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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民歌大致可分为
革命历史民歌、新民歌、号
子、山歌、田歌、小调等。

1984

年
5

月，河南电视台以
信阳民歌为主题拍摄了音
乐专题片《歌乡行》（上、下
集），同年

11

月在中央电视
台播出后， 又在该台国际
联播节目中再次播放。《中
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

中收录信阳民歌
224

首。著
名的信阳民歌有《八月桂
花遍地开》、 《送郎当红
军》、《花轿到门前》、《车水
歌》等。

1989

年，河南电视
台又以信阳民间歌舞为内
容拍摄了电视艺术片《情
满大别山》。 除此之外，信
阳传统文化中还有一部分
音乐演奏形式，如“潢川锣
鼓”、“商城丝弦”等。

五声音阶在信阳民歌
中占主导地位。 完全的七
声音阶尚未发现。 在少数
几首民歌中如《穿心调》、

《卖柴调》等，虽有清角变
宫音， 但这些五声外音时
值短，多数出现在弱拍上，

或作经过音使用， 在很大
程度上只是起到装饰和陪
衬作用， 其旋律的基本骨
架不失五声音阶的本质和
特色。

从调式上看，最多的是五声徵词式，其次是宫
调式、商调式、羽调式。角调式仅见《月亮出来照楼
梢》一曲，但这首民歌又在外省广泛流传，此外，调
式交替情况较多，转调就比较少见了。

关于旋律特点，这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信阳
地处中州南部边缘，又与鄂、皖交界。这就形成了
信阳地区语言上既有湖北韵味， 又有中州语成分
这一独特语言特点， 从而使信阳民歌音乐语言上
有了刚柔并具的风格。从旋律线条上看，流行在南
部山区一带的民歌，以同音重复和四、五、七、八甚
至十度大跳者较多，音域较宽，情绪奔放激昂，清
新明亮，可以感受到那种粗犷、刚健的特点。同时
塑造了山区人民勤劳勇敢、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
英雄形象。如《十二月点点》、《石硪貉号子》、《下盘
棋调》等。淮河流域及中部丘陵地区民歌旋律以级
进与旋律线的较大起伏并用者较多。 它的特点是
节奏平稳、语气平滑、速度迟缓、优美感人、散发着
浓郁的乡土气息。有时加以别有风趣的衬词，进行
夸张渲染，使这些生活小调显得更加朴实、诙谐、

情趣横生。如《六仙歌》、《花轿到门前》、《锦绣山河
美如画》等。还有一些以分解和弦式进行，表现出
欢乐情绪的民歌，如《抢八句子》、《慢赶牛》、《张先
生讨学钱》等。

从节奏拍上看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般生活小
调多为

2/4

拍； 风格典雅的叙事性民歌多为
4/4

节
拍；在一些劳动歌曲或儿歌中也出现有散板或

5/8

的混合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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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

———读《最寒冷的冬天Ⅲ：血战长津湖》有感
位于狼林山脉东侧的长津湖， 冰封积

雪，几乎不为外人所知。

1950

年
11

月，发生在
朝鲜战场东线的一场血战，让长津湖家喻户
晓。在长津湖接近零下

40

度的严寒中，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王牌部队第九兵团与美国“开
国元勋师”陆战一师展开了一场长达

20

天的
战斗。

近日出版的“最寒冷的冬天”系列第三
部———《最寒冷的冬天

Ⅲ

： 血战长津湖》（重
庆出版集团）全面、真实地再现了长津湖之
战的壮烈场面。极度严寒下，战役的残酷程
度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武器和战术
的悬殊较量最终演变成精神力与意志力的
殊死抗争。

62

年过去了， 国内外不少史学家还在争
论东线作战的必要性，还在为中美双方谁才是
最后的赢家争得面红耳赤， 至今也无定论。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自身后勤匮

乏、通信不畅、攻坚火力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够
和世界上第一流的部队对抗，让我们看到了一
种百折不挠、大爱无疆的民族精神与意志。

长津湖地区在高寒的盖马高原东北部，

气温达到零下
40

度， 风雪交加的严寒气候，

加上山高路窄的复杂地形，基本生存都不容
易，战场环境甚是险恶，就连装备精良的美
军也抱怨不停。 不仅如此，《最寒冷的冬天
Ⅲ

：血战长津湖》还从兵力武器、战斗序列、

各级指挥员的作战风格以及任务与困难等
方面，对战役中对阵的美军陆战一师和志愿
军第九兵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空
军———美军陆战一师的每个步兵营可以随
时用无线电呼叫航空火力支援。志愿军第九
兵团没有空军支援。服装———美军陆战一师
拥有兜式防寒帽、羊毛内衣、毛衣裤、防风雨
登山服。 志愿军第九兵团南方部队入朝仓
促，基本没有棉衣。运输———美军陆战一师
拥有充足的汽车和装甲车辆。志愿军第九兵
团在空中、海上和铁路运输几乎为零……

面对恶劣的自然天气、对方强劲的武器
与装备，人本身是容易惧怕的，但中国人民
志愿军却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通过主
观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用超强的意志力
和牺牲精神让对手彻底折服。寒夜里，志愿
军将一两床棉被摊在雪地上，十多个人挤在
棉被上互相搂抱取暖；冻硬的土豆，夹在腋
下，化一层啃一口；部队严格执行隐蔽要求，

夜行晓宿，严密伪装，联合国军虽然每天都
派出飞机对该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却丝毫没
有发现第九兵团的行动踪迹。美国著名军事
评论家约瑟夫·格登也不得不承认：“以任何
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
凡出众的！”

战场上，军人的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军
事技术素质，只有在坚强的精神意志支配下
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如果在战场上胆小如
鼠、惊慌失措、垂头丧气、退缩不前，那么即
使有再好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能也不能战
胜敌人。在这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中，看似

战斗力不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仇敌忾、紧
密团结在一起， 形成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还惦记着感恩节大餐、赶着圣诞
节回家的美军面前是锐不可当的，即使再强
悍的对手都会被这种力量所击败。这就是我
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就是我们民族特有
的一种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么一
支军队、这么一个民族，是无法战胜的！

两个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
惨烈交手，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人在极度艰难
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与意志力。如
今，这场血战已尘埃落定，但它传递出的伟
大精神意志值得世人敬佩与崇敬。

涵养书卷气凝聚正能量
学习和“中国梦”之间有着天然的逻辑

关系，因为，学习是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基础，

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工作中转化为绩效，绩效
是构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之一。

在人类知识海洋中，书卷是人们获取知
识最佳最便捷的途径，党员干部勤于读书学
习的同时，还要善于读书学习，选择好的书
读，采取好的读书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和精
力条件下获得更多有效知识，从而提高个人
能力，再将能力运用于工作中，转化为惠民
利民的优异绩效。尤其是基层干部，更要带
头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有些书卷气。

首先要爱读书。“积财千万，无过读书。”

读书可以明理得道，可以修身养性。要保持
精神世界的富足，就需要时时处处为精神补
充各种“营养”。汲取“精神营养”的渠道就是

孜孜不倦地读书。读书带给我们最隽永的乐
趣，最恒久的动力；读书带给我们心态的平
和，精神的慰藉。读书人在阅读之中，“手披
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每有会意，便
欣然忘食”。这种身心合一的阅读过程，在厚
重的神圣性和愉悦性当中， 使我们思接千
载，纵横万里，窥天地之妙，得万物之灵。文
化的血脉、思想的精髓、国家的道统，都在读
书中绵延不绝，久传于世。

其次要读好书。“为学之道， 莫先于穷
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是我们学
习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获取新理论、新知
识和新技能的重要手段。阅读马克思经典著
作，养成对经典内在意义的认识自觉，怀有
对经典的敬畏与对传统的尊重，深刻认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总结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研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等中央文件，

消除思想观念的障碍，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

篱，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将
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学深学透，化
解心坎上的疑惑症结， 紧跟时代的步伐，不
断更新思想观念，坚定政治立场。在带头读
书的前提下， 还要积极引导同事读好书，用
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增强本领、凝聚人
心，用先进的典型教育和组织群众，努力营
造崇尚学习、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创建学
习创新型团队。

最后要善读书。 陆游诗言：“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书是将古今
中外先人的经验和智慧转化为自己智慧的
过程，我们要善于运用读书成果，就是要用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促进发展，这是
一种更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结合工作实
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结合，达到知
与行、学与思、学与干的高度融合，这样学
习与工作方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时，

“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读书不能太书呆
子气。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读书
的目的在于选择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并融会
贯通，运用于实践之中。如果空有满腹诗书
却不能消化运用，正如大将不会领兵打仗，

空有百万兵马一样，那就成了地道的“书篓
子”了。所以，一个善读书的人，必定是一个
懂得读书、 有着较高修养并不断完善自我
的人，也必定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书为本”。

读书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往
往能改变人的一生。 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
界，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
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号角，基层领导干部务必要高扬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大力倡导读书之风，

使阅读成为一种“时尚”，共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贤山望

城 阳 城 遗 址

城阳城遗址位于信阳市平桥区。该
城为春秋早期所筑，是楚国的军事重镇，

秦汉时为城阳郡，魏晋以后才逐渐废弃。

城址包括内城、外城、太子城、楚墓群等。

城阳城保存完整，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
5484

米，面积
68

万平方米；外城东、北、西
三面以河为势南墙向东延伸

1

公里至淮
河边，面积

182

万平方米。

城阳城城墙最高处
7

米， 墙基宽
25

米，四周壕沟宽
30

米，从城墙断面夯窝
及遗物看，年代和历史记载相符。内城
分南北两城，南城是较早的城池，平面
呈梯形，四面城墙长度为东墙

500

米，西
墙

325

米，南墙
524

米，北墙
530

米
,

周长
1879

米，城墙外有壕沟痕迹，说明南城
原为一座独立城。北城是在南城的基础

上扩建而成的，四面城墙的长度是东墙
640

米，北墙
770

米，西墙在南城西墙的
基础上向北延长

422

米， 南墙在南城的
北墙基础上向东延长

406

米， 周长
3587

米，总面积
68

万平方米。城区西半部有
明显的高台地， 很可能是当时的宫殿
区。现在内城墙大部分保存完好，南墙
和西墙最高处

6

米，其断面夯土，每层
10

厘米至
20

厘米，夯窝直径
6

厘米。城外四
面有壕沟，宽约

30

米至
40

米，轮廓清晰
可辨。外城，亦名防御城，东西北三面基
本为自然地势防御， 只有南面是城墙，

南墙西接内城南城墙， 全长
1000

米。大
部分都夷为平地， 高度在

0.3

米至
0.5

米
之间。在城西南

400

米的山坡上，是著名
的楚墓群。

○书摘

《新型城镇化———格局规划与资源配置》

作者：新玉言
出版社： 国家行政学院出

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国家层面开始逐级
深入， 剖析了我国城镇化战略
布局的方向， 并对我国现有土
地、水、能源等基础资源开发利
用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缜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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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模式分析与实践路径》

作者：新玉言
出版社： 国家行政学院出

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和总结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和经
验。从区域视角总结了京津冀、长
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等典型地
区城镇化的策略及模式， 探讨了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中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 从实
践层面分析了多元化的城镇化路
径及发展前景， 为探索中国新型
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实践性支撑。

《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

作者：新玉言
出版社： 国家行政学院出

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揭示了各国城镇化过
程既有共同的规律， 也存在由
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方
面差异而形成的特点。 还对不
同国家的城镇化过程进行了比
较， 总结了各国在城镇化发展
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并给出
了对中国未来推进城镇化过程
的启示。

只有两种人最具有吸引力
,

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
,

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

———王尔德《道连·葛宫的画像》

我毕生的理想
,

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
,

他就那么随便一帅
,

我就那么随便一赖
,

然后岁月流逝
,

我们手拉着手
,

磨磨蹭蹭地变老。

———刘瑜《色》

奈何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
,

梦想便不复轻盈
,

他开始用双手掂量生活
,

更看重果实而非花朵。

———叶芝《凯尔特的薄暮》

我讨厌一月
,

也讨厌二月总是年复一年地跟随着一月
,

就像饥荒与瘟疫
跟随战争似的。

我讨厌足球
,

讨厌篮球
,

讨厌棒球。

我尤其讨厌那些不肯让我讨厌的人
,

他们总是要我笑一笑。

我讨厌一切
,

却非常喜欢这种
厌倦感。

———鲁塞尔·培柯《愤怒者的自白》

一个既亲密而又相互独立的关系
,

胜于一千个一般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
,

会把我们从不可救药的孤独中拯救出来
,

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种救赎。

———武志红《七个心理寓》

我可以遗留的东西少得可怜。

其实我们比人更聪明
,

不会将乱七八糟
的东西藏在仓库里

,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储藏金钱上
,

更不会为保持现有的或得到没有的东西
,

扰乱自己的睡眠。

除了爱和信赖
,

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留给他人。

———尤金·奥尼尔《一只狗的遗嘱》

“开漳圣王”陈元光
陈元光，公元

657

年———

711

年，唐朝
光州浮光山

(

今河南固始县
)

人，字廷炬，

唐朝军事家，史称“开漳圣王”。

陈元光，生于显庆二年
(657

年
)

二月
十六日。祖父陈犊，字克耕，为唐开国元
勋。祖母魏敬，字玉珏。父陈政，字一民，

以功累升为戎卫左郎将，归德将军。母司

空氏， 字意儿。 陈元光将军自幼聪颖好
学，少时并好骑射，终成文武全才。

13

岁，陈元光领光州乡荐第一。

仪风二年，以鹰扬将军代父陈政领军。

垂拱二年
(686

年
)

，向朝廷建议在闽
南设立州县， 武后同意建立漳州， 辖彰
浦、怀恩二县，命陈元光兼任刺史。陈元

光治闽有方，开科选才，任用贤士，招抚
流亡，烧荒屯垦，兴办学校，劝民读书，还
在州内设

36

个堡，立行台于四境，作为军
事绥靖和政治教人的据点。 对山越人以
招抚为主，德威并重，和亲通婚，娶山越
女子为夫人。对叛唐的人施以武力，对愿
归顺者，划地居住，自己管理自己，称“唐
化里”，亦称“九龙里”。号称“蛮荒”之地
的闽南，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

景云二年
(711

年
)

十一月初五，山越
首领兰奉高率众偷袭岳山， 陈元光率兵
抵挡，腰受重伤而亡。跟随陈氏父子入闽
的将士和家眷约万余人， 多是光州固始
县人。经过千余年的繁衍，后裔分布在闽
南、粤东北、台湾和海外。

○信阳历史名人

○信阳古迹

国
画
欣
赏

○作品鉴赏

○阅读在线

□

王向东

佚
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