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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的诗意天空
张纯林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诞生的故乡
二十四节气的诗意天空
绚丽多彩，散发着歌的芬芳
有位农民诗人在《人民日报》
写下这样的诗行

“二十四节气，都是诗的季节”
这是来自绿色田野对二十四节气

的赞扬
二十四节气从几千年前的黄淮故

道启航
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滋润中华，源远流长
二十四节气从它第一次完整写进
《淮南子》这部经典华章
到今天荣登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榜
二十四节气的炫风穿越时空隧道
吹过的蓝天白云

吹过的江河海洋
吹过的田畴沃野
吹过的峻岭山岗
氤氲着歌赋诗词的浓郁
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芒

巍巍八公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滔滔淮河水，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二十四节气， 是这灵山秀水孕育

出的美玉
《淮南子》， 是这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宝藏
今天， 当我们把二十四节气的经

典唱响
今天， 当我们挺起淮南人文化自

信的胸膛
我们都应该对古代先贤的伟大贡

献心怀景仰
他就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 思想

家、哲学家刘安
———历史长河中的淮南王

春之歌
立春，是春之歌的交响
奏出二十四节气中春天的第一乐章
立春，是春之歌的短笛
唤醒大自然草木葱茏披上绿装
从立春开始
品物皆春，万千气象
神州大地，器宇轩昂
从立春开始

紫燕剪柳，黄莺啼唱
万紫千红，锦绣辉煌
春潮涌动希望梦想
唱着春之歌， 行进在新征程的路

上

夏之舞
立夏，是夏之舞的提琴
纷纷红紫已成尘， 布谷声中夏令

新
立夏，是夏之舞的彩屏
南国似暑北国春， 绿秀江淮万木

荫
夏天就像一幅妙笔丹青
东风染尽三千顷， 白鹭飞来无处

停
夏天就似一篇优美诗章
绿树浓阴夏日长， 满架蔷薇一院

香
夏天，代表生机盎然、热烈奔放
催生着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的力

量

秋之诗
立秋,� 是秋之诗的崇高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

朝
立秋,� 是秋之诗的骄傲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

霄
秋天，丹桂飘香，层林尽染
数派清泉黄菊盛， 一林寒露紫梨

繁
秋天，登高望远，豪情满怀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

来
秋光潋滟红叶翩翩都写满秋的祝

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冬之韵
立冬，是冬之韵的前奏曲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

奇
立冬，是冬之韵的香雪海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

开
我敬佩冬天的品质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

枝
我赞美冬天的气节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冬天是二十四节气阴阳转枢的平

台
红梅报春岂畏寒， 青松斗雪不言

败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

来

孝文帝的冬至故事
周 强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是鲜卑族政
权，统治中国北方将近 150 年，都城前
期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后期迁洛
阳。 孝文帝元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改革家，在位期间实行汉化改革，为中
华民族的血脉相融做出突出贡献，迁
都洛阳就是他的改革杰作之一。

元宏出生于公元 467 年，3 岁时立
为皇太子，按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
野蛮习俗，其生母李夫人被赐死，此后
元宏由其祖母冯氏养育， 祖孙之间感
情至深。元宏 5 岁时，其父献文帝禅位
为太上皇，继续执掌朝政，他成为名义
的皇帝。元宏 10 岁时，献文帝去世，冯
氏成为太皇太后并临朝执政， 祖孙俩
主导了一系列汉化改革。24 节气是他
们推崇的汉文化之一。 有一年从正月
到四月一直没下雨， 有关官员奏请祭
祀百神求雨。如果上行下效，只会劳民
伤财， 此项动议遭到孝文帝的明确拒
绝，他下诏说：“天下遭灾，都是我一人
罪过引起。 怎么能在四时之气未周全
的时候就举办这样的礼事 ？（天不下
雨），我自当反省和自责，以期待上天
的谴罚。”

“冬至” 是 24 节气中的第一个节
气，也是一个重要节日，中国古代就有
“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我们现在说说
孝文帝冬至过节的几个故事。

公元 489 年的冬至节， 孝文帝 23
岁，冯太皇太后 48 岁。冯氏是汉族人，
祖父冯弘是北燕皇帝， 自幼就受到良
好的文化教育。冯氏亲自作《劝戒歌》
300 余章和《皇诰》18 篇，作为元宏的
学习指南和行为准则，以此培养元宏
的文化素养和执政能力。元宏对冯氏
也非常敬重。北魏丞相高闾是当时的
文学家 ，据 《魏书·高闾传 》记载 ，这
年冬至节 ， 孝文帝与冯氏 “大飨群
官”。为让祖母高兴，元宏在酒筵前翩
翩起舞 ，为自己树立 “孝老 ”形象 。众
人纷纷效仿 ， 于是 “群臣皆舞 ”。舞
罢，孝文帝仍未尽兴，又引吭高歌，祝
愿祖母长寿。 高闾目睹此情此景，感
慨万分地赞叹说：“大夫行孝，行合一
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
被四海。”

公元 490 年农历九月，冯氏去世，
享年 49 岁。孝文帝痛不欲生，5 日内滴
水未进，毁慕哀悼。孝文帝为冯氏上谥
号“文明太皇太后”，将她安葬在平城
郊外的永固陵。两个月后，冬至将临，
据《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想起去年
冬至节还天伦欢乐，今年却阴阳两别，
哀痛之余， 专门下诏安排祭奠：“冬至
节即将来临，想起逝去的太后，凡是做
臣子的，没有谁不悲戚的。朝廷内外官
员、先朝老臣及各方杂客，冬至之日，
都可入朝祭拜太后。 三品以上穿丧服
的官员全天均可前往； 其余人等可在
早晨前往。 至于拜哭礼节由各人自己
决定。”既没有繁琐的礼节限制，又让
人自由宣泄情感， 孝文帝的人性化措
施赢得大臣们的尊重。

冯氏去世之后， 孝文帝持续进行
汉化改革。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历代
皇家最为重视的两项祭祀活动。 公元
494 年，北魏迁都洛阳，孝文帝随即着
手对祭祀制度进行改革。 三国魏定都
洛阳时， 在今伊滨区李村镇委粟山专
门建设了圜丘，用作祭天。经东晋十六
国战乱，这座礼制建筑早成废墟。孝文
帝迁都洛阳后，亲临委粟山考察，决定
在委粟山重建圜丘，准备祭天。

公元 495 年， 北魏举行迁都洛阳
后的第一次冬至祭天大典， 孝文帝决
定对祭天大典进行必要改革。《魏书·
礼志》记载说，祭天大典前，孝文帝召
集大臣讨论，“我国家经常以鼓声聚集
民众。《周易》说，冬至夏至之日，商贾
旅客不外出远行，君主也不省巡四方，
以免惊动地下的阳气或阴气。 冬至祭
天如果我们鸣鼓， 是不是违背了 《周
易》停歇鼓声的规定？”

孝文帝本人经学修养非常高,但对
《周易》之说并不迷信盲从，如果“二至
之日”的祭祀停歇鼓声，祭祀大典在静
谧中举行，貌似庄严却显清冷。在大臣
们“无妨古义”的支持下，孝文帝提倡
祭日鸣鼓， 将冬至夏至日原本威严的
国家祭祀典礼融入欢庆元素， 增加了
普通百姓尤其是汉族百姓的参与感和
喜庆感， 无疑是对传统礼仪的一种突
破。

数字赋能下的淮楚文化基因的路径探索
王建业

人们经常把荆楚文化作为楚文化的
代名词，我认为是失之偏颇的。随着淮南
武王墩的保护性挖掘开始， 已经渐次将
淮楚的课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楚人在江
淮耕耘 200 多年，立国的十九年，更是将
楚国的求生、求存、求变化进行了深刻演
绎。

“荆楚” 是楚文化的根和本，“淮楚”
是楚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进入
21 世纪，张正明先生提出楚文化的六大
支柱说和五种精神说。其中，六大支柱指
的是以青铜制造、丝织刺绣、漆木器为代
表的物质文化和以老庄哲学、 屈骚文学
和楚美术乐舞为代表的精神文化， 五种
精神即楚文化中蕴含的进取、 团结、开
放、和谐、爱国的精神。关于楚文化之源，
张先生认为楚文化是融合了中原文化的
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而形成的一种带
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 其主源并
非三苗文化， 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
凤的原始农业文化， 并在历史发展中逐
渐形成了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 内求诸
己而独创一格的特异风采。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历经 800 年
历史的大国， 但楚国却把自己的最后一
段时光留给了我们淮南。 全国针对楚文
化研究的地域集中于湖北、 河南以及陕
西部分地区， 但作为楚国的故都淮南而
言，有太多的时间密码需要去解开。随着
武王墩文物的陆续出土， 能够更多地焕
发淮南人的自豪感，淮南紧紧把握“武王
墩”楚墓考古发掘的重要契机，加强武王
墩的发掘与保护性开发工作， 让楚文化
为淮南城市文化建设增添新的蓬勃的生
机活力， 让省内外的历史专家关注淮楚
文化研究深度， 做好淮南楚文化研究的
后半篇文章， 成为淮南文化的一张新历
史名片。

我们淮南在楚国的末期， 也就是战
国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楚国由盛转衰
的关键时期， 所以我们提出淮南应该作
为战国楚文化之都， 立足淮楚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 要做好淮楚文化与文旅发展
的后半篇文章，一定要使文化落地，并且
做好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我们楚国的文化就是鸾鸟文化，楚
国人对于凤凰有一种天然的膜拜。 楚国
的 19 年寿县立都过程，也是楚国自强不
息、接续奋斗的精神，也是求生求存的写
照，虽然有躲避秦国的想法，但楚文化在
迁都的过程中， 也给安徽带来了深远的
影响。因此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作为表
述形式。

要打造 “一城二水三地” 的文化特

色，不断推动淮楚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
将淮南的文旅事业迈向更高层面。同时，
加强数字赋能下的淮楚文化基因的打
造：利用数字赋能，守正创新，保持文化
年轻态，把背后故事“讲”出来、让沉睡文
物“活”起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火”出
圈， 让淮楚文化在数字赋能下焕发出新
的活力。

淮南楚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
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当下的传统文化正在以更多样性、 更贴
合时代潮流的方式建立起与中国年轻人
的审美和情感交流， 为淮南楚文化基因
进行数字赋能创造出良好的机遇， 这种
方式更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出圈， 更有
利于楚文化与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 成
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一
大特点。

我们首先要打造“一城二水三地”的
文化特色， 离不开这几个重要的地区符
号，一是寿县，就是当年考烈王封给黄歇
的封地。二水围绕着长江和淮河，中国的
文化起源就是河流文化起源， 如果说黄
河是中原文化的缔造者。 淮河就是楚文
化的见证者。 他发轫于河南桐柏山，但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留给了安徽，也把故
事留给了安徽；三地其一是我们现在重
点挖掘的武王墩以及春申君黄歇的衣
冠冢 ，还有长丰的庄墓 ，即楚考烈王母
亲庄侄之墓，她在楚文化发展中有着不
可磨灭的贡献， 她在 12 岁曾拦下楚顷
襄王的车驾 ，后来嫁给楚顷襄王 ，让楚

王浪子回头， 实现楚国的阶段性中兴。
荆涂二山在蚌埠， 距离淮南比较近，是
楚文化流传之地，这里的三地就是一个
“大 ”淮南的概念 ，围绕着淮河 ，让武王
墩发挥出地域楚文化的概念，这样把楚
文化背后故事 “讲 ”出来 。 抓好文化落
地 ，打好淮南楚文化这张牌 ，对于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淮南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努力，让淮南楚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因地制宜 ， 高效利用淮楚文化资
源，迅速成立淮楚文化研究会。 定期在
淮南组织召开淮楚文化论坛，邀请专家
学者进行总结和交流，提高公众对淮楚
文化的认知水平。 总结提炼淮楚文化的
核心理念，利用好博物馆、考古场、文化
馆等重点场所以及淮楚文化标志性符
号在城市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收集、整
理与楚文化相关的历史故事，将其转化
为生动有趣的讲解资料，加大对楚文化
遗址、古迹、文物的保护力度，确保文化
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让淮楚文化成
为淮南不可或缺的发展底气，决定城市
的价值品质。

打造淮楚文化特色 IP，加快淮楚文
化文创产品的衍生把背后的文化故事
“讲”出来，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利
用好武王墩鼎、楚王“锸”、楚王玉佩、鄂
君启节节等重点出土文物，通过数字媒
体 、短视频的方式 ，讲述武王墩鼎与考
烈王的故事 、楚王 “锸 ”的进化记 、楚王
玉佩衍生的楚韵精神，通过鄂君启节节
与寿州窑的结合，打造特色鄂君启节节
陶瓷伴手礼 ， 推出以武王墩鼎 、 楚王
“锸”、楚王玉佩为原型的钥匙扣、书签、
摆件等 ，既具有实用性 ，又具有文化价
值， 让沉睡文物更方便地进入生活中。
运用数字赋能的宣传效应，参照陕西赳
赳大秦的情景剧，结合楚文化故事策划
拍摄“淮楚烽烟”大型古装情景剧，吸引
各地旅游爱好者，亲身参与和感受楚文
化的魅力 ，以楚文化为主题 ，打造一批
具有高水准的旅游景区。 可以对现有的
景区进行升级改造， 增加楚文化元素，
提升景区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文创产
品方面， 结合当下文旅爱好者的喜好，
设计出具有淮楚文化内涵且符合现代
文化生活需求的产品，满足游客的购物
需求，让武王墩的文物以独特的魅力走
进大众视野。

将楚服打造成为淮楚文化的新载
体，让我们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火”
出圈，助推文旅产业实现快速扩容。 加
大对楚文化服装元素的深入研究，楚国
服饰文化具有 “楚辞 ”的浪漫情怀和飘
逸 、流畅的动态之美感 ，目前市场较火
的汉服、马面裙等古装都传承自楚服的
特色， 山东曹县年度古装产值高达 70
亿元，所以打造特色楚服并在淮南推广
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可以招商引进楚
服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企业，打造
设计、制作、化妆、拍摄一条龙的完整的
楚服产业链，在旅游景区、博物馆、文化
馆等场所推出楚文化服饰体验活动，让
游客亲身体验楚文化服饰的魅力。 基于
楚文化特色 ，确定重点招商领域 ，如文
化演艺 、主题公园 、特色小镇 、民宿酒
店 、文创产品开发等 ，通过招商引进相
关企业 ， 可以促进楚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同时也可以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和时
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淮南等城市带来
更多的文化流量和经济收益。

搭建淮南-荆州-襄阳-淮阳-秭归
楚文化友好城市 ，整合各方资源 ，共同
传承和弘扬楚文化，提升楚文化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将淮南寿县文化节、八公
山豆腐文化节结合起来，统一纳入淮南
淮楚文化节 ，丰富文化节的内涵 ，打造
更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通过整合不同
城市的楚文化资源 ， 可以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推动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通
过文旅产业 、艺术呈现 、文创开发等各
种方式，为淮南带来文化流量。 加强文
创产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文创产业的
协同发展。 可以组织文创企业参加国内
外的文化展会 、交流活动等 ，拓展市场
渠道，提高产业竞争力。 同时，加强与旅
游、教育、科技等产业的融合，形成多元
化的文创产业发展格局。

数字赋能对于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巨大助益，通过迅猛发展的数字技
术 ，让更多的文化元素通过旅游 、短视
频拍摄、 互动演绎的方式表现更加年轻
态，更加接地气，所以数字赋能与文旅融
合发展是推动楚文化发展研究的良好方
式， 能够助推淮南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总之，淮南的事情淮南人自己做，希
望通过淮楚文化的打造， 展现我们的淮
南自信、树立我们的自豪感，实现淮楚文
化与数字赋能接轨， 展现我们淮南的力
量。

桐城名家梅曾亮评《淮南子》
高 旭

梅曾亮 （1786∽1856）是清代 “桐城
派 ”古文名家之一 ，上元 （今江苏南京 ）
人，曾受学于姚鼐，并为后者所赏识与推
扬，由此知名于文坛。 梅曾亮治古文“以
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具有
强烈的“救时济世”情怀，一生著有《柏枧
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
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平生虽非研治《淮南子》者，
但写有《淮南子书后》一文，从古文家的
视角出发，对后者有所评点。 他关于《淮
南子》的学术认识，言简不繁，在一定程
度上能反映出“桐城派”古文家的普遍看
法。

在梅曾亮看来，《淮南子》 一书最大
的特点是“剽窃曼衍”，与淮南王刘安“所
为文不类”。梅曾亮的这种认识具有双重

内涵 ：其所说 “剽窃 ”，乃是承袭前人所
言，主要是指《淮南子》一书广取博收、包
罗万象， 思想资料的来源具有显著的多
元性，甚而有些“驳杂”；其所说“曼衍”，
则是出于古文家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注意到《淮南子》一书具有“多为之辞，博
为之说”的文学特点。 梅曾亮认为《淮南
子》与淮南王刘安所写《谏伐闽越书》的
文风“不类”，实际上，是其没有把握到二
者写作取向的不同。 《谏伐闽越书》是刘
安呈给汉武帝刘彻的奏疏， 属于公文类
型，文字风格讲求严谨重朴，而《淮南子》
则是刘安试图赖以“流誉天下”的思想论
著，带有极强的学术与文学的个性色彩，
因此彰显汉人“极丽靡之词，闳侈巨衍”
的为文风格，“赋” 化倾向突出。 客观而
言，梅曾亮对《淮南子》所作“剽窃曼衍”的
评价，缺乏新意，并没有超出前人看法，更
遑论触及后者思想体系的要害所在了。
梅曾亮虽没有直接指称《淮南子》为“杂
家”，但其所言“剽窃曼衍”本质上是从传
统“杂家”说衍生出来的特定看法。

梅曾亮一方面对 《淮南子》 有所低

评，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淮南子》具有大
量保存先秦古籍资料的历史功绩， 认为
“自《吕氏春秋》外，存古书者莫多是书”，
进而还指出这“非东汉人为之决也”。 梅
曾亮对《淮南子 》“存古书 ”之 “多 ”的肯
定，符合历史实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其对《淮南子》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文
学与文献的范畴， 殊乏哲学思想上的重
视和探讨。

可贵的是，梅曾亮由于受家学影响，
其祖辈为清代著名天文学家、 数学家梅
文鼎，因而特别关注到《淮南子》在天文
学上的成就，明确提及：“惟《天文训》所
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则四分历，
章帝始行之”， 而且指出：“其二十四气，
亦与东汉更定者同”。梅曾亮对《淮南子》
天文学思想在两汉时期历史影响的揭
示，尽管缺少更为具体深入的论述，但却
敏锐看到了《淮南子》一书在汉代科技思
想史上的特殊价值。

对《淮南子》中的“二十四节气”，梅
曾亮也提出：“岂亦有后人附益者与”，怀
疑其具体内容不完全是《淮南子》本身就

有的，而是可能会有东汉时人的“附益”。
虽有所质疑，但对此，梅曾亮未能进一步
展开论证阐明，仍缺少坚实的历史依据，
只能是一种推测和假设， 因此其语气并
不十分确定。梅曾亮由此慨叹：“孔子曰：
‘信而好古。 ’岂不以非信之难，能辨其为
古者难欤？ ”

此外，梅曾亮在《淮南子书后》里，还
论及《列子》一书的特点及其与《庄子》之
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剽《庄子》者耳”。
但是，梅曾亮没有对《淮南子》与《庄子》
《列子》的关系有所置喙，特别是没有发
现《淮南子》同《庄子》之间极为紧密的思
想渊源和文风关联。

总的来说，梅曾亮对“绝代奇书”《淮
南子》的学术认识较为有限，除对后者天
文学价值的揭示外， 其他方面大都是踵
继前人而立言。 《评注续古文辞类纂》中
曾评《淮南子书后》一文说：“考论详明”，
如就梅曾亮对《淮南子》的简略认识而言，
并非确论。梅曾亮对《淮南子》的学术认识
的局限，在明清文士中并不少见，在“桐城
派”古文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是 11月 6日拍摄的武王墩墓发掘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 端 摄

武王墩出土的漆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