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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河报》的文化大餐    孙荪    我无法掩饰看到这一部文稿时的惊喜。
    去年11月底由大河报总编辑马国强召集的关于《厚重河南》的专题栏目策划座谈会，在记忆中仍如
昨日；仅仅半年，已经有50余篇系列“厚重”文章和大批图片“连篇累牍”鱼贯而出，读者在应接不
暇中感受到它像异峰突起的群山出现在《大河报》上；现在这些文章又被辑成两卷大书，一道道文化
大菜组成丰富的文化盛宴，送给读者。
    以这样的速度，规模，效果，来做这样一件有重大意义和特殊价值却有十分难度的事情，不能不令
人击赏。
这的确是做了一件大事。
无论对一张报纸来说，还是对文化事业来说，乃至对精神文明建设来说。
    大河报人看出了这块资源所具有的超常的含金量。
不可否认，存在着有两个有些矛盾的方面。
一方面，河南历史悠久，向称中国之缩影，文化积累深厚，为华夏文明之根源，识者有知中原者知“
天下”，不到中原不算到中国的说法；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共识。
因此，尽可正面做许许多多大文章。
    同时也有另一不争的事实：历史的辉煌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部完整无损的大书。
今人面对的，大多是经历长期风雨剥蚀的名胜古迹和深埋于地下的文化遗存。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有诗句说：“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其实何止是洛阳，完全可以说是整个河南；司马光说的是11世纪以前的历史，其实，司马光以后至
今的八九个世纪，更其如此。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发生发展成熟的中心区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累遭战火焚毁，又加洪水
无数次淹没，建了毁，毁了建，屡兴屡废，不仅有兴盛的辉煌，也有衰败的惨相。
繁华的安阳早成殷墟，巍峨的洛阳只留下若干象征，开封的辉煌只能在《东京梦华录》里寻找；无数
发生在这里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文化现象，往往没有可供观瞻的景观，只留下一些蛛丝
马迹的遗迹或者改建重修的仿古建筑。
今人只能在仅存的文字材料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和无穷想像，才能在心灵上或者文字上恢复和重现
。
对于非专业的人士来说，这几乎是很难做到的了。
    《厚重河南》做的既有好做的文章，更有难做的文章。
把历史留给我们的这笔无比丰富的财富，不论在地上或地下沉睡或深藏的文化资源，由难以为人所知
，转化为引入入胜的文化产品以广为人知，让它们释放出自身的巨大能量。
先是需要选材上的慧眼慧心。
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发现。
首先是读。
对长期在眼皮底下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甚至不起眼，不经意，看似平常的东西，换一副陌生的文化
的历史的眼光重新去看，去读，去发现。
在社会人文和自然的时空交会、交错、交叉的地方，选取最能为历史代言的“点”，最富文化含量的
点睛之笔，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寻找贯通古今的线索，呈现历史当时的
场景，展示这些载体身上所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闪现当代人的眼光和理念。
    从解读郑州开始。
对郑州这个有3500多年城市史，堪称中国城市鼻祖的古代商城，找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城市的“
轮回”，从各方面多角度展现数千年主要是近百年郑州的商业发展历程，揭示其所体现的文化性格。
进而，把视界放到全省。
    在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轩辕故里，沿着有无边无际沧桑感的商城古城墙、郑韩古城墙、楚汉争夺焦
点古城古荥、因张骞封侯诸葛亮纵火而声名远播的博望古城、全国屈指可数却并不广为人知的水城八
卦城古城归德；从中国佛教的发祥地洛阳白马寺，到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从造酒的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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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名厨到名相的伊尹、老子、庄子、墨子、许慎的故里与精神，到对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袁世凯的
生前身后；从春秋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在此抚琴并创作古曲《阳春》《白雪》，历代文人大师会聚
的禹王台，2200年前的楚河汉界鸿沟，1800年前完成汉魏两个王朝和平更迭开始三足鼎立旷世奇局的
受禅台，历史经常在这里拐弯的三处函谷关，终结唐末以来200年动荡历史新局面开始的地方陈桥驿；
一出影响千年的忠义大戏发生处灞陵桥，长期作为中国理学中心的百泉湖畔，黄河流域最大的龙王庙
嘉应观，鸡鸣三省的交界地荆紫关，繁华极度与繁华难再的名镇朱仙镇；作为中国之代称的瓷，“国
之瑰宝”钧瓷神奇在何处？
“青瓷之首”的汝瓷湮灭在哪里？
“官瓷”窑址有还是无？
一场浩劫让一个曾经的小渡口和寻常村落一夜成名，黄河的伤口、中华民族的伤口花园口；等等，等
等。
这是我从自己的阅读印象中信手拈来的例子。
可以说，以纷至沓来的历史画面，虽然只是部分地展现河南历史_文化，但其丰富感和沧桑感，已经
使人具体感受到河南的厚重，厚重的河南，不仅是报纸，包括其他文化形式，像这样广度和深度的表
达似还未曾见过。
    《厚重河南》在文体上所做的创造性努力，不可轻看。
    这些文章是为报纸的读者做的，当然，它不拒绝专家学者的阅读，但主要是为大众读者做的。
首先必须让大众读者喜欢读，好读，越读越有兴趣；进而达到老百姓和专家学者等不同层次读者都能
在精神上产生认同感。
有同志说得好，历史文化厚重，写作上不能厚重。
写得机智轻松，引人入胜，既让内行看出门道，又让外行看到热闹，乃文章的生命所系。
    实际上，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的工作。
把物态化的历史遗迹，抽象化的文字资料，民俗化的文化现象，和精神化的人的心灵有机地结合起来
，也就是死的历史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气吹拂和灌注下重新获得生命的过程。
    我很欣赏出没在这些文章中的两种生机勃勃的精灵。
一个是细节。
做大文章而从小处入手，善于选择历史细节，进行放大，展开，直至成为飞龙之晴，以小见大。
另一个是个性化。
不是炒作历史教科书和文化讲义，也不只是用现代的观念把历史文化客观解读出来，而是把历史变迁
与个人心灵感应相结合，把个人化的感觉和思考融入历史，给历史注入灵气，从悠久的历史中感受到
甚至提升出现代的东西。
    这样做，囿于作者的条件，随机抽调的记者不大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文覃中可能会出现学术上的
硬伤或者看法上的失当，但这类有个性的解读式文章，因为有个人视角下如画如图的“读”，能见人
所能见，更能见人所未见，又时有出入意料之“解”甚或让人拍案惊奇之“论”，往往特具生命活力
。
    由《厚重河南》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地区获得发展的原因很多，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特别是需要
做大事的人，把事情做得精细的人。
这样，有好的资源才能得到很好利用；资源匮乏也能想出办法。
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是如此，在各种事业上都是如此。
    《大河报》决定做这样的专题，不是随机性的小打小闹，而是当做大事来做的。
事情开始的时候，人们会问：这样的文章是报纸要做的吗？
《大河报》有这样的学者型记者吗？
有这样的大手笔吗？
回答是做。
不仅去做，还要做大、做新、做深、做细。
事情做了，做成了，各种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天下的报纸多如牛毛，难道都要一个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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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创办伊始，原名《大河文化报》，后来改了名字，去掉了文化二字，但仍处处透着文化气
息，只是总有一种未能尽兴的感觉。
这可能就是少了一点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气象。
这个专题的成功举办是提升《大河报》文化品位的一个创造性尝试。
读者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报纸应当成为先进文化的载体。
对河南深入解读了，在树立河南厚重的文化形象的同时，《大河报》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拓宽了自己
的思路，培养了可以做大文章的记者，报纸也获得了更鲜明的个性特色，当然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
。
    我相信，品尝《大河报》送给的文化大餐，各式各样的读者能够更深地走进为创造华夏文明做出卓
越贡献的河南历史，更能够感受到当代以创新为追求的中原气象，《大河报》在这方面乃至所有方面
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我作为《大河报》的读者，不由得要向《大河报》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
”    2003年7月于河南省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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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厚重河南》做的既有好做的文章，更有难做的文章。
把历史留给我们的这笔无比丰富的财富，不论在地上或地下沉睡或深藏的文化资源，由难以为人所知
，转化为引入入胜的文化产品以广为人知，让它们释放出自身的巨大能量。
先是需要选材上的慧眼慧心。
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发现。
首先是读。
对长期在眼皮底下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甚至不起眼，不经意，看似平常的东西，换一副陌生的文化
的历史的眼光重新去看，去读，去发现。
在社会人文和自然的时空交会、交错、交叉的地方，选取最能为历史代言的“点”，最富文化含量的
点睛之笔，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寻找贯通古今的线索，呈现历史当时的
场景，展示这些载体身上所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闪现当代人的眼光和理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厚重河南（第2辑）>>

书籍目录

序：《大河报》的文化大餐“找捞”河南博物院尘封历史小人物和他们的大发现广武风传百战声回望
函谷古战场探访受禅台千秋大义灞陵桥永远的龙门白马寺里觅佛踪龙兴陈桥驿精忠报国岳王魂叩千年
觉寂小商桥延庆观里说全真雍正王朝的“黄委会”百泉湖畔的奇人轶事浩气长存碧沙岗花园口的历史
和现在一窑烧出缤纷天下淡极始如花列艳魂兮归来宋官瓷朱仙镇年画的劫后重生历史文化的新闻观照
——为《厚重河南》所作的阶段性跋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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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古乐大音聚中原豪气    日前，为期半年的河南博物院陈列调整基本结束，西翼楼的《佛教造像艺术
》和《世俗石刻艺术》两个展览合并为一，东翼楼的《中原丰碑》陈列迁于西翼楼。
今后，东翼楼展厅将举办临时展览，而(《逐鹿中原——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展》则是河南博物院调
整后向社会推出的第一台“大戏”，“大戏”的主角是“文王崛起，武王克商”，主线是轰轰烈烈的
西周、东周800年伟业。
    适逢河南博物院(馆)建院75周年，会聚晋、冀、鄂、皖、豫五省文物精粹，再现两周时代中原列国
缤纷文化，当为今日民族文化之创新提供一份借鉴，几许启迪。
    其实，河南博物院就是在借鉴与启迪中诞生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踏遍河南的名胜古迹，在登封古观星台找到了天地间飘荡的超然灵感，设计出傲
然坐落于郑州农业路的河南博物院——“紫荆山的馆舍毕竟是‘大跃进’年代突击兴建专门用于展示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览馆，其建筑规模、内部设施等都不适应博物馆的要求。
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主体建筑严重下沉，墙体破裂，屋顶漏雨，虽多次整修，但还是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确保文物安全，许多稀世珍品只好放在库房里收藏起来，代之而展的是惟妙惟肖的复制品。
而根据有关规定，凡展出的复制品都必须注明，观者一看便知其‘假’⋯⋯”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周到
说到此处，不胜唏嘘。
    在此背景下，1991年，国家有关部门与河南省决定共同投资在郑州建设一座国家级博物馆——河南
博物院。
但上世纪90年代初正逢全国基本建设高潮，各设计单位“活”满为“患”，别说招标，就连委托设计
，都没人愿意承担。
    正当河南博物院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却
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承担河南博物院的方案设计，不过他希望基础施工的设计能由河南地方设计单位
承担。
    齐康院士的代表作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
他之所以愿意把河南博物院的活儿揽下来，是出于报恩之心。
齐先生是我国建筑界的老前辈杨庭宝的弟子，杨庭宝与梁思成齐名，在建筑界向有“南杨北梁”之誉
，而杨庭宝就是我们河南南阳人。
杨庭宝与梁思成均毕业于美国宾大建筑学院，他于1926年设计的天津中原公司大楼(今多伦道与和平路
口的百货大楼)，被盛赞为“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建筑奇迹”，至今仍是天津市的城标。
    为设计河南博物院，齐院士思索用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才能充分体现中原文化的特点，怎样才能把中
原文化的特点与现代风格完美地结合起来。
    当他置身登封古观星台时，顿感如此宏伟的建筑，如此博大的气势，不正是他在苦苦寻觅的中原之
气吗？
在这种浩浩黄河与悠悠文化结合而生成的中原之气的激发下，齐先生挥笔绘就了凝聚中原霸气的河南
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主体展馆呈金字塔形，整体建筑共有9座，采取中国传统建筑中心对称布局，有九鼎定中
原的寓意。
它具有东西南北四正向的定位，其四角由四根斜梁互撑，可为四维，整体而论，构成四面八方，体现
出易经八卦的特质；金字塔顶，指向北中天，象征中原乃地心天中；金字塔形主体展馆与灵宝黄帝陵
、郑州商代小双桥遗址中的祭坛十分相像。
河南博物院融民族风格、地方特点、时代神韵于一体，成就了不可争夺的中原之气。
    “再也不怕文物被盗了，这样的设计，就是江洋大盗进得来，也休想出去。
征向公众开放前，我们专家组试过，你这厢刚拿出香烟想抽，那边广播就吆喝你了，你无论藏在哪个
角落，都休想逃过电子眼的监视。
”周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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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职工抽烟的惩罚，河南博物院也许创造了个河南之最。
”丁福利副院长况，“这儿没有警告、罚款这一说，只要发现抽烟，立即开除。
”    一切都在追求完美。
《河南古代文化之光》基本陈列本来是想从史前一直延续到明清的，但专家说“虎头蛇尾”，所以这
个陈列到宋元戛然而止。
    “博物馆是幸存下来的文物的最后归宿。
”而一座真正的博物馆往往要历经百年积淀，没有一定量的馆藏，没有著名的镇馆之宝，从传统角度
看，不能称之为博物馆，可以说“上百年才可能造就一座真正的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经70多年的积累，馆藏文物达10多万件，文物精品多多，如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
彩陶、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基地出土的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
出土的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品中，有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用鹤鸟肢骨所制的骨笛，长20厘米、口径1厘米，
一侧钻有7个形音孔，每孔间距基本相等，其中在6孔与7孔之间靠近7孔处另钻一调音小孔。
贾湖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
    但谁能吹响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
难道它被发掘出土，再次和世人见面的方式，就应该是静静地躺在玻璃柜的灯光下，连同它飘逝的音
乐，永远沉睡不醒？
    “把古乐复活，让现代人和古代对话。
”作为文物陈列与博物馆功能的一种延伸与探索，2000年河南博物院研究员李宏等策划组建了河南博
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
    经过探索，音色明亮、古朴，有着原始风格的古乐之声已经从贾湖骨笛“散入”现代人的耳鼓。
“它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
这意味着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中原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
民族或外国的乐曲。
”李宏说，“这种实践，让我们清楚了贾湖骨笛在音乐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
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而与之同时期的其他旋律乐器却处于三声以内的音域范围，
而七音阶的产生，无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我们的实践，强烈冲击了曾经认定的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干的观点，也让我们折服于史前先民那不
可思议的创造力！
”    不只是复活了贾湖骨笛，现在复活的音乐文物还有打击乐器(编钟、鼓)、吹管乐器(埙、石排箫)、
丝弦乐器(瑟、筝)等，它们保持了传统音乐中“八音”的奇特配置，并从古代乐谱中整理编配了有着
浓厚中原特色的古曲，演奏人员的服饰和发型也来源于出土的文物。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科学严肃的课题，每一步探索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种复原都连接着久远
的历史文化背景。
”李宏说。
    在音乐文物复原与研究的基础上，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将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融会
在一起，用传统文化因素创造出一个“逝去的存在”，它的这种形象化、立体化的博物馆陈列形式，
“在全国开了先河”。
    如今的河南博物院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但辉煌的背后却有着75年的艰辛跋涉。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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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三个月的匆忙，《厚重河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在欣喜的同时，作为本书执行主编，我向给予该书关怀和支持的各位领导、老师，向参与该书的编辑
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这是大河报图书编辑室成立后的开山之作，也是对大河报新闻资源再利用、再创造的首次尝试，因
而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各方关注。
总编辑马国强多次过问此书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并指示报社各部门全力支持和配合。
著名评论家孙广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
大河报总编辑助理、机动记者部主任刘书志个人为本书作跋，并要求参与报道的各位记者全力配合。
大河报专刊部副主任孙蔚霞、楼市工作室副主任刘文良、原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王玉锋积极参与本书
的编辑工作。
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使此书得以快节奏、高质量地顺利出版。
在此，再次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各位领导、同仁、朋友致以感谢。
    这次出版的两本书是第一辑和第二辑，收录了从去年11月至今年7月大河报《郑州读解》和《厚重河
南》栏目所刊发的大部分文章。
这些文章收录后基本上保持原汁原味，对个别文章中的历史错误等方面的硬伤进行了修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个别文章的照片是今年夏季补拍的，因此有些文章中是冬季采访、照片是夏季景
观，希望读者理解。
    如今《厚重河南》仍在继续刊发文章，等到一定阶段，还要出版第三辑、第四辑⋯⋯    由于时间紧
，此书也难免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读者谅解，并批评指正。
    李运海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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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厚重河南(第2辑)》由大河图书编辑室编：一部涉及新闻、历史、文学的跨文体新闻之作，新闻从业
者、爱好者不可不读。
    一部用新闻的眼光打捞河南远逝的历史之作，历史研究工作者、爱好者不可不读。
    一部从新闻文化的层面观照河南的经典之作，身居河南、热爱河南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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