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国 故 城 遗 址

在潢川县城西约
6

公里的隆古乡，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 城址位
于淮河南岸，小潢河之西，平面呈长方
形。 其城墙长度： 东墙

1650

米， 西墙
1550

米，南墙
1800

米，北墙
1720

米，周
长
6720

米。 墙宽
10

米至
25

米， 基宽
59

米，残存高
5

米至
7

米。已可确认的城门
遗迹有

3

处， 其中西墙中门墙体加宽，

且内凹呈“

U

”字形，显然与春秋时期战
争频繁，加强城门防御有关。城墙系夯
土筑成， 夯土中包含有西周晚期或春

秋早期遗物。城墙四周有护城壕，东墙
外的城壕遗迹尚清晰可辨， 壕宽约

36

米，低于现地表
1

米许。

城内中部沈店村附近有一夯土台
基，俗称“黄君台”，平面呈方形，残高

2

米至
3

米，面积约
13000

平方米，地表散
存较多板瓦、筒瓦及陶器残片，并有铜
镞、蚁鼻钱出土，当系宫殿区所在。

城内还发现数处冶铸青铜器的作
坊遗址，出土有青铜礼器和镞、戈、矛、

剑等兵器残片。 城内发现的多处水井

颇具特色，除常见的圆形竖穴土井外，

还有陶圈井、木圈井和竹圈井。

经勘查， 黄国故城附近曾多次发
现黄国文物，并有蔡国、潘国的铜鼎、

铜壶、 铜等。

l975

年还在李店水库发
现了青铜礼器和兵器。 该遗址已收入
《中国名胜大词典》 和《中国名胜辞
典》，

1998

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

年
5

月
25

日，黄国故城作为周
朝古遗址， 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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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 字信通，（今固
始县分水乡王堂村人），唐咸
通元年（公元

860

年）出生于
一个耕读世家。 五世祖为贞
元间固始县令王晔。 王晔尊
行儒教， 勤政爱民， 为官以
德，深受人民的拥戴，当朝廷
想把他调至定城任县令时，

老百姓沿道恳留， 于是他在
现在临泉村王家宅购置一块
地，盖起了宅庄。王审知故居
在春秋时期楚国宰相孙叔敖
筑起的“百里不求天灌区”中
部，是“一锹泥一锹粮”的地
方。王审知有兄弟三人，他排
行老三，大哥叫王潮，二哥叫
王审 ， 王氏三兄弟均才勇
兼备，号称“三龙”，闻名乡
邑。 王审知常乘白马， 人称
“白马三郎”。

唐末，社会动荡，民不聊
生，农民起义蜂起。连地方士
族王氏三兄弟这样的在唐末
也不可以自保， 被迫参加被
朝廷称叫“反贼” 的起义行
列。家乡无可安生，乡民不得
安宁， 王审知兄弟三人要找
一块净土。作为固始人，他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闽南，于是，决定带领乡民进入闽
地，他们除暴安良，开发建设，传承中原文化。光启
二年（

886

年），皇帝荐王潮为泉州刺史，后又任为
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在王氏兄弟治理下，

泉州生产迅速恢复，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王审知治闽期间，采取许多措施，以发展闽地
经济和文化。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使
八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繁
荣，更让人敬佩的是当他被晋为闽王时，仍然奉中
原为正朔，“宁做开门节度，不做闭门天子”，自觉
维护国家统一，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王审知的历史功勋， 千百年来受到闽粤沿海
甚至台澎诸岛人民的怀念，几乎有口皆碑，祭祀闽
王的庙宇遍及福建、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阅读在线

信阳作家刘火长篇小说《裸魂》公开出版

本报讯
(

李杏林
)

历时
20

年的
呕心沥血，信阳青年作家刘火的长
篇小说《裸魂》近日在美国学术出
版社出版，该书一上架即在天涯读
书等网络书店和实体书店畅销。这
是我市

2014

年首部在海外出版的
文学作品，有力展示出信阳文坛高
昂的创作势头。

青年作家刘火， 原名刘保卫，

现供职于信阳市九中。他多年从事
诗评和乡土诗创作，尤其是在小说
创作领域颇有建树，有多部作品公
开出版。此次出版的长篇小说《裸
魂》饱蘸浓墨地描写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一个青年男教师与两个女生及
另外几个女性的感情纠葛，展现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中人的情感

生活。小说把现实与历史、高雅与
庸俗、情与欲、灵与肉、诗与论、哲
与思、教与学融合在一起，有时激
愤有时缠绵。有安详的场面，也有
刺激的场面，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让人不禁思索表面背后的一些东
西。小说不仅生动还原现实生活，

而且借书中人物道出了《红楼梦》

研究的误区、 近现代争论不休的
文艺创作思维和文艺鉴赏领域的
误区，以及诸葛亮隐居地之谜、陆
游词中沈园之谜，鞭辟入里、引人
入胜。 青年教师剑鱼在现实中的
生活处境， 也许是这一代大多数
年轻人的共同遭际， 所以很多年
轻读者与这个人物， 在情感上产
生了共鸣。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李洪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研究毛泽东的权威学者施

拉姆曾说：“

100

年之后， 毛泽东
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
家与军事家。” 本书为读者权威
解答“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
东？”这一意义重大的问题。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
东》作者李洪峰通过对丰富的史
料进行分析，梳理了毛泽东在政
治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不断前进
的步伐：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 如何确立其领导地位、

如何解决革命道路上的种种矛
盾，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提出“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等

等。 该书还从更加宏观的角度，

分析了佛教、犹太文化等各种理
念的碰撞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
文化，进而追根溯源，探讨了马
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交
融如何影响了毛泽东的战略决
定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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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阳历史人文的一次深度挖掘

——— 读《清风大别大风清》有感

当我看到《魅力信阳·廉政专刊》

2013

年增刊时，封面的大别之山、大别遗风、大
别清名、大别红廉几个标题立即引起我的
注意，吸引我的眼球，使我迫不及待地要
看正文。看到《清风大别大风清———廉政
文化信阳行》 作者为市纪委书记刘国栋
时，顿时有一种渴望、有一份尊敬、有一种
温暖！集中精力、如饥似渴地拜读完全文，

标题之醒目、文章之大气、结构之严谨、内
容之翔实、文笔之流畅、寓意之深远，堪称
佳作，是吾等学习之楷模、习文之范例。特
别是其围绕信阳、大别山历史人文典故和
红廉文化深入浅出的叙述， 可谓旁征博
引、访论稽古、娓娓道来，是一次信阳历史
的自觉，是一次信阳文化的自觉，更是一
次信阳精神的自觉。 作者以诗人的情怀，

本着对历史、对信阳负责的态度，精心撰
写这篇大作，是对信阳历史人文的一次深
度挖掘。读完此文，陶冶了情操，增长了知
识，净化了心灵，受到了教育。

学习是一种动力。 读了这篇大作，才
知道我们身处的信阳，原来有这么多的历
史名人，原来有这么多的经典故事，原来

有这么多的忠臣廉吏，原来信阳人自古以
来就有一种风骨和气节、 淳厚与正直！作
为外乡人，刘国栋用他敏锐的视角，用心
研究信阳的人文历史，用心搜索信阳名人
典故，用心挖掘深藏在信阳人身上的品质
与性格。靠这种爱好学习、爱好研究的精
神，他掌握了信阳的历史，读懂了信阳人
的性格， 也很好地完成了对信阳精神、信
阳性格的再一次升华与提炼。单单这种学
习与研究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榜样。一个爱
好学习研究的人， 通常有着强烈的求知
欲、好奇心，他善于对新事物产生兴趣，提
出疑问，并会努力摸索，求答解疑。如果一
个人在学习的道路上始终上下求索，无时
不在汲取养分，无时不在思考解惑，那么
他的内心将会蕴涵万象，澄明通达，处处
有寄托，时时在生展。这种人的生活绝不
会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因为他能从
极其平常细微的事物中捕捉到无限生机，

体验到生活之美，从而悠然自乐，神采飞
扬。

履职才能尽责。刘国栋精心撰写的这
篇文章， 体现的是他对信阳深深的爱，更
体现了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正是他对信
阳深深的爱激发了他研究与探索的激情，

正是对工作高度的负责， 他才紧紧结合
“廉”字，以廉述史，以廉述事，以廉述人。

工作岗位有很多种
,

职位也有高低；但是不
论何种工作、 哪种岗位

,

都应当有责任意
识，履好职，尽好责，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正如清人王永彬在
《围炉夜话》中所说：“人之足传，在有德不
在有位；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这
正说明了做人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做人如
此，做工作更是如此。

在单位中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 而每一个角色都意味着不同的责
任。 只有承担好这个角色必需的责任，才
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没有责任感的人是得
不到别人和社会承认的。履行责任是实现
人生价值和赢得荣誉的阶梯，任何人都希
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都希望能实现人
生的最大价值， 要把这种意愿变成现实，

履行责任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需要
用勇于尽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廉洁是基本要求。通读全文，发现文
章紧紧围绕“廉”字来布局，“廉”字贯穿整
篇文章。申伯“大义灭亲”体现的是“廉
义”，孙叔敖“禄以厚而慎不取”体现的是
“廉行”，何景明“尚节义而鄙营利”体现的

是“廉志”，司马光、张云、黎世序、秦树声、

蒋艮、胡季堂等等名人大家身上体现的都
是“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廉以养德，廉以
立业”的隽永道理。这里也暗含着刘国栋
的良苦用心，他希望以此激励全市领导干
部， 要像信阳历史上的这些忠臣廉吏一
样，清廉从政、清白做人，心里装着百姓，

时时为了百姓，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得起
党和人民的信任，才能够获得百姓的信任
和支持。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有“既断
以六事，又以廉为本”的廉吏六条标准，又
有奸臣为非作歹的“八术”，是正是邪时至
今日仍在考验着我们每个人。 正因如此，

我们更应该以文章所提及的信阳历史上
这些忠臣廉吏为榜样，要廉于修身，个人
生活“志行修洁”，衣食住行“自奉简约”、

“固守节俭”；要廉于本职，在工作中不以
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徇私枉法，履职尽
责，廉洁从政；要廉于社会，认真贯彻执行
党纪法规， 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一
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诺言。

○作品鉴赏

《我所理解的生活》

作者：韩寒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所理解的生活》第一次向
读者展示生活中最真实的韩寒。

在《我所理解的生活》中，韩
寒谈及感情、家庭、偶像，分享个
人成长经历，诚恳地剖析自己。

在韩寒迄今为止的所有作
品中，《我所理解的生活》删减幅
度最小。

三十岁， 韩寒争议不少，成
绩更多。

诚恳之作《我所理解的生
活》，韩寒想说的都在这里。

《把盏话茶》

作者：郑启五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以隽永水润的精美短章，分
享喝茶人生的清苦甘鲜；以老茶
客品饮天下的广阔辽远，探索茶
养生幽幽的旷世隐秘。长寿基因
尚待科学论证，但云南那株古茶
树
2700

岁依然郁郁葱葱，世上茶
植株无论是乔木还是灌木，抑或
半乔木， 都是它的苍翠的子民。

尽管品饮几位爱茶人长命百岁
的琼浆玉液远不能洞悉茶与生
态的微妙，尽管动物和植物基因
的对接还仅仅只是迤逦的科幻，

但谛听天籁声声，茶神奇的“祛

病、提神、养身、添寿”的四步曲，

正一步步被生命科学的主旋律
所弹拨，所悠扬……

这就是《把盏话茶》带给你
的享受。

○贤山望

□

王东风

罗 山 皮 影

罗山皮影始于明代，据
1982

年
版的《罗山县志》记载，罗山皮影源
自河北滦州，从明嘉靖年间（公元
1552

年至
1566

年）开始在罗山县繁
衍生长， 距今已有

450

多年的历史
了。 经过多少代皮影艺人的加工、

提高， 罗山县皮影艺术已经成熟，

影人制作美轮美奂，栩栩如生。生、

旦、净、丑行当齐全，音乐旋律流
畅，唱词、道白雅俗共赏，乐队简约
合理的戏剧艺术，成为中国戏剧园
中的一枝奇葩。

罗山皮影的影人是牛皮制成
的

,

有别于北方皮影。其演出班社
俗称“一担箱”

,

一般由
8

个人组成
,

全箱（道具）为
120

套剪影
,

一块长
6

尺、宽
3

尺的白布作影幕
,

每个影人

有三根竹竿支撑。表演时
,

根据剧
情的发展，举、止、动、静，喜、怒、

哀、乐的表现，都要靠演员拿影子
的基本功。 影子的拿法很有学问，

讲究技巧，它需要根据剧中人物的
行当不同而各有差异。乐手在幕后
既伴奏又配音还要伴唱。伴奏乐器
主要是胡琴、唢呐、锣鼓，最有特点
的是它的唱腔

,

不局限于某种戏曲
音乐

,

有豫南的山歌、民歌、灯歌等
多种形式， 因此唱腔选择相当宽
泛，也使得它更贴近群众。

据《中国皮影志》介绍，我国皮
影戏共分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四
大流派， 各派都有自己的独到之
处。其中，河南皮影戏就是以罗山
皮影戏为代表。

○信阳文化

富贵吉祥（国画） 正修作

人 生 因 阅 读 而 快 乐

阅读是为了活着。福楼拜如是说。

阅读是为了活得体面和高贵。阅读令
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

阅读可以改变人生。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
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让人生在有限的长
度内，宽广辽远，波澜壮阔，奔腾汹涌，浩
荡激越。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象，但它可以
改变人生的气象。外在的形貌基于遗传而
难于改变，但人的精神可以因阅读而蓬勃
葱茏气象万千。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它可以
改变人生的终点。阅读让人生永不听任命
运的摆布，把握自己，执着地走向梦想的
极地。不论出身境地优裕或是贫寒，阅读
可以改变人生的坐标和轨迹，奏响人生的
乐章。

阅读穿越时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遥
望世界的无限星空。人类只有百年的航空
航天史，然而，阅读却是人类心灵的飞翔
机，是最早的“载人宇宙飞船”。它与人生
同步，却可以与时间逆行，揭晓迷离的过
去，抵达遥远的未来。它可以开启无数个
维度空间，让思想纵横捭阖，通向伟大的
心灵。

阅读是幸福的发祥地。 缜密的逻辑、

深奥的思想、崇高的境界、伟大的灵魂，都
环拥着阅读者。你可以视通四海，思接千
古，与智者交谈，与伟人对话。做一个读书

人，就是做一个幸福的人。

阅读使文字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比
图像更空灵，比记忆更清晰，比冥想更深
邃。它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让你凌
驾于伟人的思考之上。阅读是人社会化的
重要途径， 它把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我
们所认识的世界、人生、社会，很多都源于
阅读。

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
的层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一个
人的阅读史，即是他的心灵发育史。阅读
使人超越动物性， 不至沦为活动木偶，行
尸走肉。

停止阅读就意味着切断了与世界的
沟通、与心灵的沟通，人生也就进入了死
循环。可以说，是阅读拯救了我们。要活
着，就必须阅读。

但是，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阅读却不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人们必须通过学
习阅读才能抵达阅读的自由王国。

学习阅读的过程决定你是否一生与
阅读结缘。

毫不客气地说，很多人从来没有学会
阅读，没有阅读能力，因而也就无从领略
阅读的妙趣，终生与书无缘。阅读者不是
阅读的机器。 它是读者与作者灵魂的互
动。你读到的，是那些文字在你自己心灵
中的映象。这种映象因你内心的气象而变
幻无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阅读的真义就在于，你读到了自己内
心所感应、妙悟的意义。阅读能力是人们
与文本沟通的能力。 从阅读的技术上说，

阅读是有方法的。我们在获得了阅读的基
本能力后， 更重要的是对文本的解析能
力。食而化之，令文字有血有肉，有形有
色，还原文字活化的生命。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学习阅读十
分艰难。如果我们与阅读还有距离，我们
的阅读还存在障碍，都是因为世俗的不正
确的阅读观使我们无法亲近阅读。

比如对阅读的膜拜，对阅读的功利诉
求。

也许，我们可以惊世骇俗地把阅读拉
下文化崇拜的神坛。

也许，我们可以无所羁绊地把阅读从
功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阅读中得到心灵
的慰藉。每一个人都是阅读的主人。阅读
仅仅是为了活着，快乐地活着，有灵魂地
活着，高质量地活着，成为一个真正意义
上活着的人。

阅读并不神秘。

是的，阅读是娱乐。因为阅读，所以快
乐。

阅读是生命的光合作用。 因为阅读，

生命才春意盎然。

阅读是自由的，个性化的私人化的空
间，它可以容纳你的心灵。阅读是亲历文
字魅力之后的玩味、赏析、思考、超越。阅
读不仅有着想象力，更有着创造力。在阅
读中，我们的心灵羽翼丰满。在阅读中，我
们突破自我，飞越腾升。

所以， 眼下我们面临的最要紧的事，

便是学会阅读。《阅读改变人生———中国

文化名人读书启示录》这样一本书，能帮
助渴望学会阅读的人打开阅读的通天大
门。

我一直相信读书是有捷径的。

书海浩瀚，一生如何可渡？书山通天，

一生如何可攀？如果没有捷径，可真是苦
煞了读书人。

我一直相信，这个捷径是有的。直到
今天，我仍然相信。

行走于文字中， 深深浅浅的脚印，磕
磕绊绊的步履，仿佛阅读是生命的一种苦
难。瑰丽迷人的书山，路在何方？浪花激越
的书海，舟在何处？无路以攀援，无舟以载
渡，我们又怎敢独自面对这骇人的书山书
海？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着，得到破解阅读
之谜的秘籍。

请阅读本书，亲历这些文字。这些真
人真言，这些将令你终生受益的文字。

这些文字是先行者的脚印。如果书山
有路，他们攀登过了，留下可行走的路。

这些文字是成功者的路标。如果学海
无涯，他们习得水性了，你会有所借鉴。

这些文字就是阅读者的捷径。

当你，亲爱的朋友，认真地阅读过这
本书，掩卷之后，梳理思绪，你会豁然开
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向书山的路，

就在脚下。

关于阅读， 最重要的不是读过什么
书，而是知道如何读书。

当今中国文化名人的阅读体验和成
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阅读的榜样。它告
诉我们，为什么阅读，阅读是什么，如何阅
读以及阅读的快乐等等。

我们确信阅读改变人生。高尔基有句
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每个
人来说，书籍更是我们生命的云梯，它让
我们的梦想青云直上，我们的生命将随着
它的延伸得到快乐和辉煌。

作家肖复兴说：“能热爱读书并能懂得
怎样读书，对于一个人真是最大的财富。”

□

巴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