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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我单位接受委托，现定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召
开拍卖会，依法对 1.石渣（碎石渣土）、石
灰石（块状及碎石渣土混合）及石英岩

（土石碎块状）一批；2.报废机械设备一
批；3. 许昌市七一路行署院内门面房 5
处、高铁北站广告位 3 处、雪佛兰轿车 1
台、现代小型普通客车 2 辆、3 台福田牌
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进行公开拍卖。拍卖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开始展
示，请有意竞买者在考察、咨询清楚后，
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信誉保证金（履约金）

（1 号标的人民币 20 万元、2 号标的人民
币 10 万元、3 号每个标的人民币 1 万元）
速到我单位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标的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 16 时整（以实际到账为准，若不成
交，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注：一个
竞买号牌只能竟得一个标的。

1号标的报名条件：需具有建筑石

料加工销售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
联系地址：河南省许昌市新兴路东

段路南。
标 的 咨 询 电 话 ：13080171231、

18937485799（1 号 标 的）、18603740799
（2号标的）、15617211600（3号标的）。

网址：www.xcpmh.com 。
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

0374-3178755。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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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文化与许昌旅游如何融合发展？专家、学者认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需要交相辉映
在“莲城新韵曹魏华章”2020

许昌三国文化论坛上，除了对曹
魏历史给予关注外，还有多位专
家、学者谈到了文旅融合的话
题。文旅融合,不仅体现在厚重的
历史文化中，还应体现在人们的
吃、住、行、游、购、娱活动里。

【论点】曹操的另一面，你可能还不知道

曹操不差钱，为啥要求死后薄葬

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张宏慧说，《三国志》载，曹操临终前留
下遗言，“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
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
藏金玉珍宝”。曹操安排自己的寿衣数
量仅四箧。

曹操一生功绩显赫，临终前却下令
薄葬，特别强调陵内“无藏金玉珍宝”。
这是为什么呢？有四个原因：一是历史
因素，历史上早有明君、智士提倡过薄
葬，厚葬也曾有被盗掘的教训。二是经
济衰退。由于连年战乱、社会动荡、物
资匮乏，曹操对官吏和家人的要求非常

严 格 ，带 头 穿 粗 布 衣 服 。 三 是 皇 权 衰
落。东汉末年的乱局，肇始于汉灵帝的
死亡，由于他未能在生前指定皇位的继
承人，各种势力展开了权力斗争。四是
社会思潮。当时，道教传播、佛教发展
等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曹 操 的 丧 葬
观。

曹操是梁鹄的忠实“粉丝”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杨继刚说，梁鹄是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
著名的书法家。临颍汉献帝庙的《受禅
表碑》记载，汉献帝在繁阳（今繁城镇）
举行受禅大典，逊位于曹丕一事。该碑

立于魏黄初元年（公元 220 年），碑上未
属作者、书者姓名。唐李绰《尚书故实》
云 ：该 碑 是“ 王 朗 文 ，梁 鹄 书 ，钟 繇 镌
字”，可见梁鹄的书法在当时的盛名。

乱世中，梁鹄赴荆州投奔刘表。建

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荆州破，梁鹄无
奈归降曹操，被曹操待为上宾，授军假
司马。曹操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常将
他的条幅用钉钉在墙上或悬挂帐中，只
要一有空闲，便会静静地欣赏。

【论点】命运多舛的汉献帝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黄青喜

说，研究“三国文化”及其子系统，离不
开汉献帝刘协，因为他是核心、纽带和
灵魂。

汉 献 帝 ，是 汉 灵 帝 刘 宏 之 子 ，“ 根
正”无疑。但袁绍为达“另立皇帝”之目

的，为之造势，杜撰刘协“无血脉之属”
之说。刘协虽然被立为皇帝，但由于他

“非长非嫡又为人人痛骂的董卓所立”，
所以是“苗不红”皇帝。

“根正”“苗不红”皇帝，如果有能臣
辅佐，也许能改变自身或国家战乱的命

运 。 遗 憾 的 是 ，不 但 皇 帝 无“ 辅 佐 之
臣”，而且地方诸侯各怀鬼胎——骑墙、
自立、另立者皆有之。衷心拥汉派如刘
焉、陶谦、孙坚父子，要么实力弱，要么
时间短，均不能改变汉献帝命运多舛、
国家日趋分裂之大势。

【论点】整合三国文化资源，用旅游线路串起满盘“珍珠”

曹操：许昌城市旅游文化标志性符号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兰花说，
文物是文化和旅游的物质载体，旅游是
文化和文物的传播形式。在目前文旅
融合体制下，许昌旅游必须走依托历史

遗迹，深挖优秀文化，凝练出体现城市
文化精神的标志性符号，实质性开启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一体化发展新路。

曹操是许昌城市文化的标志性符

号，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好好提取曹操
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基因，使曹操形象和
博物馆里曹魏时期的文物“活”起来，成
为许昌文物旅游融合发展的先锋。

许昌曹魏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许昌市文联原主席谢玉好说，许昌
的三国文化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拉
开大幕。一大批的高校教师和热爱曹
魏文化的社会人士投入其中。

自 2006 年起，许昌市政府连续举办
了多届“中国（许昌）三国文化学术研讨
会”。百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从
不同层面论述了曹魏文化，并以新的史

料、学术视角对存疑问题进行了考证。
目前，我市虽然有研究队伍，但仍需要
权威部门进行协调整合，从而加强我市
全域曹魏古城旅游圈建设的研究。

开发整合，让文化资源产品化

许昌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刘晓静
说，文旅融合就是要为文化资源注入当
代元素，形成文化资源产品化。

曹魏文化是许昌的文脉和城市的

灵魂，遗迹遗址众多却缺乏关联度，犹
如珍珠满盘少了一根线，曹魏文化没有
得到充分发掘、包装和展示。

全市重要经贸文化活动应统一使

用“曹魏故都 宜居之城”标识，扩大品牌
影响力；推出“魏都味道”“魏都礼物”等
系列品牌，形成支撑“曹魏故都”形象的
旅游品牌，使其可看、可品、可体验。

增加文化体验型产品

许昌学院商学院实践教研室副主
任高洪涛说，曹魏古城自开发以来成为
游客到达许昌的必游之地，但其开发利

用仍处于初期阶段，特色产品比较少，
游客的停留时间不长，消费水平不高。
建议借鉴平遥古城、丽江古城等成熟景

区的管理方法，收集汉魏时期的服饰文
化、饮食文化、习俗文化充实曹魏古城，
形成历史文化特色厚重的氛围。

讲好三国文化，助力许昌出彩

许昌学院教师黄杰说，古迹遗址星
罗棋布，三国文化灿烂夺目。许昌市古
迹遗址总共 3813 处,有保护级别的 339
处；三国古迹遗址共 396 处，有保护级别

的 62处。他用了 6年时间把这些古迹遗
址的分布绘成了地图。一些耳熟能详
的成语故事追其溯源发于许昌，如曹冲
称象、紫气东来、黄泉相见、打草惊蛇、

望梅止渴等。
许昌有丰富的三国文化，如果就文

化而谈文化，这些文化就失去了价值，
文化就要服务社会、造福百姓。

□ 记者郝晋张莉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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