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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 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
的文化符号。 它起源于古代的桃
符，后演变为民间传说的神荼、郁
垒捉鬼饲虎的门神画， 又逐渐发
展为年画，并成为民俗得以传承。

每逢过年， 人们都会以贴年画的
方式，来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

传统的年画包括中堂画、花
鸟字对联、屏条画、横批画、格景
画、斗方画、月光画、窝顶画、窝旁
画、炕围画等等。我国年画的创作
表现手法为木刻版， 所以又叫木
版年画， 较为著名的年画产地有
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
花坞、 四川绵竹、 河南朱仙镇等
地。 这些地方的年画不仅历史悠
久，而且艺术风格独特。

年画大多以浓墨重彩为基
调，色彩鲜明，具有浓郁的民间浪
漫风情。 各地的年画均生活气息
浓厚， 内容取材于百姓喜闻乐见
的故事和民俗生活。 一般都是祈
盼富贵、颂扬吉祥的，如鲤鱼跳龙

门、年年有余、招财进宝、喜得贵子、天官赐福等。主
人公大多是财神爷、福禄寿三星、仙女、胖娃娃、戏
曲人物。具体可分为：世俗生活类、历史故事类、神
话传说类、吉祥喜庆类、神仙画像类。年画浓缩了一
段段的历史，它用朴素的民间绘画语言反映了社会
心态与民情。

年画也以其绚丽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今天
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藏品。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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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画就已传到
国外，在莫斯科等地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年画有

6000

张之多，其中喀山美术馆收藏的道光年间的《三国》

年画，在我国已是绝版。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每年书店剩余的年画，多
数被当作废品处理了。因而，那个时期的年画数量
已经很少，如果能淘一些精品保存下来，收藏价值
很高。集藏年画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按年代
不同进行收集，印制的时间越久，则收集的难度越
大，投资价值也越高；二是从年画反映的内容进行
系统的专题收集，这种方式非常适合集藏，相对而
言投资性略差。

年画，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在今天已经日渐没
落，然而它的文化风韵仍沉积在民间。集藏年画，是
因为中国人过年的情怀始终高昂。

能不忆江南

车子离开高楼林立的国际大都
市上海

,

一路南下
,

奔驰在吴越大地
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就很难想
象江浙一带的农村是多么富庶。广
袤的平原上， 那些拔地而起的五六
层高的农家小楼或农家别墅， 兀立
在桑树环绕之中， 犹如秦淮河里散
落的颗颗明珠， 在这片古老的大地
上熠熠生辉。

精明的江浙人聪明能干， 家家
有作坊，户户有企业，人人是老板。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生意做到全国
各地， 让我们有幸能够领略吴侬软
语的魅力。

踏上杭州的土地， 柔媚的江
南景象出现在眼前。 虽是隆冬时
节，但这里依然是江山如画，风轻
云也淡。那些密织的河汊，环绕着
纤巧而独具风情的楼、桥，氤氲着
淡淡香韵，温柔而多情，以水的宁
静与温婉， 静静地映衬着繁华的

世界。

我撩起一捧江南运河的水洗濯
双眼， 看那古运河上穿梭的轮渡来
来往往，遥想当年运送珠宝、丝绸、

瓷器
,

运走吴越厚重历史、送来长三
角新纪元的码头， 是怎样的如火如
荼，一片繁华。

“天天江南，夜夜笙歌”，这梦
境， 无数次地萦绕在心头。 多少岁
月，轻描淡写。当我站在西子湖边，

拉近了现实与梦境的距离。 我在苏
堤上留影，在断桥上漫步，欣赏三潭
印月的美景，聆听《平湖秋月》的曼
妙，抚摸刻有乾隆皇帝的御笔《花港
观鱼》的石碑，一种绵绵情怀，碎成
了层层涟漪， 在丝绸般的水面上温
柔地荡漾开来。

这就是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
方吗？ 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都浮
现出来：《白蛇传》、十八相送、苏小
小的故事等等。一曲《白蛇传》，常让
我泪湿衣襟。而今，在这里，让我陶
醉的是她无与伦比的湖光山色和美
轮美奂的有着古典艺术气质的庙宇
楼阁。

在“宋城”，我行走在街道上，宋
朝的气息迎面扑来，听乡俗俚语，品
尝吴越地方特色小吃， 还去鬼屋领
略了一番聊斋里惊人魂魄的场景，

感同身受。

一碟茴香豆， 让我想起了孔乙
己， 那个唯一一个站着喝黄酒的穿
长衫的落魄文人； 想起了鲁迅先生
的《社戏》以及他笔下对江南水乡的

描述，都让我对江南有种亲切感。当
我再给学生讲述这些文章时， 也许
会更具体，更到位。

江南的美，是小桥流水吴越遗
风，是烟波玲珑廊桥古韵；是拙政
园的古典，虎丘的秀美，轻盈小扇
的闲适， 南塘采莲的悠然。 虽然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虽然吴越之地有多少兴废往
事成了渔樵闲话；然而，江南的花
草依旧美丽， 江南的冬天仍然迷
人，江南的山水依旧青山不改，细
水长流。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幸
福的。身在江南，不必丹青，亦如
置身画中。

我用江南的水洗去疲惫， 看那

一座座古桥造型别致、风格迥异；看
滚滚江潮， 看脉脉水情中的江南书
香人文情怀。“昨夜西风凋碧树

,

独
上高楼

,

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
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是王国维治学的三种境
界，不知国学大师在故乡钱塘大潮
的呼啸声中是否已悟出了这三种
境界？“苏堤春晓”让后人忘不了苏
东坡的功绩；平湖秋月冷不了一代
代才子踏石的脚印； 古镇幽幽，遮
不住一颗颗明星闪烁的光芒；小巷
深深，藏不住名卿才俊辉映江南的
声音。天星划过，一片灵光。他们就
是江南水乡浩瀚夜空的璀璨繁星，

是江南文化的根。

难忘细腻的江南， 江南的小桥
流水人家，更难忘嘈嘈如急雨、切切
如私语的江南丝竹乐。虽没见“日出
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画
面，但我醉在那一湖水光潋滟之中。

能不忆江南？ 可惜我不是归人是过
客。

旅人凝望

□

吴向东
□

张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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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商城县汤泉池管理处协办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

向你展示大别山烽火岁月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特区第
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1

年
6

月
13

日， 中共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通告， 要求苏区各地选
出工农兵代表， 定于当年

7

月
1

日召开全区苏
维埃代表大会。当年

7

月上旬，鄂豫皖特区第
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 到会代表
397

人，代表苏区
250

万工农兵群众。

大会历时
8

天，通过了土地法令、军事、外交、

文化教育、经济政策、粮食、婚姻等决议案，选举
产生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任主席。

高敬亭
(1901

年—

1939

年
)

，河南光山县新
集

(

现属新县
)

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光山县
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区苏维
埃政府主席，鄂豫皖省委常委，豫东南道委书
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七十五师政委，红二

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等职，

1939

年
6

月牺牲。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
(1931

年
7

月
)

主席高敬亭
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王平章
副委员长胡立庭郭述申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昌浩
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
副主席曾中生旷继勋
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郑行瑞
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张克宾
内务委员会委员长郑位三
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
革命法庭主席卫祖圣
鄂豫皖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随着第三次

反“围剿”斗争的节节胜利，鄂豫皖苏区迅猛
发展。为了加强苏区政权建设，鄂豫皖省工农
兵代表大会于

1932

年
2

月在新集召开，出席代
表
800

余人。大会决定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
改称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任主席；

在主席领导下， 由政府各委员会主席组成行
政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鄂豫皖省苏维
埃政府先后下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的
30

个县
(

市
)

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
(1932

年
2

月
)

主 席 高敬亭
行政委员 高敬亭戴季英张国焘

郑行瑞卫祖圣戴季伦
周纯全

内务部主席戴季英

土地委员会主席戴季英
(

兼
)

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
副主席曾中生旷继勋
财经委员会主席郑行瑞
裁判委员会主席卫祖圣
文化委员会主席戴季伦
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 按照鄂豫皖中央

分局确定的实施主动进攻、 先发制人的战略
方针，在地方武装参战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

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
家埠、 潢光四大战役， 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
果，从而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达到鼎盛。

（未完待续）

（本文由鄂豫皖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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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兮

挖掘信阳文化 展示地域风情 打造城市名片 促进经济发展

□

杨彬

大别山劲松公元一九八九年
在新县黄泥?
在一个平凡的山坡上
一棵松树遭遇了闪电
它燃烧成一团火焰
这火焰如同礼花
把它最后的温暖和美丽
留给了我们的天空

这棵树哺育着我们
根的意志
茎的坚强
叶的朴素
写成一个人字
站立在天地之间

这棵树见证了历史
从它身边
走来了戴季伦
走来了戴克敏
走来了吴焕先
走出了一批共和国的精英
这些人面对苍松
举起拳头
宣读了入党誓词
就象这棵松树一样
他们选择了燃烧

这些和树有相同性格的人
在松树下避雨
享受它的浓荫
他们从战场上得胜归来
他们脸上洋溢着微笑
他们在这里小憩
睡梦中传出了快乐的鼾声

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最先树起了一块纪念碑
这块碑成为一根拐杖

让它越发自信
一群又一群人来到碑前
面对苍松起誓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棵树被激情渲染
枯枝发出了新芽
它以虬劲的姿态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在它彻底燃烧过后
这片土地更加肥沃
这里重新生长了一棵松树
它青翠欲滴
它呼风唤雨
它的魅力如同阳光
照耀着大地


水
茶
话

山水为体文化为魂
电影《姐妹排》春节后将在商城县开拍

本报讯（记者徐靖）记者近日获悉，备受
关注的电影《姐妹排》将于春节后开拍。日前，该
片的制片人兼编剧、在中国旅游联盟年会上新
当选

2009

年度旅游十大风云人物的商城县汤
泉池管理区党委书记、主任谢春燕应邀做客河

南卫视，向公众透露该片的有关情况。

据谢春燕介绍，电影《姐妹排》讲述的是
红军女战士掩护救治伤员， 坚守革命根据地
的故事。这个电影名称原定为《岭上开遍映山
红》，后来改为《姐妹排》。原因是大别山是被

党史界称为红旗不倒的地方，除了烈士多，杜
鹃也多，这是最初申报为《岭上开遍映山红》

的原因。后来在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建议下，把
原来侧重宣传红色历史转为侧重打造艺术精
品，在艺术产品上有了更高的定位，要把红军
姐妹排的故事打造得像《兄弟连》一样响亮，

这就是《岭上开遍映山红》更名为《姐妹排》的
原因。 这个想法得到了立项单位国家广电总
局的批准。

谢春燕说， 作为在革命老区商城县土生
土长的人，她一直被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军
故事所感动。 当她成为一个基层党务工作
者，一个业余作家后，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责

任，尤其在从事商城县汤泉池风景区的建设
和管理工作之后，发现重现红色历史是与旅
游产业密切相关而不得不做的事情，用商城
县委书记李绍文的话是“山水为体，文化为
魂”。

据了解，《姐妹排》 的故事发生在商城县
金刚台，所以，拍摄的大景主要在金刚台猫耳
峰周围，近景和内景将在汤泉池拍摄，还要在
小雷山造一个红军洞作拍摄用， 以后作为参
观的景点。 另外潢川县的一个

19

世纪建成的
美国教堂将作为辅助拍摄景点， 预计拍摄周
期为

40

天，预算投资在千万元以上，影片将在
今年“七一”前夕放映。

图为谢春燕（中）和本片导演贾铁接受河南卫视采访时的情景。 山绒摄

一、九寨沟冰瀑
四川九寨沟冰瀑旅

游节———看冰瀑， 观奇

景，南国冰雪世界

二、海螺沟温泉
四川甘孜海螺沟温

泉———泡温泉，看雪景，

感受严寒中的温暖

三、安徽黄山
安徽黄山云海雪

景———黄山四季皆美

景，惟有腊冬景更佳

四、湖北神农架
湖北神农架野人探

秘———追随神秘脚印，

穿越迷人秘境

五、黑龙江哈尔滨
黑龙江哈尔滨大型

冰雪节———冰国盛宴，

晶莹剔透的世界

六、山东济南
趵突泉
山东济南趵突

泉———冬季里游济南趵
突泉， 感受不一样的韵
味

七、黑龙江
松花江雾凇
黑龙江松花江雾

凇———感受冬季里的自
然之美

八、江苏无锡
梅园赏梅
江苏无锡梅园赏

梅———梅花香自苦寒
来，感受寒梅傲雪

九、黑河市
凿冰捉鱼
黑龙江黑河市凿冰

捉鱼———冬季新体验，

凿冰捉鱼

十、河北承德
热河泉
河北承德热河

泉———享受冬日里的温
暖

冬季旅游哪里去十大景点供参考
冬季，一个适合远行的日子，你准备好了吗？本版特意送上

10

个冬季旅游最特别的旅游景点，让您在惬意的旅行中找到美好而
难忘的回忆，享受冬日里的浪漫……

高速夜色 杨信波摄

本图片由旺角数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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