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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 ，
夏邑县文联在长
寿文化广场组织
举行葫芦丝演奏
展示，来自县直
机 关 10 余 所 小
学、幼儿园代表
队参演，引起无
数 居 民 欣 赏 点
赞。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记者从河南省洛阳市文物局获
悉，《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建设总体
建议方案》已由河南省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通过，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
建设。

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
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
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存，是同时
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自 1959
年以来，遗址发掘总面积达4万余
平方米，在学界享有“最早的中
国”之称。

与二里头遗址历史价值不相匹
配的是，目前该遗址保护设施落
后，展示工作尚未开展，出土文物
库藏、整理、保护和研究场所十分
简陋，亟须加强保护和展示工作。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已多
次提上议事日程，时至今日，方才
基本敲定建设方案。

洛阳市文物局局长余杰介绍，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总占地约 20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
米，包括公共区域、业务区域、行
政区域及早期中国研究中心等，展
品主要来自二里头遗址近 60年来
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二里头文化
区内重要遗址出土遗物，以及在夏
商周断代、中华文明探源两大学术
研究工程开展过程中留下的文字、
图像资料等，总量预计近4万件。

“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遗址将于
今年开建博物馆

在睢县的匡城乡遗留一座建于战国时期的
古城遗址，历经近三千年的沧桑岁月，这座古
城发生了许多神奇传说和故事，有些传说与帝
王、圣人以及文人墨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是承匡古城。

一个高大的牌坊兀立在古城北面，牌坊上
横书着“承匡古城”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沿
着平整硬化的路面徒步前行，经过牌坊，宽阔
的迎宾广场就在眼前，两旁林立的树木葱郁翠
绿，像迎接客人招手致意。花坪草铺，绿肥红
瘦，使人精神盎然。石凳、石椅上坐着聊天的
老人，角亭、长廊下休闲的人们谈笑风生。

再往前去，就是复古式大街，一个古城的
格局呈现眼前：光洁的路面笔直的延伸，参差
错落有致的房屋栉比于街道两旁，灰色的墙
壁、四角八挑的房顶耀然生辉，这仿明清的建
筑显得古朴、庄重。街道两侧的线杆立柱悬挂
着复古式景观路灯和灯笼景观灯，与古老的建
筑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在府前大街和后街的
墙面上，绘制了栩栩如生的壁画，一些古老的
典故，传说故事跃然墙上，这些传说都与古城
的历史有关，春秋时期的伟大圣人孔子周游列
国、游说讲学时到达过承匡城，如“孔子游
匡”“孔子讲学”“孔子抚琴”等故事，通过艺
术家的画笔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也有秦朝大
帝始皇在此地置县的故事，如“李斯解梦”

“秦始皇置县”等，亦有人祖女娲的传说故
事，如“女娲造人”“女娲补天”“伏羲女娲兄
妹婚”等，用传神之笔渲染绘描，如入仙境之
美妙。古睢州八景之一的“承匡晚牧”以壁画
形式展示，别有韵味。有的墙壁书写着《论
语》《三字经》选编等等。这些都是对古城历
史原貌的复原，也使小镇品位和文化内涵得到
提升，怎么能不令人赞叹。

村西头便是古城墙遗址和匡城寺的所在
地。寺前广场南面的牌坊上，“女娲故里”四
个大字挺拔遒劲。开阔的广场周围都是仿古式
建筑，墙壁上绘制着大型壁画。寺的左侧，坐
落着一个土台，那便是战国时期建造的古城
墙。据记载，周朝秦康公(前 620年-608年)假
借刚即位的周匡王（612年-606年）之名在匡
地筑城，故名承匡城。该城南北长2华里，东
西宽 2.5华里，总面积 7.5平方公里，非常壮
观。现保存的西城墙依然完好，高约 11 米，
周长100多米，从下至上均为夯土层，厚约10
厘米，夯窝为马蹄形，地质比较纯净。城墙上

原有关帝庙，高20多米，长400多米。明万历
年间、清道年间重修。关帝庙的帝王缘流传甚
广，所谓“匡城关帝庙，三代帝王缘”都有文
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把此庙御封为“关公
庙”，明太祖朱元璋则御封为“关圣庙”，而明
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御封为“关帝庙”沿用至
今。这些帝王御封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尽管
说法不一，各有版本，却印证着匡城的古老。
古城墙上尚有“烽火台”“扶琴台”“狼烟洞”
等景观，让人目不暇接。

说起古城墙，就会联想到我国的万里长
城，它的雄伟、它的壮观、它的非凡令世界瞩
目。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大将
蒙恬北逐匈奴，又西起甘肃临洮（今临洮新添
镇三十墩村望儿）、东至辽东筑长城万余里，
以防匈奴南进，史称秦长城。在固原地区境
内，实际是在原先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
城的基础上修建。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
三县。像一条蜿蜒的巨龙盘亘静卧于崇山峻岭
之间。如果用时间推算，匡城的古城墙应与战
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建造时间不相上
下。此外，匡城北面的苏岭村就建在古城墙
上，过去叫苏家岭。据说，苏岭的人祖庙比淮
阳的太昊伏羲陵还要早，铁佛寺庙亦建在苏
岭。这些都印证着匡城古城墙的存在和并具有
悠久的历史。

匡城古城墙吸引着各地游客，来古城墙
旅游观光的络绎不绝，到关帝庙焚香叩拜、
祈福消灾的香客蜂拥而至，无比虔诚的拜谒
和祈祷。站在古城墙上，放眼四望，远方的
村庄被绿荫掩盖着，村里的楼房院落依稀可
见，农村电网连接在一座座塔秆上，向天际
间延伸；向近处看，匡城集的古建筑撩人眼
眸，耸立着孔子圣像、女娲娘娘像的广场特
别醒目。环绕着古城打造的水系似蜿蜒灵动
的长龙，连接着十几个坑塘，小河岸边修造
了行人小径，栽植了花草树木，绿化植被，
郁郁葱葱。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在集镇
区新铺修或拓宽了“五横五纵”10 条街道，
这些变化令人感叹。

顺着土台的西墙，向前走就是女娲娘娘
庙。女娲，又称女娲氏、娲皇，是中国传说时
代的上古氏族首领，后逐渐成为中国神话中的
人类始祖。根据神话记载，女娲人首蛇身，她
是伏羲的妹妹和妻子。女娲的主要功绩为抟土
造人，以及炼石补天。后世女娲成为民间信仰

中的神祇，被作为人类始祖和婚姻之神来崇
拜。她的故事家喻户晓，尽管说法不一，据上
古研究大家王大有先生提出的“女娲娘娘”的
出生地就是河南睢县的“承匡城”，如此算
来，匡城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了。这些传说的
形成同样对匡城的历史文化给予佐证。

从古城墙上下来，短暂观览古寺后，出东
门就是新建的街道，从娲皇路向北行走，来到
女娲广场，广场的正中位置叠立着女娲娘娘塑
像。再折返向东，便是孔子广场。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即农历八
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二月十
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
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
商丘，夏邑县有孔子祖祠）贵族。他是春秋末
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
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
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
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
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世界十大文化
名人”之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
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全国各
地也有是孔庙祭祀孔子。国内、国外都建立了

“孔子学院”，孔子和孔子思想享誉四海。而孔
子在古承匡城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故事，尤其
是孔子游匡留下“临危不惧”的典故盛传至
今。孔子遭遇挫折后选择周游列国讲学，传授
他的思想和学问，路过匡城时，被当地百姓当
做坏人（一说叫阳虎的人，曾经侵犯过匡人，
与孔子长相相似）团团围住。他的随行人等惊
恐不安，但孔子却很淡定，先弹了一段琴，
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
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文
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体现在我身上。上天
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
化；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
怎么样呢？子路对老师的表现大为崇拜，孔子
说出了“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这句
名言，这就是成语“临危不惧”的由来。匡人
后来知道围的是孔子后，后悔不迭。待孔子从
陈国游说回来时，匡人追到开封杞县境内道歉，
杞县裴村店原名“赔情店”，就是因此而来。

有关匡城的历史，在众多文人墨客的游历
中，题写了大量的精美诗篇。其中，唐朝著名
诗人岑参（约 715年-770年）于公元 742年 8

月到匡城游历，题诗《醉题匡城周少府壁》见
《全唐诗》 199 卷。 诗云：“妇姑城南风雨
秋，妇姑城中人独愁。愁云遮却望乡处，数日
不上西南楼。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
殷。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诗
中所说的妇姑城就是匡城的别名。我在编写
《历代诗人咏睢县》一书时收录了岑参的两首
诗。岑参离开匡城至大梁（指开封）后，赋诗
一首为《至大梁寄匡城主人》：“一从弃鱼钓，
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仲秋
至东郡，遂见天雨霜。昨日梦故山，蕙草色已
黄。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仲秋萧条景，
拔剌飞鹅鶬。四郊阴云闭，万里无晶光。长风
吹白茅，野火烧枯桑。故人南蒸吏，籍籍名更
香。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这首诗出
现“枯桑”二字，枯桑，指老桑树。汉代蔡邕
在《饮马长城窟行》一诗中有“枯桑知天风，
海水知天寒”的句子。这里是指产于匡城的桑
树，又称匡桑，在唐朝还有很大名气。古匡城
地域低洼湿润，有利桑树生长，桑树叶片大，
生长比较快，叶能养蚕，果实甘甜美味，对发
展丝绸很有利。唐代陆龟蒙在《杂讽》诗之一
有“红蚕缘枯桑，青茧大如瓮”诗句。在古
代，把匡桑、瓷器、米茶（传说女娲娘娘亲手
种植）列为匡城三宝，可见匡桑的地位是很高
的。匡桑的记载与“锦绣襄邑”的称谓比较契
合。

《匡城晚牧》是睢州八景之一，明代工部
尚书李梦旸在《吊古》中的第二首诗就是《匡
城晚牧》，他写道：“旧城尚有说承筐，卻缺遗
纵已渺茫。落日寒墉飞燕雀，空山芳草卧牛
羊。 春秋盟会犹书地，今古兴衰几变场。云
锦满前春拍塞，春光仿佛华山阳。”诗中提到

“卻缺”“春秋会盟”， 郤缺，即郤成子，姬
姓，郤氏，名缺，春秋时期晋国上卿。这首诗
在序中注明“春秋会晋缺于承筐，此其地也，
旧城址尚存。”道出了“承匡之会”的历史记
载，也说明在纵横捭阖、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
时期，匡城即是一块英雄谋略用武之地。

清代南京工部侍郎高铨在《匡城晚牧》一
诗中留有“承筐曾经春秋笔，野老尤传郤缺
名”的诗句。清山东提学副使沈钟也在《匡城
晚牧》中写出“承筐名旧纪春秋，郤缺于此会
鲁侯”的诗句。在这么多的诗篇中都有“承匡
之会”的记述，可见这次事件的影响之大及其
重要。

承匡，那古城
□ 王文正

干净、纯洁、明了，一切与俗世无
关。这是雷玖作品给人的直接感受。

雷玖，29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自幼失聪的她，
却在无声的世界里创造出色彩斑斓的人
生。

1987年，雷玖出生在睢阳区一个普
通的家庭。出生没多久，因一次用药不
慎，此后的雷玖只能生活在无声的世
界。据雷玖父亲雷再学讲述，小时候为
了更好地照顾雷玖的生活，经常将她带
在身边，因自己爱好书法，平时也会给
雷玖一支笔在一旁随意涂鸦。某天，雷
父偶然间发现，女儿的随意涂画竟很是
有模有样。惊讶于雷玖在绘画方面的天
赋，父母便带着她四处拜师学艺，从事
教育工作的母亲也申请调任到睢阳区聋
哑学校任教并学习手语，任雷玖的“翻
译”。

雷玖的笔下，多女子和孩童形象，作
品清新、灵动，透着一种倔强生长的生命
力。雷玖的画多是嬉闹的孩童，温婉的
少女，赛场上挥汗的运动员，亦是她自
己。

在雷玖随身携带的速写本里，密密

麻麻地记满了各种人物日常生活的状态
和随手记下的批注，操场边聊天的妇
人、课堂上打瞌睡的同学、刀叉羊肉火
锅……这些充满寻常烟火气息的生活场
景，为雷玖提供了无数创作的灵感。

对于雷玖来说，画画是情感表达最直
接的方式。画春天、画溪水、画儿童、画自
由的飞鸟和衣襟带花的行人，自然、简单、
纯情，如饮甘泉，浸透欣赏者的内心。

十多年的潜心勾勒，雷玖的艺术之
路充满鲜花和掌声。2002年，刚满 15岁
的雷玖小试牛刀，便以出色的专业课成
绩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就读工
艺美术系。毕业后，雷玖回到家乡母校
任教，潜心创作，在点滴间实现自己的绘
画梦。2010年，其中国画作品《无声世界
之三》获全国第二届中国画线描艺术展
优秀奖（最高奖）；2012年，作品《假日》获
2012吴冠中艺术馆开馆暨全国中国画作
品展优秀奖（最高奖）。

雷玖尤擅工笔画，在很多关于中国
画的描述里，有种调侃的评论称，工笔
画也是指“最费工夫的画法”，追求细
节“栩栩如生”和极致逼真写实，一笔
一画都要求作画者有极强的定力和耐

力。一幅看似很简单的作品，画者要勾
勒描绘数月甚至更久才能完成，先用毛
笔白描画出底稿，再用颜料在宣纸或绢
上“三矾九染”，一支笔蘸颜料，一支
笔蘸清水，上色之后，再用清水将笔墨
晕开，反复渲染，精细描绘。

在雷玖作品《秦淮八艳》系列里，
其笔下的女子神情端庄温婉，头纱、佩
饰、裙角，线条绵密流畅，如春蚕吐
丝，使人不禁想起二月的江南山水，桃
杏盛开。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
工笔画泰斗李魁正曾称雷玖为中国工笔
画的“小金花”。我们想象不到无法与
人正常交流的雷玖经历了多少艰难才有
今天的下笔如有神，只从她的画里，看
到对线条的执着和对美的极致追求。

在雷玖的工作室，记者随手将她的
作品拍下来发到朋友圈，一位从事媒体
行业多年的记者看到后，惊喜地发现雷
玖正是十几年前自己曾经采访过的小女
孩。“转眼间，变成知名画家了”。

看到雷玖的作品，这位记者朋友由
衷感慨：“雷玖，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
你，只要你悉心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雷玖：无声世界的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刘向宇 通讯员 徐 寒

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
荣的新景象。

对二月二龙抬头，过去在民间有很多民俗，比如说“正月
的雷遍地贼”“二月的雷麦谷堆”，比喻不出正月天上下雨打雷
不好，是个灾荒年，出了正月天上下雨打雷，是个丰收年，因
天气变暖了，已进入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也是小麦返青追肥最
好时期，常言说：“一年四季在于春”“春雨贵如油”。在农村
到了二月二这一天，家家户户都用自己家烧锅做饭的草木灰围
粮仓，将几粒五谷杂粮放在围好的粮仓中央，盼望新的一年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堆满仓，大仓满、小仓流。二月二这天，农
村不得使用石臼锤东西，也不能使用石磨磨面，害怕伤害龙头
瞎了眼。也有不少地方把过年大馍晒干后留到二月二吃大馍的
风俗，把留的大馍用开水泡粉，用鸡蛋煎成饼，吃了能长寿。
还有的过年馍吃完了，大馍就摊煎饼吃。在二月二这天，吃饭
很有讲究，吃水饺称作吃“龙耳”，吃春饼称作吃“龙鳞”，吃
面条称作吃“龙须”，吃米饭称作吃“龙子”，吃混沌称作吃

“龙眼”。有的地方在这天打着灯笼照房梁，蝎子蜈蚣出来无处
藏，大人让小男孩拍拍瓦说，“蝎子出来没有爪”；让小女孩抓
把草木灰围墙根，“蝎子出来不蛰妮”……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的
生产生活方式，过去在农村过二月二龙抬头的民俗，绝大部分
已消失，一去不复返。比如，农村吃面不再用石磨磨面，也没
有打麦场，也不再用青灰围粮仓了。

为了留念二月二龙抬头风俗作诗一首：
二月初二年过完，冬去春来又一年，
春回大地天气暖，万物复苏换新颜。
二月初二龙抬头，天上下雨有雷声，
一年四季在于春，风调雨顺兆丰年。
二月初二围粮仓，万家青灰围粮仓，
春耕生产开始忙，五谷丰登同心愿。
二月初二不磨面，怕伤龙头瞎了眼，
吃年大馍人长寿，很多风俗民间传。
二月初二郭堂庙，传承庙会唱大戏，
众多村民来听戏，欢声笑语喜开颜。
二月初二郭堂庙，一年到头香火旺，
香火相传照千秋，祈求平安福满园。

话说二月二龙抬头
□ 郭余江

书法作品 孙 伟 书

第 26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将于今年 9月 13日至 16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目前筹
备活动正在进行，电影节执委会办
公室向海内外公开征集主题语、吉
祥物、标识等，以体现本届电影节
的地域特色、电影特色和时代特
色。

电影节主题语、吉祥物和标识
征集将截止到3月20日，届时将由
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评人等对应征
作品进行评选。此外，电影节执委
会办公室还向社会征集群众文化活
动、主题歌曲、《呼和浩特与中国
电影》相关史料等。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是集电影
评奖、颁奖、中外新片展映、学术
研讨、电影市场和国际文化交流于
一体的全国大型文化活动，被誉为

“中国奥斯卡”，每年举办一届。
（据新华社）

第26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向海
内 外 征 集 主 题
语、吉祥物、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