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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青喜

这是研究者苦苦探寻的结果，也
是当今摄影艺术家与三国文化遗存
一次次心灵碰撞的结果。正是艺术
家的苦苦等待、捕捉瞬间、精选角度，
才有了静候 1800 多年的许昌三国文
化遗存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展现。

光与影的组合，传统与现代的相
遇，由读者评判。我从研究角度谈谈
对许昌三国文化遗存的浅见，如有舛
讹，敬请方家归正。

三国文化遗存，特指遍布全国地
上 三 国 文 化 遗 存 物 ，不 包 括 馆 藏 文
物。它既是三国文化重要内容，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物质载体。经十
数年探寻调研，截至目前，共发现许
昌 三 国 文 化 遗 存 49 处 ，遗 名 20 处 。
这些内涵丰富的“三国意象”，形态丰
富，涵盖了国家公布的古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石窟寺与石刻、其他五大
类 。 具 体 来 说 ，它 有 遗 址 、河 流 、大
殿，有皇陵、墓冢、碑刻，有祠、庙、寺，
有台、池、馆，有树、处、石，有坑、亭、
关……不一而足。

一

许昌三国文化遗存内涵丰富。
曹魏文化与关公文化并存。这

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曹操与关羽在许
昌的特殊交集。前者，历史上颇受争
议；后者，儒、释、道三教皆崇。可以
说，许昌，是曹操与关羽的人生交集
点，也是曹魏文化与关公文化的天然
联系点，二者互补，相得益彰。

汉魏遗存并存且规格高。第一，
汉皇帝、皇室遗存。“汉魏许都故城遗
址”的唯一遗存“毓秀台”被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誉为“中
国现存的最早的‘天坛’”。还有愍帝
陵、伏皇后墓、董贵妃墓等，都是其他
地方无法比拟的。第二，曹操家庙遗
存。“魏文帝庙”即曹操营建的家庙，
为 曹 氏 家 族 在 许 昌 唯 一 的 精 神 寄
托。第三，东汉旧臣遗存。王允墓、郄
虑墓、伏完墓、马腾墓等遗存，都在无
声地诉说久挥不去、激荡风云的三国
硝烟。第四，曹魏文臣武将遗存。“五
子 良 将 ”中 的 徐 晃 和 张 辽 、“ 白 地 将
军”夏侯渊等的墓葬，均描绘着曹魏
剿灭“不臣”、统一北方的恢宏画卷。

特立独行的关公遗存。许昌关帝
庙，三点“异样”引人注目：第一，“尊
关不贬曹”。“许昌关帝庙”，关、曹同
祀，独树一帜于天下关庙。第二，“文
武同祀 ”。许昌文庙（含春秋楼），把

“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同院共享
香火盛宴。第三，“白胡关帝庙”。天
下关庙，尽是黑、长胡美髯公，唯独许
昌，竟存白胡子关帝庙。

此 外 ，许 昌 还 有“ 另 面 三 国 ”遗
存。譬如传说三国高僧朱士行首建
的“龙泉寺”，说明在“风云三国”，还
有心无旁骛、舍身取法者。

二

许昌三国文化遗存分布呈“片区
卫星”状。我们暂且把它分为五个片
区，每个片区以一个“中心遗存”为主
—— 它 至 少 是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围绕“中心遗存”，方圆两公里左右，
分布着至少五个“卫星遗存”。如果
加 上 周 边 诸 多 与 三 国 相 关 的 村 庄

（名），则形成名副其实的“众星拱月”
景观。

（一）“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含毓

秀台）片区。以国保单位“汉魏许都
故城遗址”为中心，周围有毓秀台、愍
帝陵、徐晃墓、郄虑墓、伏完墓、张公
祠等遗存，还有张潘镇、城角徐、板凳
张等众多与三国有关的村名。

（二）许昌市区片区。以国保单
位“许昌春秋楼”为中心，周围有曹丞
相 府 、许 昌 关 帝 庙 、董 贵 妃 墓 、王 允
墓、德星亭、八柏冢、曹操运粮河等遗
存。

（三）“受禅台”片区。以国保单
位“受禅台”（属漯河市）为中心，周围
有“三绝碑”（属漯河市）、伏皇后墓、
刘庄歇马店、徐庶母墓等遗存，还有
冢刘村等与三国有关的村名。

（四）“练兵台”片区。以省保单
位“练兵台”为中心，周围有铁底铜帮
运粮河、城上村、台王村等与三国有
关的村名，还有郭嘉墓、杨修墓等遗
名，传说“曹冲称象处”等。

（五）“议事台”片区。以省保单
位“议事台”为中心，周围有议台、马
栏、前营、后营、郭营、观台等与三国
有关的村名。

片区卫星状分布为“三国游”线
路设计和连片开发带来便利。

同时，在符合三国文化内涵前提
下，我确定三国文化遗存标准：

1.遗存、名字、时代相符的，收录；
2. 无遗存，仅有名字，收录《许昌三国
文化遗名录》；3. 无遗存但有碑刻，在
原址上新建或复建，如灵泉寺、演乐
寺等，收录；4. 无遗存，被认定为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如德星亭、曹丞相府
等，新建也收录；5.无遗存、无碑刻，单
以三国文化之名新建，如曹魏古城、
鹿鸣湖等不收录。

权作序。

“小许昌”里的“大三国”
——《许昌三国文化遗存摄影集》序

□赵献东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

回望千秋，凝眸百载；政
弊则兵弱，兵弱则国衰。清末
国困，列强交侵，仁人志士，救
亡 图 存 。 一 九 二 一 ，吾 党 建
立，东方日出，开天辟地。国
共合作，建校黄埔，培养革命
劲旅；剑指北洋，扫荡腐朽，瓦
解军阀割据。然中山辞世，黑
云压城，反动势力猖獗，悍然
逆施倒行。四一二，七一五，
血雨腥风。

歧路彷徨，生死存亡，纠
正 右 倾 ，重 视 武 装 。 一 九 二
七，江西南昌；八月一日，枪声
鸣响。周公运筹，指导四方；
贺 叶 挥 师 ，勠 力 沙 场 。 袭 府
衙，占教堂，夺车站，攻营房，
猛虎下山，锐不可挡。人民军
队，自此开创，千锤百炼，走向
辉煌。

逝水滔滔，大河汤汤，革
命征途，曲折漫长。有山穷水
尽，前途迷茫；有柳暗花明，会
师井冈。有三湾改编，支部建
在连上；有古田会议，明确建
军方向。有左倾错误，损失力
量 ；有 红 都 被 围 ，决 议 北 上 。
湘江之战，惨痛教训；遵义会
议，扭转乾坤；四渡赤水，奇兵
突 进 ；统 一 指 挥 ，铸 就 军 魂 。
勇者无惧，大敌当前色不变；

智者无忧，峰回路转天地宽。
乘 风 破 浪 ，排 除 万 难 。 泸 定
桥，金沙畔，过草地，爬雪山。
激战三百八，意志坚如磐；长
征二万五，英名耀史卷。

红 旗 漫 卷 西 风 ，立 足 陕
甘 ；全 面 抗 战 爆 发 ，开 赴 前
线。利刃出鞘，平型关前；纵
横 驰 奔 ，百 团 大 战 。 太 行 上
下，黄河两岸，游击如神，日寇
丧 胆 ，全 民 同 心 ，力 挽 狂 澜 。
争取和平，重庆谈判；转战陕
北，挺进中原。三大战役，改
变实力对比；横渡长江，一举
奠定胜利。百万雄师，钟山风
雨；箪食壶浆，民心所系。阳
光灿烂，普照大地；天安门前，
五星红旗；纪念碑上，英雄铭
记。建国初期，战火不息，抗
美援朝，出师迎敌，立国之战，
气势无匹。

人民军队，为国为民；危
难 关 头 ，奋 不 顾 身 。 九 八 抗
洪，汶川地震，同甘共苦，鱼水
情深。人民子弟，保家卫国；
维和海外，国际楷模。更有蛟
龙入海，神舟升空，航母入列，
科技强兵，大国重器，钢铁长
城。

嗟呼！看我人民武装，扬
国威，固国防，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江河奔腾浩
浩荡荡，八一精神永放光芒。

（原载2022年8月1日《解
放军报》）

八 一 颂

□吕超峰

海南西部，后水军港
驻地古镇，悠久沧桑
港湾悠悠，舰船来往
我的部队就驻守在这个

地方

尽管营区不大
停靠战舰的码头不长
却令一代又一代水兵
永生难忘

遥想当年
青春年少血气方刚
身着戎装
进驻后水军港
刻苦训练
不怕痛伤
保家卫国
镇守海防

北部湾护渔护航
何惧晕船战风斗浪
西沙群岛巡逻值班
面对美苏舰船斗志昂扬
尽管酷暑高温
晒黑了年轻的脸庞
潇洒地挥挥手
依然驰骋在南海海疆
因为心中有梦
浑身充满了力量
愿用火热的青春
让五星红旗
在战舰桅杆上永远飘扬

夕阳染红了海面
战舰停靠在了军港
海浪轻唱着摇篮曲
年轻的水兵进入了梦乡
梦里见到了幼时的伙伴
还看到白发苍苍的爹娘
青梅竹马的姑娘
不知她是否收到我的信
不知她可愿做我的新娘

起床号骤响
从梦中又回到了军港
出早操横竖成行
官兵并肩器宇轩昂
敲锈刷漆
擦炮站岗
政治学习
教学相长
军营生活虽然单调
但这就是我们的荣光

新盈古镇
船所渔村
都留下过我们
流连的步伐

军港旁的海滩、椰林
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洋溢着我们的青春
灯光球场
你攻我防互不相让
官兵同乐
神采飞扬

我们也曾争吵打架
那是青春余力的挥洒
我们一直亲如兄弟
徜徉在军营的椰子树下
军港美好的年华
如白驹过隙匆匆飞逝
当我们退役离开军营时
来不及多想
只想尽快回到故乡
拥抱爱人孝顺爹娘
谁也没有料到
对军港、战友的思念
竟然这么难忘
虽然回到了故乡
魂牵梦萦仍是军港
在梦里一次次回到舰艇
如同当初身着戎装
战友们仍亲如兄弟
训练学习一如既往
梦中醒来
泪水汪汪
天南海北的战友啊
你们现在怎么样
同一个住舱的兄弟啊
你的工作辛不辛苦
我最尊敬的老班长啊
你的身体还好吗

啊！后水军港
永生难忘
这是我们的军营
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因为我们宝贵的青春
曾在在这里历练
曾在这里闪光
我们在这里成长
在这里学会了敢于担当
今生当兵无怨无悔
今生战友情深谊长

啊!后水军港
感谢你
是你让我懂得了
感恩、珍惜
啊！我的战友
想念你
是你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战友情谊
但愿来生
我们还做战友
保家卫国
守护和平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难忘后水军港

□朱群

老婆不识字，文盲一个。
我识几个字，喜欢看书，喜欢写作，

在老婆面前常以知识分子自居。我经
常跟老婆说：“你不识字，赶集不要往人
多的地方凑，以免上当；你不识字，懂得
少，不要给别人讲道理，你讲不过人家
的，反而被人讥笑……”

老婆不听我的，嗤一声，开着电瓶
车赶集去了。晌午了，老婆赶集还没回
来 ，就 出 去 找 老 婆 。 村 西 头 围 了 一 圈
人，正在吵架。这堆人里，朱二、朱三兄
弟俩是主角，有围观的邻居，还有来调
解的村干部。听了一会儿，我明白了，
朱二、朱三的爹老了。朱二、朱三为争
老爹的钱而吵架。朱二要和朱三平分，
朱三不同意。

都是同一个村子的，朱家的情况我
还是知道的：朱家弟兄仨，老大早亡，朱
二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家百里路。
朱二常年打工，爹有病住院也没回来伺
候过。老爹的生老病死都是朱三过问
的。朱二要分老爹的钱，说得还理直气
壮：“我是咱爹的儿子，有权分咱爹的
钱。”村干部也觉得朱二应该分。但朱
三说：“爹都是我伺候的，你没伺候，爹
的钱应该归我，不该给你。”周围的人说
啥的都有，朱二、朱三在那里吵了半天，
也没吵出个鼻子眼。

就在这时，老婆忽然拨开人群，指
着朱二说：“朱二你个孬种，不是婶子说
你，你爹在床上躺了三年，你回来给你
爹端过几碗饭、提过几次尿壶、喂过几
次药？你说！”老婆怒眼圆睁，直逼朱
二。朱二不回答，老婆穷追不舍。朱二
只得低声说：“一次也没有。”老婆得理
不让人，又紧逼道：“你也是你爹的儿
子，你在你爹生前没有尽孝，摸摸你的
良心，你心里愧不愧？不知羞愧，还在
你爹死后争着要钱，兄弟俩在这儿吵，
你爹死了能闭眼吗？老二你回答我。”
朱二不言，老婆不放。朱二哭着说：“婶
子，我不是人，不该跟俺兄弟争。”

没想到，一场纠纷居然就让我这不
识字的老婆三言两语给化解了。

老婆不识字，还爱赶时髦。我家里
有台接天线的电视，老婆嫌下雪天没信
号 ，非 要 安 宽 带 ，买 台 新 电 视 无 线 上
网。我说：“你不识字，新电视你开不
好。还是看老电视吧。”老婆不听，硬是
安装了宽带。果然，连了宽带的电视，
老婆总是开不好。

老婆让我开，她在旁边看。我便跟
老婆讲，打开电视，推荐的有：看电视、
电影、电视剧等，你要看电视，按左键，
看电影、电视剧依次往右边选择。假如
选择看电视，就按下面的看电视……

老婆不识字，听得云里雾里。出乎
我意料的是，没几天老婆就学会了开电
视。我纳闷儿地问老婆：“你咋开的？”
老婆说：“我看你开，就记住了。”

老婆爱看电视剧，更爱看打仗的电
视剧。吃饭时，老婆一边端着碗，一边
看电视。看到中国军队打了胜仗，就哈
哈大笑，像个孩子。若中国军队打了败
仗，死了人，老婆就会偷偷抹眼泪。

我一般不看电视，老婆看电视，我
看书。那天，我看书看累了，和老婆一
块看电视。到了吃饭时间，我们边看边
吃。看的什么电视剧记不清了，只记得
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一步步向一个
中国小姑娘走去。就在日本兵举刀刺
向小姑娘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电
视里没人影了。

原来，老婆手里的碗直接砸向了日
本兵。电视坏了。

家有文盲妻

□张一涵

读《牡丹亭》最大的感触就是，牡
丹亭不止是牡丹亭，而是一部“至情
之作”。《牡丹亭》何以为“至情之作”？
我给出的答案是，它是用“至情之语”
写就的“至情之人”的故事。

《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显
然是书中“至情之人”的代表。她作为
从小成长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大家闺
秀，情感和行为都受到了极不合理的
约束。但生而为人，她的心中有自己
的情感需求。同样是读《关雎》，陈最
良读出了“后妃之德”，这也是深受封
建礼教影响的那一代人希望丽娘读
到的。但是丽娘偏偏不那么想，本就
是讲男女相悦，为何要扯到如此不着
边际的礼教上去？这小小的一件事，
实际上为丽娘心中的情感爆发提供
了契机。随后，从来没有到过后花园
的丽娘走出了闺阁，她的情感就再也
没有办法潜藏在心底。她感慨春色之
美，又由伤春之易逝转为伤容颜之易
老。在感慨的同时，丽娘更强烈地渴
望留住最美好的自己。在感觉到自己
的生命正在慢慢流逝之后，她画像、
题诗，纪念青春，也纪念梦中可以自
由恋爱的自己。这样的心理跟各个时
空的女性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哪个姑
娘不害怕红颜老去？有哪个姑娘能忘

却给自己干涸的心灵带来一场甘霖
的感情呢？应该说，杜丽娘的情、杜丽
娘的愁都不只属于她一个人，而是属
于古今所有女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满
怀情感、花一样的少女，竟因心中始
终放不下这段遍寻不得的情郁郁而
终，怎能不让人感慨？在为情而死后，
她突破了阴阳之界限为情而生。为情
而死又为情而生，在“灭人欲”的时代
揣着一颗满怀情感的心，大胆地反叛
封建礼教，这就是杜丽娘“至情”的最
好体现。虽然这种“至情”带有年轻人
冲动的成分，但这冲动和青春的情感
力量也是她打动古今无数女子之处，
更是《牡丹亭》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

男主人公柳梦梅，他的“至情”更
多地包裹着一层“痴”的外衣。他偶然
梦 到 梅 树 下 的 美 人 ，就 改 名 为“ 梦
梅”，可见用情之深。而在他拾得丽娘
的画像后，一片痴心扑了上去，一声
声发自内心的呼唤，呼唤的不仅是画
中美人，还是自己情感的直露。此外，
当他被杜宝误会吊打，后听到自己中
状元的消息时，他十分欣喜，第一时
间就想到让人将喜讯告诉丽娘，虽然
他因岳丈的误会而受了皮肉之苦，但
是这并不能影响他爱丽娘的心。柳生
重情如此，可见其“至情”本性，这也
是对丽娘“至情”的最好回应。

这样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自然

要由至情的语言展现出来。作为一部
雅俗共赏的佳作，《牡丹亭》的语言也
是雅俗相间的。《牡丹亭》的语句中有
很多富有抒情色彩，其中，较雅的有
广为传颂的名句：“原来姹紫嫣红开
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
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杜
丽娘在游园时发出的感慨。中国自古
以来就有借景抒情的传统。杜丽娘初
次 走 入 自 然 的 世 界 ，看 到 美 好 的 景
色，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正值青春年华
的自己，此中或许有些审美移情的因
素。花无百日红，美丽的容颜也无法
永驻，由于这点共性的存在，杜丽娘
的情感由“伤春”自然而然地过渡到
了“伤己”。短短四句表达的意蕴却是
相当复杂，至情至美，实在难得。而比
较浅俗直白的，则有丽娘梦中柳梦梅
大 胆 直 接 的 告 白 ：“ 小 姐 ，咱 爱 杀 你
哩！”此句虽然直白得有些俗气，但在
封建礼教和理学盛行的背景下，此句
颇有石破天惊的反叛意味，也是情之
所至的喷涌。

牡丹亭不止是牡丹亭，它是古往
今来万千少女共同的爱情祈愿，引得
无 数 读 者 为 之 倾 倒 。当 我 陷 入 爱 情
时，我就是杜丽娘。当心中满怀情感
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杜丽娘。至情之
人 读 至 情 之 书 发 至 情 之 叹 ，大 抵 如
此。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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