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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来河东成语典故园。隆冬。
河东成语典故园是运城又一张文

化旅游新名片，模样不同凡响。
远山近湖，连绵的中条山上，冰雪

未化。池水的光芒在傍晚的暖阳下如
同一面镜子，放眼望去，盛大的金色盛
满你的眼眸，住进你的心里。

刚入园就看到极具河东特色的风
物，一册竹简矗立在入口处，“雷泽巨
迹”“鲤跃龙门”几个字入了心。再往
深处，亦见丰盈清雅的山水风光。金
色的芦苇丛，波光粼粼的鸭子池，远
处城市烟火气的剪影，近处清丽婉转
的鸟鸣声……

所有的风物皆因看风物的人，变得
更有意义。成语典故园以河东成语典
故为创作题材，用精致的雕塑艺术集中
展示蕴藏的河东故事。

不同于假山流水、亭台楼榭，这个
园子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它拥揽湖
光山色，结合山水特点，依地势分五大
板块——中华祖源、以德配天、河东传
奇、家国天下、高士流芳。这每个板块
都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沿步道蜿蜒而下，写满岁月的雕塑
在夕阳下看似沉默，却把最真的历史人
文娓娓讲述给每位游客。

中条山也叫襄山、雷首山、首阳山，
传说原本和华山相连，黄河滚滚西来，
被山阻挡，横溢泛滥。上天慈悯，委派
巨灵神施展神通，以手掌擘开华山，足
底蹬离中条，将其一分为二，河水从中
穿过，浩荡东去。华山仙掌峰，留有巨
灵神掌印；首阳山脚下，印着巨灵神足
迹……“巨灵擘山”的深色雕塑充满了
力量感，这一典故隐喻黄河母亲哺育华
夏儿女，开启中华人类史，人类可以掌
握规律，更好改造和利用自然，也说明
中华民族，本来一体，不可分割。此故
事也称“掌华蹈襄”。

目之所及，“中华祖源”板块，“皇天
后土”“雷泽巨迹”“凤陵娲皇”“嫘祖养
蚕”“黄帝铸鼎”“教民稼穑”“简狄吞卵”

“姜媛生民”等成语典故，以银色、黑色、
金 色 等 不 同 的 底 色 ，雕 塑 出 各 异 的 传
说。每个塑像前都有解说词，扫一扫二
维码，我们就听到了光阴流传的故事御
南风而来……

“皇天后土”这则成语典故源头在
黄河东畔万荣县后土祠一带。黄帝传
承 炎 帝 之 天 下 ，夺 取 蚩 尤 氏 盐 池 之 资
源，娶西陵氏女子嫘祖养蚕丝织，于汾
阴脽上，扫地为坛，祭祀后土地母，标志
中华民族以土地为本的农耕生态方式
确立。至汉武帝时建后土祠，并六次前
往巡幸祭祀，留下《秋风辞》：“秋风起兮
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泛楼船
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后人
于此起盖秋风楼。其后，汉宣帝、元帝、
成帝、哀帝、东汉光武帝、唐玄宗、宋真
宗等历代帝王，每每亲临祭祀后土，蔚
成大观……

一个个典故似是年轮碾过历史的
跫音，变化万千的风云带给人们无限遐
想。

迎着光前行，先看到的，就是屹立
湖边的瞭望塔，也称巡湖塔。它的色彩
给人一种青春的感觉。

拾级而上，彩色玻璃在阳光的照射
下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紫色、绿色、红
色、粉色，在金属质地的台阶上跳跃，让

长久在高楼大厦生活的人找寻到一种
回归自然的状态。

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园子，彩虹色
的步道，如一流的画师，勾勒出狭长的
闭环曲线。芦苇的影子落在水中，有风
拂过，搅动倒映在水中的白鹭身影，水
的青，夕阳的红，还有雕塑的五彩斑斓，
不经意间描摹出美丽的河东景物画卷。

一个雕塑一段故事。很多人站在
雕塑前面拍照，留观览之记录，听典故
之人文，这样的方式，超级美好。

绕着湖边走，来到“以德配天”“河
东传奇”板块。

“以德配天”板块中的“许由洗耳”
并不为大众熟知，三五行人驻足细观，
此典故讲述的是 4400 年前，帝尧发现许
由德操高尚，便让天下给他，他说尧已
治好天下，自己不必尸位素餐。鹪鹩鸟
筑巢，再大的树上也只能占上一枝；偃
老 鼠 饮 水 ，再 大 的 河 里 只 不 过 灌 饱 满
肚。自己不图名逐利，就拒绝了，隐居
在平陆箕山之南。后来尧又召他做九
州长，许由不喜欢听这些言语，便到水
边去洗耳朵。恰好巢父牵头牛犊过来
饮水，一见他在洗耳朵，问清缘由，便斥
责道：“你若隐处高岸深谷，不沾人事，
谁能见你！你是故作浮游，追逐名誉，
差点污了我犊儿口！”便牵着牛犊到上
游饮水了……

“河东传奇”板块里的“河东狮吼”
“司马光砸缸”等故事家喻户晓。

在“司马光砸缸”旁，一个身着粉色
羽 绒 服 的 小 孩 子 ，看 了 看 砸 开 口 的 水
缸，又用手捂住眼睛笑着，扮演起角色：

“有没有人救救我呀。”妈妈笑着给她拍
下了一张又一张照片。

湖 边 的 风 轻 轻 吹 过 ，芦 苇 沙 沙 作
响，落阳此刻变得橘红。风不大，天不

算冷，就这样走在湖边的石道上，寻找
古老的故事。

前方是爷爷奶奶牵着孙女的手慢
慢散步，青年人并步前行，尔后，留下片
刻静谧。“点石成金”“裴度还带”“千里
姻缘一线牵”“千里走单骑”……形制不
同的作品，颇具吸引力，这些游人每经
过一个雕塑，都用手机拍摄留影，仿佛
珍藏了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高士流芳”板块，“魏风伐檀”“绛
县老人”“猗顿之富”“结草衔环”等；“家
国天下”板块，“泛舟之役”“羊皮换相”

“傅说版筑”“桑林祷雨”……同样演绎
出各自的丰富内涵。

这些成语典故以先秦为主，兼顾唐
宋。重点选择远古华夏民族诞生的神
话传说、尧天舜日的历史传说和春秋战
国时期晋国、魏国的历史故事等。

“泛舟之役”雕塑，刻画出立体的两
条船，如行驶在河面上，讲述了中国历
史上首次大规模漕运事件。

“桑林祷雨”雕塑，一个方形的金属
框内，画面上方是镂空的云朵雨滴、下
方是绿色的桑林、右侧是历史人物……
寓意汤祷桑林，仁德爱民；

“网开三面”人物雕塑旁是一张大
网，其上塑造出展翅高飞的鸟儿，寓意
仁者无敌，慈者有道；

“鲤跃龙门”雕塑，鱼跃龙门，鲤
鱼化龙，栩栩如生，比喻人要改变命
运，必定逆流而上，奋发图强，总有
成功之日……

60 组（座）公共艺术雕塑、2 座主入
口标识构筑物及基座、标识标牌等配套
设施，每处风景都精心布设，整体雕塑
游览路线约 1.98公里。

若你来过这里，就会发现这里有最
惬意的风景、世人眼中的水墨生态。

池 中 是 一 群 群 黑 色 的 水 鸭 ，抬 头
看，又见白鹭飞翔在天际。

野鸭、白鹭、天鹅、大雁等众多鸟类
乐得栖息于此。如今，这里又为人们提
供了人文景观新享受。

夜灯在约莫傍晚 6 时亮起。草坪里
的太阳能小灯营造出柔和而神秘的氛围。

连绵的中条山，此刻成了一幅水墨
丹青。

彩虹色的步道，一眼望不到头，似
乎直达山脚下。

再美丽的景致，再浪漫的色调，只
有切实地走过，才会深刻感受。

夜色渐浓，城市隔岸点亮一簇簇
灯光，游人踏上回家的路，月亮圆圆
地挂在天边，在这广阔无垠的深蓝色
幕布里闪着光晕，一群高翔在天际的
鸟 儿 ， 渐 渐 飞 远 ； 数 不 尽 的 河 东 故
事 ， 源 远 流 长 ， 借 助 这 片 水 光 山 色 ，
鲜活在我们的眼前……

成语典故园成语典故园 等你在湖边等你在湖边
本报记者 赵卓菁

春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一直以来都是家庭团聚、共享欢
乐的时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春
节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春节对于大多
数家庭来说，是难得的改善生活的机
会。人们会提前购买年货，精心准备
年夜饭，期待在这一天能够享受一顿
丰盛的大餐。烟花、鞭炮、新衣服等也
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元素，它们在
带给人们欢乐的同时，也象征着新年
的吉祥如意。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春节对于人们的意义
也在发生着变化。如今，人们生活质
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对于春节的期待
和要求也随之提高。在许多家庭中，
年夜饭不再仅仅是一顿大餐，而是一
种文化与情感的交流。人们更注重家
庭团聚的氛围，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满足。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过年的
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和
移动支付的普及让人们在春节期间
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红包拜年、网上
购物等操作。同时，各种线上活动和
社交媒体也让人们异地“团聚”过年
成为可能，即便不能回家团聚，也可
以通过网络与家人在线互动。总的来
说，春节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是密
不可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质量的提高，春节的意义和形式也
在不断地演变。这不仅体现了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升，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和文化的传承。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传统

的庆祝方式已经消失。尽管形式有所
变化，但春节的核心意义——家庭团
聚、祈福新年，仍然被广大人民所珍
视。人们依然重视家庭聚餐，关心亲
人的健康，互相祝福新年快乐。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
多家庭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以
此来庆祝新年。这不仅丰富了春节的
庆祝方式，也为中国的旅游业带来了
巨大的商机。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
家中欢度春节，而是选择走出去，享
受节日的氛围和美好的风景。

此外，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春节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各种春节主题
活 动 在 全 国 各 地 举 行 ，如 庙 会 、花
市、灯会等，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参与。这不仅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春
节的氛围，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
播。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差距依然
存在。在某些地区，由于受经济条件
限制，人们可能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
民同等的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和社
会应进一步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提
高其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
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过春节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春节的庆祝方式、
意义也在不断地演变。这既体现了人
民生活的改善，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和文化的发展。

春节：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董峰江

甲辰龙年和着春的韵律来到了，
龙文化迅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热
点。著名画家王宗甲先生的挂历新作

《飞龙在天》（右图），以其新奇的构图
立意与激扬的艺术语言，在诸多的台
历挂历中让人耳目一新，引起了美术
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关注，其中蕴含
的龙文化符号与时代精神元素的完
美结合更是将美术的表现力发挥到
极致。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
标志。世间本无龙，亦无神，但远古时
期的先民们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
信仰，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与艺术创造
的特殊才华，设计出了能够主宰大自
然的神龙。这神龙可以兴云布雨、翻
江倒海，可以驱灾去祸、降福送瑞，可
以惩治邪恶、伸张正义，可以遨游九
天、驾驭宇宙，雄视万物且掌握人类
生死命运……于是，一部中华文明
史，即是一部龙文化史，龙的信仰与
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密切相关，龙凤
呈祥、龙腾虎跃、龙兴华夏、龙飞凤
舞、虎踞龙盘等龙文化语言符号，层
出不穷，时有诞生。更重要的是，龙作
为中华民族的化身，其扶摇苍穹的雄
姿，深切寓意着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王宗甲先生的《飞龙在天》可谓
甲辰之年龙文化的代表作。整幅作品
可谓古老与现代的完美对接，契合着
中华民族对未来及宇宙空间的无限
想象与勇敢实践。一条五彩巨龙腾飞
于高空长天，一个身穿白色宇航员服
装的中国娃高举着宇宙飞船的模型，
充满自豪与幸福，似向全世界宣告，
龙的传人正在无限浩渺广阔的星汉
间自由翱翔，龙腾华夏、龙腾宇宙正
在成为现实。眉飞色舞、活泼可爱的
小男孩不仅英气勃勃，且周身透出民
族精神与意志品格，张扬的表情与动
作里充满对未来世界的热切向往与
希冀，它以美术的线条和无声的语言
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已经
实现，未来对浩渺宇宙更多的探索，
将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身
上。

王宗甲先生丰富的国学知识储
备与浓厚的中国画功底，决定了他进

入创作状态后挥洒自如、纵横驰骋的
思维能力与画面张力。画面中的龙与
中国娃构成了作品的双向高光亮点。
作者笔下的龙，不仅体势强悍、冲天
而起，连环盘曲、大气磅礴，更因为其
头部与龙趾的逼真细腻而增其无往
不胜的气概。龙眼、龙须、龙口是龙头
的核心所在，点点威严，笔笔精到；而
龙趾则更其细腻，着力亦甚多，比一
般传统画作中的龙趾更大，龙甲更
长，象征着中国龙的时代脚步更坚
定、更稳健，雄风四起、力捍乾坤，与
中国娃的活泼灵动、聪慧机睿之美形
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整幅画面中黑
与白、亮与暗、实与虚的设定布置合
而成为中华龙文化的现实版创意之
作，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人心
发人深思遐想的艺术效果让人叹服。

王宗甲先生以画马名世，他的《铁
流颂》曾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
六年，他的《盛世腾龙》被人民大会堂
永久收藏。一代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
人廖静文高度评价王宗甲先生的作品

“气势雄浑，笔力矫健，殊为难得”。更
为难得的是，王宗甲先生永远行进在
探索进取的道路上，马年画马，兔年画
免，龙年画龙，年年如此，坚持了36年。

《飞龙在天》即是他交给龙年新岁的一
份提振士气、鼓舞人心的贺礼。

龙年龙腾龙年龙腾 圆梦九天圆梦九天
■畅续长 王济康

河东成语典故园全貌

千里走单骑千里走单骑

河东成语典故园步道的骑行者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闫 鑫 赵卓菁

网开三面

鲤跃龙门鲤跃龙门

千里姻缘一线牵

桑林祷雨桑林祷雨

本报讯（记者 乔 植）日前，中
国民协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年
度会议暨第十届中国起源地文化大
会在京召开，永济市申报的中国蒲剧

（梆子戏）文化起源地研究课题顺利
通过专家评审会，并正式发布。

中国文化起源地（北京）中心为
永济市颁发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版权局统一监制的作品登记证书，
中国民协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
起源地文化传播中心颁发了由起源
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监制的中国
蒲剧（梆子戏）文化起源地研究课题
成果证书。

该课题成果将编辑出版“中国起
源地文化志系列丛书”，全国发行。

中国蒲剧（梆子戏）文化起源
地研究课题成果正式发布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