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增 阳 通 讯 员
王克 安泉）日前，由河南省委宣传
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南
豫剧院承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河 南 省 优 秀 剧（节）目 展
演”活动在郑州举行。许昌市戏曲
艺术发展中心的经典剧目《倒霉大
叔的婚事》于 9 月 13 日在河南省儿
童影剧院热闹开演。

“月光下，我把她仔细相看，只
见她羞答答低头无言……”《倒霉大
叔的婚事》创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是许昌豫剧的经典剧目，也是我省
改革开放以来著名的戏曲舞台喜剧
作品之一 ，曾数次进京汇报演出 。

该剧是继《朝阳沟》之后又一部里程
碑式的剧目，一经推出即叫响全国，
至今已演出 30 多年，在全省乃至全
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该剧从戏曲
中常见的婚事题材入手，把中原农
村清平湾的生活与时代大背景糅合
在一起，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其中
有许多喜剧场面，弥漫着中原大地
的泥土气息，以小见大，妙趣横生。

此 次 展 演 全 省 共 有 10 个 院 团
的 22 台优秀经典剧（节）目参加，参
演剧目均为历年来荣获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等的获

奖剧目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
目、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剧目等，涵盖了豫剧、曲剧、
越调、话剧、舞剧、京剧、音乐舞蹈史
诗、民族音乐会、话剧诗会、经典剧
目等艺术门类。许昌市戏曲艺术发
展中心是应邀参加演出的唯一一家
省辖市级单位。

本次展演也是许昌市戏曲艺术
发展中心为新中国 70 华诞献上的
一份厚礼。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倾情演绎，时隔 34 年后原班人
马重聚着实不易。演出当晚，剧场
爆满，掌声与喝彩声不断响起，现场
氛围异常热烈 。

经典剧目《倒霉大叔的婚事》

参加全省展演活动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增 阳）9 月 16
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市委会议精
神，对市直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开
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市直文化广电和旅
游系统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抓好主题教育开展，
在主题教育中通过读原著、学历史、
参观教育基地等形式推动学习教育
往深里走、心里走、实里走；要重点
围绕加强党的建设、创建国家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加强乡村
旅游、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等中心
工作，组织调查研究。同时，市直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系 统 要 广 泛 听 取 意

见、认真反思总结，防止避重就轻；
突出抓好整改落实，针对具体问题
逐个改，紧盯重大任务强力改，聚焦
突出问题专项改，确保主题教育有
成效；强化组织领导和督查指导，坚
持领导带头、加强宣传引导、注重统
筹兼顾，确保主题教育不偏、不空、
不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下一步，市文广旅局将提升政
治站位，增强开展好主题教育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加务实的
作风和有效的举措抓紧、抓实、抓到
位；把握总体要求，坚持抓思想认识
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
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将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内容，注重
分 级 分 类 指 导 ，注 重 解 决 实 际 问

题。此外，该局还将突出重点对象，
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的主题教育，同时统筹抓好基层
党支部主题教育；加强分类指导，根
据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
特点，找准着力点和切入点，科学合
理安排，精准有效指导；解决突出问
题，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盯
着问题改 ，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
深，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会议要求，市文广旅局党组织
要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扛起政治责
任，加强领导指导，精心组织推动，
把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落实到每个
支部、每名党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扎实成效，助推全市“智造之都、宜
居之城”建设。

市文广旅局

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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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清源，1977 年生，
河南禹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其作品发表于《当代》《十月》《青年
文学》《山花》《散文》《北京文学》等
杂志，大量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
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
鸣》《好小说》等报刊选载，入选多种
年度权威选本。其中篇小说集《走
失的卡诺》入选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
书 ，其 本 人 曾 获 当 代 小 说 拉 力 赛
2015 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第二
届杜甫文学奖、蔡文姬文学奖。

李清源近影（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山中的秋，到来的可能要早一些。此时的禹州市浅井镇
张垌村的“画中村”，已呈现出天高气爽、落叶满地的秋季景
象。

中秋时节，记者再次来到浅井镇张垌村“画中村”，画家
苗强正带领着他的几个学生用机器切割钢板，塑造出极具乡
土风格的造型，经过上色之后，一件件充满传统民间工艺之
美的雕塑作品，被安放在“画中村”的不同位置。而在雕塑附
近，则是苗强他们用废弃的卡车轮胎打造的孙悟空、猪八戒、
米老鼠等作品，既环保，又充满富有想象力的现代艺术气息。

“画中村”并不是一个具体村落的名字，而是由画家苗强
发起并联合当地政府持续打造的一个艺术空间。“画中村”位
于浅井镇张垌村，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地人
陆陆续续重新划定了宅基地，搬到了离此不远的地方定居，

“画中村”所在的区域就逐渐荒废了下来。
围绕古民居、古村落打造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是苗强

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早在 15 年前，我就曾来过这里，并被
它深深吸引，‘画中村’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美丽的
梦。百年山乡古村落有着淳朴、柔美、婉约的风景，一种永远
不会散去的山野味道。幽谷静村，炊烟袅袅，山鸡的轻鸣，萤
火虫的飞舞，一条清澈的河流从青山之间穿过，河底有五彩
斑斓的卵石，水中戏着自由自在的鹅群，山坡上老羊倌挥鞭
唱山歌，小松鼠在房前屋后欢跳，草丛里乱蹦的蚂蚱……这
里有纯活的泉水，这里有淳朴的山民。”苗强说，他在村中能
看到生命的自由。而附近群山中散布的黄帝文化遗迹、神秘
符号、古山寨等，则是蕴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苗强说，在这里，最吸引他的是几十间山民们祖祖辈辈
居住的百年石头窑洞、石头民居。“在包含许昌在内的我国很
多地方，一些古村落人去村空，面临消亡。怎样挽救这些百
年石头窑洞、民居？怎样让古民居重新焕发昔日的光彩，造
福山村百姓？经过长期的思考，我的思路逐渐明朗——将古
老的石头民居与当代艺术结合，打造美丽乡村、艺术乡村，将
这里的山水景色、古老民居用绘画艺术表现出来，打造‘画中
村’的文化品牌和绿色生态品牌，以文化扶贫的形式，吸引中
外艺术家到‘画中村’来座谈。”苗强说。

2018 年，苗强联合浅井镇，帮助当地村民成立了禹州画
中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群众不住的老屋、窑洞依照“修旧
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独具山村特色的民居、窑洞陆续呈现
在世人面前，吸引着各地画家聚集在这个小山村，使这里变
成 了 写 生 基 地 。 2018 年 11 月 ，全 国 21 位 画 家 首 批 入 住 。
2019 年 4 月，“画说许昌·曹魏古城”活动举办，20 多位画家再
次到张垌“画中村”写生。

“‘画中村’的灵气使画家们有了充足的创作灵感。在写
生的旅途中，画家们用眼睛和心灵去触摸和发现藏在这里每
个角落的美丽风景，用浓墨和重彩去描绘古老山村的神韵，
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共完成数百幅写生作品。画家们把西
方重具象的写实技巧与东方重神韵的写意手法相融合，形成
了深厚、质朴又不失明丽的风格。”苗强说。

目前，浅井镇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 2 个、省级传统村落 2
个，是禹州市传统村落数量多、风格丰富、保存完好的乡镇之
一。该镇以传统村落为底本，以优良生态环境为支撑，以乡
土民俗风情文化为依托，以摄影、书画写生等艺术创作为媒
介，做好“传统村落+”文章。

以“画中村”为起点，苗强还联合当地政府，计划对浅井
镇的其他文化资源进行打造，宋家大院就是其中的重点。宋
家大院是明清民居建筑群落，有完整的 14个院落，500多间房
屋，建筑面积 8000 多平方米，是典型的三进四合院建筑。一
幢幢古朴气派、雕梁画栋的房屋，一条条曲径通幽青石铺地
的巷子，见证了浅井村宋氏家族百年兴衰史。中国早期革命
先驱宋聘三就是宋家大院走出去的革命烈士。

苗强表示，在对未来的规划中，他们将围绕宋家大院的
文化产业，着重从四个方面进行开发：一是筹建宋聘三烈士
事迹纪念馆，再现宋聘三从一名清末秀才到成为新民主主义
斗士、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足迹；二是筹拍枪战故事片《文虎
将宋聘三》，以 1925 年宋聘三为保卫孙中山总统府视死如归
抗击叛将陈炯明的史实为素材，塑造宋聘三的革命英雄形
象；三是筹建黄帝文化：神秘符号博物馆，收集具茨山方圆 80
公里散落的神秘符号石刻与石印，翔实地诉说黄帝文化遗址
的内涵；四是筹建当代美术馆和艺术集聚区，以优厚的条件
吸引国内外优秀画家、雕塑家等到宋家大院设立艺术工作
室。当代美术馆集中展现当代艺术的最新成果，艺术家的创
作风采及描绘逍遥观、北大鸿寨、麻地川等地的油画、国画作
品。

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开展传统村落保护，打造“传统文
化体验集群”，苗强努力构建着他的艺术乡村之梦。

梦里“画中村”
——画家苗强和他的艺术乡村

□李清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70 是个重
要的数字，且大多与时间有关。

时间是一维的，却有多元的意
义。首先它是时光的总和，标志事
物的年岁。所以在中国古代，70，
往往代表着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
以及与这个年龄相应的成就和荣
耀 。 它 还 代 表 着 强 大 的 生 命 力 。
因为在生产力低下、医疗条件落后
的古代，能活到如此高寿绝对是件
了不起的事情。

中 国 古 代 人 平 均 寿 命 极 短 。
据林万孝《我国历代人平均寿命和
预期寿命》一文，夏商时代约 18 岁，
两周约 20 岁，秦汉约 22 岁，唐代约
27 岁，宋代约 30 岁，清代约 33 岁，
民国约 35 岁。新中国建立之后，人
均 寿 命 快 速 提 升 ，1957 年 已 达 57
岁 ，1981 年 达 68 岁 。 最 新 数 据 是
2018 年的 76.4 岁，预期寿命则已超
过美国。从林氏所列数字看，新中
国成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令人
不忍直视。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
否科学，但很显然，它与伟大的中
国古代文明有点儿格格不入，也与
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印象
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时间领
先于世界，经济、文化在大多数时
间内都以发达和昌盛的面貌存在
于世界东方。我们可以接受我国
古人寿命比今人短，但很难接受短
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况且，这还与
大家耳熟能详的常识相抵牾：古人
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
十知天命，一路往上至于耄耋、期
颐之寿。且不说彭祖活了 800 岁的
神话，孔子 73 岁、孟子 84 岁，是人
人皆知的事实，史籍所载寿高之人
更是数不胜数，怎么可能像林氏所
说的那么短呢？

我不是人口史专家，没有资格
訾议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林氏这
一结论被广泛引用，想必自有其过
硬且必然的道理。之所以令人如此
质疑，我想，问题大半是出在“平均”
上。有个人尽皆知的笑话：村里有 1
个亿万富翁，9 个一文不名的穷光
蛋，平均之后，人均财产 1000 万元，
于是得出结论，该村全都是千万富
翁。可知“平均”一词，最是不可信
赖，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偏偏又最
常用之，甚是可笑。平均年龄亦然。

古代的确有不少长寿之人，但
是限于医疗条件、生活水平和频繁
而残酷的战争，夭死的人更多，彼
此平均，数字当然会跳水。现代医
学普及之前，婴儿死亡率极高，人
们对很多疾病束手无策，一旦病魔
叩门，不管是伤风感冒还是咳嗽拉

肚，都有横死的可能。上自帝王之
家，下至升斗小民，没有哪家无早
夭之人。遇到灾年或瘟疫，更是死
人遍野。清朝光绪年间的丁戊奇
荒 ，华 北 饥 民 死 亡 1000 多 万 人 。
1855 年爆发于云南省的鼠疫，亦在
亚洲造成 1000 多万人的死亡。如
此大规模的人口锐减，自然会大幅
降低彼时的人均寿命。

另外一个原因是战争。战争
是人类社会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
终 极 产 物 ，是 矛 盾 斗 争 的 最 高 形
式。毛泽东同志说，自有私有财产
和阶级以来，战争就开始出现了。
事实上战争出现得更早，在氏族部
落时代，战争不仅已经普遍存在，
而且是彼时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再往前推，人类从爬
行到直立的漫长过程，岂非同样是
从各种各样的残酷战争中走过来
的？战争是解决人类矛盾最野蛮
也最有效的方式，消灭不了麻烦，
就消灭成为麻烦的人，是古今中外
大英雄和大奸雄都热衷的事。于
是，每次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
改朝换代——都是一次无比残酷
的人口灭绝。西汉末人口 6000 万，
经 过 十 几 年 战 争 ，刘 秀 建 立 东 汉
时，只剩有 2000 万人。唐玄宗天宝
年间人口 5000 多万，安史之乱后，

人口锐减到 1600 多万。再以禹州
市为例，禹州明末有 12277 户，赋役
黄册人口（仅记载有赋役之责的成
年人丁）89470 人，等到大乱过后，
竟然只剩下 1413 人。活人远不如
死人多，这么平均下来，人均寿命
怎能高得起来？

前些年文史界流行“民国热”，
民国的风流人物、才子佳人一时成
为文化人士争相追捧的对象，连带
对民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体系亦极
尽赞美。民国恰好处于中国历史大
转折的时代，对中国文明的传承与
自新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但若因
此而过度美化，亦非治史应有之态
度。当时满清灭亡之后，行之数千
年的专制秩序突然崩溃，新秩序又
未能及时建立，整个国家骤然陷入
混乱之中，上有军阀混战，下有土匪
祸乱，偌大中华无一宁处。禹州亦
然。民国版《禹县志》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所有版本中最该博、最
完备、也最优秀的一部。其中的《大
事纪》所载民国时代始于民国元年

（1911年），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开篇第一段就是匪事：“中华民
国元年，正月初六日，土寇刘安、张
有踞牛金山，团防剿之不利。”

终 篇 最 后 一 段 仍 然 是 匪 事 ：
“（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官山寇

夜遁。”
在此 24 年间，土匪之祸几乎无

年无之，无月无之，乃至于无日无
之，杀人掠货，横行不法。官军更
甚之，政府肆意搜刮民财，军队亦
不时哗变大掠，对禹州社会民生之
摧残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民众
之苦难，如山如海，如江水滔滔，伊
于胡底，闻之摧心。

这就是民国时代基层社会最
普遍的生存状态。这等状态有何
美好可言，有何歌赞之处？

国家秩序的崩溃，必然导致战
争和混乱，而战乱首先伤害的必然
是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的
财富以及生命。民国时代，现代医
学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倘若国家秩
序良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在此秩序
之下充分调和，则兵匪之祸就不会
发生；倘若行政体系亦在此稳固秩
序下正常运行，大众卫生事业在行
政 推 动 下 有 效 普 及 ，人 们 有 病 可
医，医而可愈，寿限亦将毫无悬念
地大幅提高。若如此，民国的平均
寿命又怎会低到令人汗颜的 3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
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格局中重建国
家秩序，动荡已久的华夏大地也因
此平静下来。新秩序的建立，需要
大智慧和大勇力，诚然极为不易，然
而一旦确立，它的力量也是伟大的
和无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
遭遇过许多磨难，也经历了无数考
验，但因秩序稳固，党还是党，国还
是国，所有困难和危险一一过去，而
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战争和动荡，不
仅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而且国家得
以在学习中走向繁荣与强大，以至
于有今日经济世界第二的规模和动
见观瞻的全球影响力。

人生七十之所以可贺，是因为
这个年龄不仅代表着在落后环境
中与无情时光对抗的成就，还代表
着强大的生命力量。也因此，这个
数字不仅只是一个纪录，而且是一
种精神，一个象征。一个国家同样
如此。熟读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有史以来，汉人政权
只要超过 70 年，国祚就会很长远。
比如汉朝，前后相加 400 余年，唐朝
近 300 年，宋朝相加 300 多年，明朝
近 300 年，最短的晋朝相加也有 150
多年。其余的汉人皇朝则皆不足
70 年。这个现象当然不是巧合，而
是潜藏着一种内在规律。但凡一
个国家政权，经过长达 70 年的道路
探索、文化建设和执政经验积累，
自然会日趋成熟与稳固，从而开创
更盛大、更久远的局面。正如一个
人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历练，自然会
变 得 成 熟 而 稳 重 ，从 而 进 入 更 宏
阔、更练达的境界。

孔子自称“年七十而随心所欲
不逾矩”。行事随心所欲，而又不
逾越规矩，本来是极难的事，但因
他积 70 年而致的人生阅历和境界
修为，使其心性、品质与能力皆得
超然，想做的事都是有益的、应该
做的，无益的、不应该做的事，都是
他 所 排 斥 的 。 因 此 ，可 以 随 心 而
为，亦无往而不可为。

一个国家到了 70 岁，自亦应有
如是之成熟和从容。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正是这种成熟与
从容的表现。这些自信，既是 70 年
来风雨兼程的成果，也应当包含着
治国理政的强大创造性和生命力，
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从
繁荣走向更加繁荣，从强大走向更
加强大。新时代必有新秩序，而这
新秩序，亦当保障和引导我们走向
新的未来。

生命与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题赞

9月 18日，2019年“体彩杯”河南省古典式摔跤冠军赛在许昌市
体育运动学校开赛。据了解，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
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许昌市体育局承办，许昌市体育运动学校
协办。来自全省的 14支表队共计 400名运动员在 3天里展开比拼，
我市选派了 7名运动员参战。图为参赛选手正在激战。

寇旭静 摄

中秋过后，我市秋高气爽，环境宜人，许多市民开启了运动模
式，或沿着河湖水畔干净舒适的跑道跑步，或在各游园、广场跳广场
舞、做健身操，或在市区某健身房里练习舞蹈和瑜伽……尽享运动
的乐趣和生活的美好。图为近日市民参加秋季长跑。

寇旭静 摄

张垌“画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