
过去，“豕”这个字很重要，甲骨文字形，
象猪形，长吻、大腹、四蹄、有尾。农耕时
代家里少不了这样好养活的牲畜，屋下
有豕，便有了营生，老百姓生活才踏实。

如今，光是家有儿女还不够，一老一
小一壮年才足够踏实。“慈母爱，爱幼雏，
赵家光义为皇储”，老人长辈是家的根
本，幼雏是家的枝叶，自古便重视爱戴年
长者和年幼者，何况当下乎？“爱子心无
尽，归家喜及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家中老小是在外亲人的牵挂，有
了这份牵挂也就有了家。

不仅如此，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对自己亲人
的照顾推及到他人，才是中国人真正对

“家”这一概念的深悟。老人和孩子无论
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是“宝”，善待他们，
便是善待自己。

“宝”的繁体形式更能解释这个字的
含义。“寳”（宀王尔贝）“王”象斧钺之形，斧
钺为礼器，象征最高权力；“贝”则为货币，

“尔”尤指靡丽。也就是说“寳”集齐了人们
最为看重的两样世俗之物，即权利和钱
财。如此，再世俗的人都要善待亲老如

同善待宝物一般，的确是责无旁贷。
世俗没什么不好，做事不为功名，不

为 钱 财 ，那 所 为 何 ？ 就 是 要 图 个 心
“安”。大到“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小到“得一夕安寝”，安稳似乎是中国人
心之所向。“安”字从宀从女，意为有了房
子有了妇孺，便可扎根居住了。对于这
个字，可谓又爱又恨。“ 倚 南 窗 以 寄 傲 ，
审 容 膝 之 易 安 ”，那 是 东 晋 乱 世 ，陶 氏
向 往 的 安 逸 自 在 之 所 ，任 外 界 如 何 躁
动 ，我 自 安 享 桃 花 源 。“好 和 不 争 ”，那
是 北 周 统 治 者 对 人 们 的 期 待 ，毕 竟 好
斗的人多了世道就不太平。然而这样
的理念被小富即安的人记住了，被纵享
荣华的人参悟了，更 被 偷 奸 耍 滑 的 人
利 用 了 。 清 末 八 国 联 军 侵 华 、抗日战
争年月，这些人一一显现了原形，致使国
难当头。殊不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也”？忘了“君子安而不忘危”乎?

当今太平，理应发扬“君子之德”。
“予爱兹水之清，又爱其出之不穷，而能
使群动咸来依”。君子之德贵在出之不

“穷”。“穷”，极也，奉献无极是君子的理
想，也是社会之理想。做不到这种境界，
能理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道理，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人穷可寻
求改变，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但人穷志短，整日抱怨不思进取便
就恐怕要遭人鄙弃了。

所聊这些离“宀”太远，又都是扯不断
的联系，中国汉字之考究就在于字字相连，
处处相通。与宀相关的字太多，守、寝、寐、
宿、寓、客、室……意思相近而又各有不同，
每一层意思都代表一个特性，用字是如此，
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做好字，用好字，做
好人，善待人，这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前人
的智慧与精干，教我们如何不敬仰？

一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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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一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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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图观

中华世纪坛汉字体验馆是全球首创针对青少年的汉字互动体
验乐园，以汉字乐学为基调，提出四大主题：乐在知字，乐在感字，乐
在玩字，乐在写字。让青少年在体验中探索汉字的历史、发现汉字
的美，进而热爱汉字、热衷写字。

中华世纪坛汉字体验馆供图

◆倾芋

“我们要把汉字思维作为一个新的
课题，打造全新的汉字文化产业链。”这
是参加汉字思维高峰论坛专家们的一致
共识。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对汉字的
研究多是书摘研究，相对初级的教学研
究，对汉字文 化 产 业 的 属 性 认 识 不 足 ，
对 其 产 业 链 属 性 的 认 识 更 是 局 限 ，可
谓“ 弱 水 三 千 ，只 取 一 瓢 饮 ”。 汉 字 文
化 产 业 链 不 仅 可 以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更

重 要 的 是 ，它 同 时 也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符
号 链、价值链、思想链、情感链以及生活
方式链。

“我们要走出单纯的汉字教学这种小
格局、小境界，要建立完整的汉字文化产
业链，把各行各业整合进来，把人文文
化、地域文化、行业文化等整合进来，最终
实现汉字文化产业链的大发展、大繁荣。”

平顶山高度认可专家们的意见，已经
把世界汉字节列入文化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十大重点项目。并且积极推进汉
字特色小镇建设，加快仓颉文化产业园建
设，按照“文化＋民俗”情景化设计，分汉字
文化区、祭祀区和生活休闲区 3部分，建成
后将成为展示汉字文化的主题公园。

正如世界汉字节主题歌所讲，古老
的仓子头，这一华夏圣地，拂去了尘封万
年的历史烟云，再现了上古的辉煌，并将
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绽放出更加
璀璨的时代光芒。

“造字鼻祖”仓颉的文化之源

世界汉字节上，举行了字祖仓颉祭
拜大典，文化长征组委会主任张胜利宣
读自撰的《拜仓颉文》：

拜谒汉字始祖仓颉，缅怀仓颉功绩，
传承仓颉文化，弘扬仓颉精神。

文祖仓颉，智慧圣宗。神目察经穴，
书成《三坟》，除结绳之陋，辟汉字之辉
煌，德泽万代，人神共仰，天地共荣，日月
同光。

中华汉字，民族图腾，历史的印记与
见证，文明的开启及延续。汉字出，“天
雨 粟 ，鬼 夜 哭 ”，一 字 一 世 界 ，一 笔 一
精神。

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对汉字、对传

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作为首届世界汉字节的首倡者，张

胜利表示，中国字是中国人的魂，是中国
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根。世界需要中国汉
字里的智慧，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文字
节，这正是设立世界汉字节的初心所在，
这也是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从现在
做起的有效举措。

他希望设立“世界汉字日”，建造“世
界汉字博物馆”，建立仓颉图书馆和仓颉
碑林，进而打造世界汉字小镇、汉字特色
文化基地。他表示，弘扬汉字文化，传
承、发展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每一个炎黄
子孙的自觉行动。

四大文明古国，曾共同演奏过人类
文明的交响曲，但如今，只剩下中国汉字
的优美旋律，仍然在独奏回响。汉字是
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使用时间
最长的文字。仓颉铸就了辉煌的中华文
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璀璨的篇章。

“文祖功德辉耀古今，华夏文明薪火
相传。”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说，文化是
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举办世界汉字节，就
是要进一步加强汉字文化研究和对外交
流，从更高层次上挖掘仓颉文化内涵，做
好仓颉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宣
传推介，为鲁山仓颉文化走出河南、走向
世界打开一扇大门。

倡导设立世界汉字日

打造完整的汉字文化产业链

也说汉字的意味深长
◆张凡

青梅煮酒

我是在植树节那天出生的，与植
物有着天然的缘分。去过各种主题
植物园，看过千姿百态的植物，而中科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个户外保存
植物最多的植物园，因了它散发的神秘
气息，让我迫切地想前往探个究竟。

探秘热带雨林，不能不提到见血
封喉的箭毒木，据说凡是被涂有箭毒
木汁液的毒箭射中的野兽，上坡的跑
七步，下坡的跑八步，平路的跑九步
就必死无疑，当地人称之为“七上八
下九不活”。还有一种老虎须，是稀
有的观叶观花植物，花朵为紫褐色至
黑色，形状独特，为植物界罕见。花
基部可生出数十条紫褐色丝状物，颇
像老虎的胡须，因而得名。

南药园，有一种黄色的植物叫做
落地生根，原来它身体的任何一个部
分 ，只 要 一 掉 落 在 地 ，便 能 生 根 成
长。而在荫生植物园，则有一种粉红
色和橙色的花朵，美如玫瑰，亮丽如瓷，
是跟随“神六”飞船飞上太空的花卉。

接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植物现象和
奇观，只有在西双版纳才能尽情领略。

热带雨林中的一些高大乔木，底
部延伸出奇特的根基，形如板墙，称为

“板根”。板根通常是辐射伸出，最大
的板根能够延伸十多米长、十多米
高，因其奇特壮观，被称为“板根现象”。

而桑科榕树属的一些树种在热

带森林里常以绞杀方式称雄霸道，杀
死寄主并取而代之，是热带雨林中的

“杀手”。当动物把植物的种子携带
到树木的枝杈或树皮的裂隙上后，这
些种子便会萌发，幼小的榕树能产生
不定根，行为就像附生植物一样，随
着榕树的不断长大，它的不定根互相
交叉、融合，逐渐将寄主树木包住勒
紧，致使寄主树木营养亏缺而枯死，
被称为“绞杀现象”。

热带雨林非常潮湿，一些树木会
从茎干或枝节上长出不定根或气生
根，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和养分逐渐长
大下垂，当它们触及到土壤后，就会
不断变粗增多，成为支柱根，一旦支
柱根越来越多，越来越粗，便会形成

“独木成林”的奇观。
除了神秘的现象和奇观，不同的

热带植物有着不同的风情。旅人蕉
风姿绰约给游人解渴，黃花梨半个世
纪才长了碗口粗，大果紫檀是世界上
最昂贵的红木，贝叶棕宛若济公和尚
的蒲扇，无忧花仿佛心理医生的叮
嘱，龙血树酷似青青的活血圣药，萼
距花却好象笼罩着淡淡的粉色云雾。

漫步热带植物园中，不仅可以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走进一个难以想象
的植物世界，更能尽情领略植物带来
的神奇和精彩，与植物结下一段不解
之缘。

地球脉动

热带植物的探秘之旅
◆孙晶岩

《绘画中的日常》开篇“谁在描述
雪”中，对于画家和白雪的关系，进行
了深入的叙述。

西 方 印 象 派 画 家 中 ，西 斯 莱
（1839 年~1899 年）是不能让人遗忘
的画家。年轻时家庭富裕，居住在巴
黎，后来家道败落，为了节省生活成
本，他和家人搬到巴黎郊区的鲁弗申
居住。也许是看透了世间炎凉，他以

“白雪”作为绘画表现对象，借以表达
落寞的情绪。

在小镇定居期间，西斯莱创作了
多幅有关雪天的油画，其中以《鲁弗
申的雪》最为著名。画作中，小径、松
树、盖着厚厚一层雪的钟楼，表现得
真实细腻，画中风景由近及远，渺渺
不知所终。只有路头一位身穿黑衣
的女子，背影在风雪中摇曳着，给阴
冷的画面色调增添了几分生机。

对于白雪的描绘，相比西方画
家，中国画家在思想寓意的传达上，
则更加深远。书中，专门提到了北宋
画家范宽（约 950 年~1032 年）的代表
作《雪景寒林图》。范宽笔下的画作，
采用“高远”“深远”的构图法，画中巨
壁高崖，“折落有势”（米芾语），远景
为山，皑皑白雪在树下、山顶和山脚
屋顶时隐时现。观赏此画，不难发现
人、山寺与居屋是渺小的，充分展现
了中国山水自然的壮阔之美。

不仅范宽笔下的雪景，无数中国
山水画家在描绘雪景时，都会将个人
的抱负、审美融于其中，彰显出天人
合一的价值意蕴。

而有关雨水在画作中的呈现，中
外画家都进行过不同的探索。雨水
无形无色，对于绘画技术而言是相当
大的考验。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中，
傅抱石（1904 年~1965 年）是描绘雨
景的高手。抗战期间，他在四川时创
作的《巴山夜雨》，可谓力作。画中，采
用了对角线构图法，用湿笔扫墨，其画
的下部为浓墨涂擦的山，左上方是用淡
墨“写”成天空。书中对此画这般评价：

“风中雨中纷乱摇摆的枝叶以及若隐若
现的山居人家，令原本难写其形的风
雨，有了可感可触的模样。”

大体上讲，不仅中国画家描绘雨
水需要“借势”，西方画家也需如此。
以英国画家透纳（1775 年~1851 年）
的名作《雨，蒸汽与速度》为例。在这
幅画作中，透纳描摹了一列火车在桥上

急速驶过的场景：火车冲破风雨迎面而
来，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势，似乎要冲出
画框。灰黄的色调中，桥和火车的形状
难以辨识，只见一束黑影遥遥地从画幅
深处冲到近景中来。透纳的急速、大笔
触油画技法，与傅抱石的作品有几分神
似。观看此作，会被狂风暴雨的场景给
震慑。

在画家的日常艺术视域中，对花
草植物描绘，一直被格外关照。法国画
家莫奈（1840年~1926年）的系列名作

《睡莲》，把花草的描绘推向了一个高
度。绘画过程中，莫奈基本上放弃了

“形似”，以奔放的笔触和大胆的用色，
将蓬勃生长状态中的睡莲描绘于画布
之上。

而在花草植物的表现上，不能不
提到梵高（1853年~1890年）。在生命
的最后几年中，他的每一幅向日葵作
品，构图却极为相似，唯有背景颜色
时有不同。从《花瓶里的十二朵向日
葵》便可感知：梵高表明上沉默寡言，
内心却如同金黄色的向日葵，狂野的
艺术之火在熊熊燃烧着，乃至生命的
终结。

阅读《绘画中的日常》一书，感受
到两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启迪：其一是
任何伟大的画家和伟大的作品，其创
作灵感皆来源于生活体验，面对自然
万物，面对日常生活，如果善于捕捉
到艺术的灵光，画作必然有其审美价
值，同时具备传世的可能；其二是画
家自提笔之时起，自身的思想意识、
价值取向以及独特的情感情绪，都不
加掩饰地呈现于笔墨和色彩之中。
人们都说“文以载道”，作为杰出的画
作，何尝不是“画以载道”呢？

满卷书香

捕捉艺术的灵光
◆陈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