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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师范学院“汉字文化体验与
研究中心”，一名年轻的女教师，瞬间
将一捧黄泥捏成古怪的形状，寥寥数
笔，一个憨态可掬的卧型小兽便跃然掌
中……这千百年只在民间薪火传承的
河南浚县的“泥咕咕”手艺，怎么会落户
到大学的校园里呢？一支由四名年轻大
学老师组成的民间文化保护队，首先进
入到记者的视线。
“安阳师范学院地处以殷墟文明的

历史文化名城安阳市，辖区县域范围内
各类民间艺术资源丰富，为民间艺术的
挖掘、整理、保护和发扬提供了广阔空
间。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原来与农耕文明相伴相生的民
间艺术，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开始急剧
消亡，其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家对其实施
保护的进程和我们的想象。”保护队成
员之一的安师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
任贾炜，道出了他们进行民间艺术挖掘
保护的初衷。
“非遗”的传承链条正在中断：“六

十年间，我国传统剧种损失了三分之
一；消失的舞蹈类遗产，超过二十多年
前统计总量的三成……”近日，文化部
部长蔡武的焦虑，似乎也在印证贾炜他
们的现实感受。

2011年 4月，当贾炜一行四人带着
沉重的摄录设备，来到长垣县丁栾镇吕
庄村时，“吕氏皮影”唯一继承人的生存
现状，着实让他们震惊。

95岁的吕心哲老人与 90岁双目失
明的老伴，一起生活在三间破旧的瓦房
里，怕拖累子女，老两口平时靠种地维
持生计。因为没有观众，唯一的孙子宁
可远赴新疆打工，也不愿意继承“吕氏
皮影”戏的绝活。那天晚上，吕心哲老人

似乎一下子焕发了青春，挪出整箱的皮
影，面对镜头，一唱就是大半夜……
目前，我国已评出国家级传承人

1488人，已故 69人。此前，财政部和文
化部给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 1万元人
民币，用于传承活动。“非物质文化的
传承，其核心不仅是要保存其形态，还
要保持其神韵。”安阳师范学院民间艺
术研究所副所长郭露妍表达了她对非
物质保护中，肆意商业化问题的担忧。
国家的补助往往只能维持传承人

的基本生活需要，商业化固能提供继
承和发展急需的资金，但也常常使被
传承的民间艺术空留“躯壳”，丢掉了
神韵！在现实环境中，一个模子扣出千
篇一律商品的现象，触手可及，比比皆
是！
在安师美术学院的创作室里，一脸

敦厚的韩小亮整日足不出户，他心中那
些随性而生的形象，透过那把传神的刻
刀，总能引起人们的啧啧惊叹。作为古
老滑县木雕艺术的继承者，他和他的民

间艺术还没有被列入非遗保护的范围，
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四处奔波……现
在，他已成为安师美术学院的实验员，
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摆弄他心爱的木
雕了。韩小亮是幸运的，但还有多少个
韩小亮因为生计而将祖辈的艺术失落
在奔波的途中！
严峻的的现实，加速着贾炜、郭露

妍、秦国防、刘畅 4 位老师的心跳和他
们田野考察的脚步。短短一年多的时
间，滑县李方屯木板年画、滑县绢艺、苏
奇灯笼画、汤阴剪纸、道口点铜锡器等
十多种民间艺术，被他们用文字、录音
和影像等方式，原汁原味地瞬间固化下
来，在累计 2000多公里的探访过程中，
他们收集民间艺术品 366件，保留口述
录音 200小时，录像记录 100多小时，
形成了 3 万多幅图片，制作专题片 2
部。
随着了解的深入，记者发现安阳师

范学院民间文化保护群体，远不止贾炜
老师他们四人。1984年安阳师范学院就

成立了殷商文化研究室，并于 2003年
调整合并为“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
心”，依托 2010年正式成立安阳师范学
院民间美术研究所，形成了以美术学院
李光安院长为带头人，由历史、政治、经
济、哲学文学、音乐、体育等相关领域专
家教授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组成的 30
余人的研究团队。学校还在已有设施设
备的基础上，专门为民间美术研究所设
立 40平方米办公室两间，长久收藏陈
列博物馆 150平方米，投入 70万元配
备了车辆和各类专业录音、录像、编辑
设备。近年来，他们先后发表区域文化
及民间美术论文 72篇，完成研究课题
51项，出版著作 15部。
目前，安阳师范学院民间文化保护

群体的眼界，已经拓展到豫北以外的地
区。虽然他们的行动，还受到经费缺乏
等因素的制约，但他们相信，在中原打
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大背
景下，他们保护、研究、继承发扬民间艺
术的路，会越走越宽广。

河北张家口涿鹿是中华民族的发
祥地。5000 年前，炎帝、黄帝、蚩尤在
这里生活、征战、建都，实现了中华民
族的大统一、大融合，开创了灿烂的中
华文明史。
上世纪 90 年代，涿鹿县提出“炎

黄蚩是共祖，各民族是一家”的“三祖
文化”命题，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培育，如今，“三祖
文化”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品
牌。

何为“ 三祖文化”？

“三祖”即黄帝、炎帝、蚩尤 。“三
祖文化”是指约 5000 年前三祖（黄帝、
炎帝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共同创造的
灿烂文化。上世纪 90 年代，历史学家
提出“三祖文化”，并第一次将蚩尤作
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黄帝、炎帝
并排在一起，打破了传统上的胜者王、
败者寇之说，确立了中华民族同祖同
源的观点，明确了始祖文化是爱国主
义的精髓和民族团结的基石。
“三祖文化”的提出，不仅扩展了

传统的炎黄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而且
改变了数千年以来沿袭的炎黄是“正
统”，蚩尤为“邪恶”的历史偏见。“三祖
文化”的观点被史学界和考古界的主
流所认可。
说到“三祖文化”，不能不提任昌

华。
任昌华曾经担任涿鹿县委副书

记，分管旅游开发工作。目前已经退居
二线。

1992 年，任昌华考察时萌生了挖
掘、整理始祖文化资源的想法。
在经过对史书文献的学习、野外

实地考察以及一些文物的佐证之后。
1993 年 10 月，任昌华提出了“三祖文
化”这个命题，即中华文明的始祖除炎
黄二帝外，还有蚩尤。
任昌华说：“通过研究、考察，我觉

得蚩尤被不公正的对待。到我们这一
辈了，文明程度还那么狭窄，看问题还
那么僵死就不对了，我觉得应该给蚩
尤正确的历史地位。”
“蚩尤发明冶炼，被称为青铜之

父；他是军事家，知道阵地战；他实行
选种优种，使原始农业得到提升。”任
昌华认为，蚩尤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巨
大，应该和炎黄一样被称为中华文明
始祖之一。

“三祖文化”被逐步认知

把蚩尤作为与炎帝、黄帝并列的
人物，给予文化上的同等地位，这种提
法是否经得起学术上的推敲？能否被
主流文化接受？
史籍的记载、遗址遗迹的佐证、流

传甚广的传说……这一切似乎都不足
以让“三祖文化”这一命题站稳脚跟，
必须要有权威专家的研究论证。
任昌华来到中国社科院寻求支

持，向历史研究所李学勤所长作了汇

报。
李学勤于次年 3 月份到涿鹿皇帝

城实地考察。
当年 9 月，全国首届涿鹿炎帝黄

帝蚩尤“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来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
史学会、台湾伦理教育学会的近 50 名
史学界专家学者会聚涿鹿。经过考察
论证，认为蚩尤在中国古代史上与炎
帝、黄帝一样，应占同等重要的一席，
蚩尤对中国文明发展上的贡献，应给
予充分肯定，把炎、黄、蚩作为中华民
族人文三祖，不仅符合中国的历史实
际，而且利于民族团结，有其深刻的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98年，中国黄帝城文化旅游区
总体规划论证会暨第二届炎黄蚩“三
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涿
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到今年，海峡两岸“三祖文化”论

坛已经连续举办四届，两地历史学、考
古学界等相关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围绕“三祖文化”进行了多层次、多视
角、多学科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自 1993 年“三祖文化”命题的提

出，历经百余位学术界专家的探辨，四
届国家级、省级高规格大规模研讨会
的严格论证，“三祖文化”逐步被世人
所认知、认同。特别是 2010年 11月成
立了河北省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
切实树立了“三祖文化”的理论权威，
为深入挖掘和进一步弘扬“三祖文化”
奠定了基础。

保护开发“三祖文化”

投资 4 亿多元建成的全国唯一一
处共祭炎黄蚩三祖的“中华三祖堂”、
全国祭祀炎黄蚩三祖建设规模最大的
祭坛“中华合符坛”、全国最大的龙文
化单体雕塑“九龙腾飞”，桥山黄帝殿、
立马关蚩尤祠、炎帝庙、蚩尤文化园等
景点凸显“三祖文化”特征，保存基本
完好的 23 处遗址遗迹记录了三位始
祖生活、劳作、征战的场景……
走进涿鹿县，所到之处会强烈地

感受到浓厚的“三祖文化”氛围。
另据了解，目前涿鹿县“蚩尤文化

产业园区”现已经完成了具有多个历
史时期风格的影视拍摄区和自然秀美
的观光区的建设，并且形成了可触摸
产业形态进行非具象文化核心的开
发。园区开发建设包括了电视剧《蚩
尤剑传奇》和《始祖会盟》的拍摄内外
景，一个灾害主题公园，与韩国合作
《蚩尤》动漫和网络游戏等多个文化项
目，形成了以蚩尤文化为核心的多领
域、多线条、多框架的立体产业开发架
构。
据介绍，作为河北省 30 个重点文

化产业项目之一，涿鹿县的“涿鹿中华
三祖文化园区”已被列入《河北省文
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2015 年）》之
中，今后，还将投入 10亿元，建设黄帝
城博物馆、轩辕公馆等一批重点文化
项目。届时，涿鹿县的“三祖文化”建设
将更具规模，更有品位，更有吸引力。

探访“三祖文化”
本报记者 高长安

年关焦虑症
是近年来出现的
一种新型焦虑症
类型。专家提醒：
重压之下，在做好
工作的同时, 人们
还应多关注自己的
心理健康。因工作
而烦心，因跳槽、换
岗感到浑身不适，
因无钱过年而产生
自责恐慌等情绪，
都是“年关焦虑症”
的综合表现。

一周热词

原因:
回首一年碌碌无为

年初时信誓旦旦地定下职业发展规划，
年末总结时却突然发现忙碌一年，自己好像
还在原地踏步，职位、收入、能力乃至生活等
都与当初的壮志豪情相去甚远，这一年来几

乎没改变，一时茫然，心里陡生焦虑。

工作繁忙恐惧应酬
辞旧迎新，各类名义下的宴请纷至沓

来，稍有职权的职场人士以及以客户为衣食
父母的销售人员等都难逃一轮又一轮的应
酬侵袭。这样的应酬让人欲“逃”不能，请客
的、被请的还不得不为之焦虑。

新年伊始何去何从
是去还是留，这是年关时困扰着大多数

职场人的关键问题，选择留在原单位难有新
突破; 选择跳槽新单位又面临着一切从头来
过和成本损失的风险，不甘心继续平庸又不
敢于冒风险构成了他们对前途的焦虑。

考核业绩最后一搏
绩效考核是各公司用于衡量员工一年

工作情况的量化表现，原本是激励员工的一
种机制，不想融入了太多主观因素的考核工
作如今成了职场人的心理负担。

消除三招:
备“精神年货”
工作和事业外，有健康、家庭等许多事情

值得关注，要善于将自己融入家庭或集体中，
通过与朋友交流、寻求专业的帮助等方法，尽
快恢复。

吃“快乐水果”
香蕉、樱桃和葡萄柚是“快乐水果”的前三

名。香蕉的生物碱可振奋精神和提高信心。樱
桃中的花青素有抑制炎症作用。葡萄柚的香味
能提神醒脑，且其所含维生素 C可增强抗压
力。

做“阳光运动”
健康专家指出，运动是消除焦虑的最好

方式。不妨选择游戏性强、能够转移注意力
的运动项目。不要选择太耗费体力的运动，
也不要选择独自慢跑的运动方式。运动时，
最好选择充满阳光的户外场所，因为灿烂的
阳光也可以改善情绪。 （来源：互动百科）

年关焦虑症

民间文化保护时不我待
本报记者 谭永江

本报讯 12 月 27 日，第三届“三个
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工作总结会在京举
行。记者在会上获悉，共有 298种优秀
原创图书入选，其中人文社科类 98种，
科学技术类 100种，文艺和少儿类 100
种。
在总结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

理司司长吴尚之介绍，“三个一百”原创
出版工程自 2006年启动以来，得到学
术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激发了广大
作者的创作热情，带动一大批优秀原创
图书的出版。本届“三个一百”于今年 8
月启动，共有 426家出版社申报备选图
书 1167种，图书整体水平和质量较往
届有较大幅度提高。
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名

誉主任于国华作为评审专家代表介绍
了科技类图书的评审情况，他表示，科
技图书的三届评选，一届比一届申报的
图书的品种多，质量好，水平高。作者、
编辑和出版社对“三个一百”原创图书
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入选图书的作者中

的院士、名家比例高，申报的出版社比
前两届多。本届申报与入选图书与前两
届相比，原创性更加突出，出版水平和
价值更加提高。入选图书中，有些图书
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华优
秀出版物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
项，有些图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和国
家自然科学资金支持项目，许多图书是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于国华指出，在科普图书中，不仅
院士积极创作，如孙鸿烈院士创作的
《气候变化低碳发展读本》、陈润生院士
创作的《基因的故事———解读生命的密
码》，而且出现了院士带领研究生创作
的可喜现象，如徐光宪院士带领北京大
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创作的
《分子共和国》；本届科普图书的另一个
特点是，反映读者最关心最喜欢的题材
的作品较多，如朱兵、崔静创作的《跟着
“雪龙”号闯极地———南北极科学考察
之旅》、张志和创作的《熊猫的秘密》、陆
儒德创作的《大海告诉你》等。（麻晓东）

院士积极创作科普图书
298种图书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文化资讯

本报讯记者近日从云冈石窟研究
院获悉，云冈石窟窟顶考古中发现一处
辽金时代的铸造工场，是迄今国内辽金
时代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铸造工场。
据山西省考古院研究员张庆捷介

绍，铸造工场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密切关
系。30座熔铁炉环绕铸造井台，井台低

于地面，这种布局以前没有见过，但《天
工开物》中有相关记载。这是至今发现与
《天工开物》记载最接近的宋辽金时代的
铸造遗址，对研究《天工开物》和冶金铸
造史以及宋辽金“失蜡法”和了解云冈寺
院在北魏和辽金不同时代的布局、范围
与繁盛程度都有重要价值。 （程春生）

大同云冈石窟发现古代铸造场

邢窑陶瓷艺术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千年迷梦———邢窑

陶瓷艺术展》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开幕，
并将持续到明年 3月 20日。
邢窑是我国生产白瓷最早的窑场

之一，创烧于北朝，历经隋朝的短期发
展，到唐朝已达到了兴盛的阶段，经五
代、宋、金、元、明窑火不断，延绵千年，
是我国古代生产白瓷最早的窑场和中
心。由于邢窑白瓷的烧制成功，结束了
青瓷一统天下的历史，形成了“南青北
白”，争奇斗艳的两大体系。唐代邢窑白
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在国内的广泛
使用和向国外的遥远传播，不论对我国

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邢窑遗址位于河北省内丘、临城、
邢台三县和邢台市区境内的太行山东
麓，丘陵和平原交接地带，于 1981年正
式发掘，并在 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
点保护单位。

本次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与河北
省文物局联合主办，北京艺术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
处、邢窑博物馆联合承办，展出古代邢
窑瓷器 200余件。

（张楠）

本报讯《2012年北京博物馆通票》
首发式日前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2012年北京博物馆通票》以“口袋

书”的形式发行。共汇集 115家博物馆、
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其中 73
家收费馆点绝大多数提供成人两人次
的免费、折扣优惠，42家已对公众免费
开放馆点，则提供免预约、消费打折等
各种参观便利。

2012 版通票共收入北京历史、科
技、艺术、文化场馆及旅游景点、免费开

放博物馆共 5大类。今年新增加了中国
国家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科学
技术馆、北京汽车博物馆、民航博物馆、
明十三陵昭陵博物馆、银山塔林等博物
馆或景点。首都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
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等热点馆则提供两
人次免预约参观的服务便利。

通票仅收费馆点提供的门票减免
总价值即超过 2500元以上，推出的目
的是进一步降低参观门槛，让更多公众
走进博物馆，体验博物馆文化。（张楠）

踏上 2012北京博物之旅

本报讯作为河南省重点社科研究
基地的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落户安
阳师范学院，于近日举行了挂牌仪式。
发源于安阳的汉字文化、殷商文化

和周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石，它
的基本精神诸如厚德载物、刚柔相济、
和而不同等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
安阳师范学院长期注重对具有鲜

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学科和研究方向进
行重点建设，形成了殷商文化研究、汉

字文化研究、周易文化研究等特色优势
研究方向。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将依托该
校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文学院和政法
学院以及“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
心”、“汉字文化研究所”、“易经文化研
究所”等研究机构，重点围绕殷商文明
与中原经济区文化建设、汉字起源传承
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易经文化与中华民
族精神的建构研究等方面开展高层次
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 （谭永江）

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左图：古老滑县木雕
在大学里扎根（左起
依次为：秦国防老
师、贾炜老师、韩小
亮、郭露妍老师、刘
畅老师）

右图：大学老师手中
的泥咕咕

本报讯时值岁末，上海辞书出版社
重磅推出年度民俗文化精品图书《事物
掌故丛谈》（典藏本）。
《事物掌故丛谈》是中国民俗和文

学史专家杨荫深先生的代表作，初版于
1945年。全套包括岁时令节、神仙鬼怪、
衣冠服饰、饮料食品、居住交通、器用杂
物、游戏娱乐、谷蔬瓜果、花草竹木等九
册。其内容探究了日常生活中五百多种
事物的最初来源和历史演变，涵盖了人
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古今中
外众多的典故常识。
曾任中国俗文学会顾问，上海民间

文艺家协会理事、顾问的杨荫深先生以
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科学考据的
基础上，对于遗失的节日习俗、神秘的
鬼狐现象、有争议的神仙事物、金鱼排
队的魔术表演等进行了还原、澄清、揭
秘。与此同时，全书杂以趣闻传说、轶事
传奇、市井写真，内容丰富充实、妙趣横
生。古人之雅致生动、闲情逸趣、奇思妙
想、原始本真无不穿越古今，跃然纸上。
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集民俗文化、日常
生活、市井百态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追本溯源是本书的最大特色，日常
生活中人们熟知的事物起源于何时，又
经过怎样的变化成为现今的状态，作者
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这种追溯又是以
考证经史子集的记载为基础撰写而成
的，自称有历史癖的杨荫深先生遍览典
籍，全书引用的典籍著作达百余种，通
过精心梳理、严谨考证，将各类掌故与
事物一一对应，纠正前人误谬不计其
数，读后顿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由此
可见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因此其
史料价值和考据价值也显得尤为珍贵。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逐渐加深，大众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也
日益浓厚。《事物掌故丛谈》重新排印为
“典藏本”面世，更添配以晚清风俗画一
百三十幅，采用宣纸精印，鲜活地再现
了市井生活的丰富与真实，细腻的工
笔、广阔的场景、契合的主题使得图画
与文字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出版社秉
承历史与现代合璧的设计理念，整套书
采用古书线装书形式，简体竖排，双色
印刷，配以精致典雅的函套包装，风雅
兼具。 （朱志凌）

权威作者 复古线装
《事物掌故丛谈》重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