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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身上有其他民族所

没有的品质，那就是温良。”

近日，河南汛情告急，人民子弟兵、多省份
应急救援力量连夜奔赴现场。一幕幕救援场景，
感动着无数网友。如上所述，有网友引用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的台词，表达激动心情。

“你出生的第一天，就要面

对这世界的洪水猛兽。即使

只剩一束光，我们也要尽全

力为你点亮。”
近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一楼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突然停电。
产房里，在备用灯的照耀下，医护人员迎来新生
儿。凌晨时分，主要负责接生过程的护士，在结束
了一天的疲惫工作后，不禁有感而发，引来众网友
点赞。

“这次家乡灾难给我的就业

启示：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

献有价值的人。”
7月20日，一个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文

档出现在网络，24小时里，从一个普通的表格，变
成一个250多万次浏览、2万多次在线编辑的“救命
工具”。救命文档的创建者是河南籍女大学生
“manto”。经媒体报道，收获无数网友点赞。对
此，她发表以上感想。

“受翼龙无人机滞空时间限

制，公网恢复时间只有五小

时，请尽快联系家人。”
科技助力抗洪救灾。河南暴雨致灾后，有群

众收到上述短信通知。7月21日晚，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回应称：“翼龙”—2H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系
统是航空工业为应急管理部打造的应急通信国家
力量，可定向恢复50平方公里的移动公网通信，
建立覆盖15000平方公里的音视频通信网络。针对
灾区“三断”情况，通过融合空中组网、高点中
继等技术，实现图像、语音、数据上下贯通横向
互联。

“没钱，而且年轻人现在可

替代的娱乐项目很多。”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国现存KTV企业不
及七年前一半，KTV行业近些年一直走下坡路。
获赞数较多的网友评论，似乎指出了一部分原因：
娱乐消费市场供给能力不足，KTV主力消费人群
也在悄然变化。

“现在的这些所谓小鲜肉

们，麻烦你们学习一下华仔

的敬业、专业和谦虚吧！”
近日，一则刘德华出道40周年的视频刷屏。自

1981年从事演艺事业以来，刘德华认真做好每一件
事情，虽然他也“会哭”，有时也“很笨”，但从
未停止过脚步。视频最后，刘德华说：“这个40周
年当然要庆祝，但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周年，而
是庆祝一个人认真工作了40周年。”对此，网友们
纷纷点赞。

“我更愿意花5分钟来找一首

歌。找到所在位置，开始播

放，这个过程就足够了。”
最近，《大风吹》等“塑料粤语歌”走红。

音乐迷们似乎更爱老歌，以上即一位网友分享自
己听经典粤语歌曲时的感受。有音乐评论家指
出，香港和广东本土创作的粤语歌，似乎越来越
难以产生全国性的广泛影响力。优秀的粤语原创
如何打破地域和时空的界限，再度引领风潮，是
粤港音乐人共同致力解决的一个课题。

“超过七年时间的友谊”

“七”在感情中是个神奇的数字，据说源于人
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有网
友据此在网上发起上述话题。在各种回复中，获赞
数最多的一条评论这样写道：“渐渐觉得，友谊这
个东西已经被世人捧得太高，它跟永恒其实没有太
大关系，换了空间、时间总会有人离去。也总会有
与你心有相通的同伴不断出现，来陪你走接下来或
短或长的一段。所以，不要太念念不忘，也不要期
待有什么回响。你要从同路者中寻找同伴，而非硬
拽着旧人一起上路。”

念兹在“淄”，“淄淄”作响

近日，与众不同的淄博烧烤火了，其最具特
色的是小火炉和小饼。上肉串之前，每桌先发一
个小火炉。肉串烤罢，需用小饼把肉一裹，抹上
甜面酱或辣酱，再加上小葱，既能增饼之香气又
能解肉之油腻。江湖路远，人生串长。周末了，
可以考虑去淄博撸串。

（□记者 卢昱 整理）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 璇

“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炎炎
夏日，执一把团扇，或能感受古诗词中的袭
袭凉风。中国历来有“制扇王国”的美称，
扇的传承发展历史悠久，扇面文化亦源远流
长、丰富多彩。尤其在宋朝这个文化繁荣的
高光时刻，扇面艺术获得了长足发展，方寸
绢丝上，山水亭台、花鸟虫鱼，刻画细致入
微，美得让人惊叹。

宋元时期流行团扇画，《葵花蛱蝶扇面》
图卷正是诞生于这一时代的巅峰之作，堪称扇
面中的佼佼者。《葵花蛱蝶扇面》图卷出土于
山东邹城明鲁王朱檀墓，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此卷为绢本，金粉设色，尺寸纵24 . 3cm、横
25 . 5cm。分甲、乙两面，一面画一面诗，诗画
双绝。

甲面绘的是葵花蛱蝶图。通幅赭色渲染，
以没骨法绘出蜀葵与秋蝶。画面上，金黄色的
葵花恣意怒放，硕大而绮丽，花瓣细纹清晰，
红蕊微吐，花叶淡墨勾边，朱笔绘出的纤纤叶
脉，笔触细腻，右上方一只彩蝶闻香而来，欲
飞欲落，悠然悬于花丛之上。即便历经千年，
色泽已光鲜不复，却仍能看出它的精细雅致、
层次分明，显得丰满而生动。

乙面则为宋高宗金字草书七绝一首：“白
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
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整首小诗笔法洒脱
婉丽，笔意清楚，流畅且浑厚，飞动而兼沉

着，可见其深厚精湛的书法造诣。作为宋徽宗
的儿子，高宗赵构同样尤为精通书法。

这首明显颇为凄凉颓废的七绝诗，也让本
来趣味盎然的“蝶恋花”画面，平添了几分感
伤。诗画相映，意韵深远，透过这一方小小的
扇面，我们仿佛能够看见，那位独自立黄昏的
高宗皇帝，正对着一片山河破碎、秋风萧瑟之
景而叹息伤怀。

《葵花蛱蝶扇面》图卷两面均无署款，原
本是出身不明的。幸而，摊开长长的画卷，拖
尾空白上显露的几行跋文，意外地为它镀了层
光灿灿的金。

画上方钤有“皇姊图书”朱文印，“皇姊
图书”是元鲁国大长公主的收藏印。在元朝时
期，《葵花蛱蝶扇面》图卷被鲁国大长公主祥
哥剌吉所藏，并在其上钤“皇姊图书”朱文
印。祥哥剌吉是元武宗海山之妹，被誉为“中
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收藏家”，她的藏品包括
《清明上河图》等众多名画，数量及质量都相

当可观。
在收藏画上钤印表示收藏之精，这种现象

在早期多见于宫廷内府皇室收藏，以前宫廷内
府或私人收藏多有专人及书画鉴赏家将内容、
尺寸、印章、题跋等资料作详尽记录，诗、
书、画、印妙趣贯穿，不仅使画卷更加完美，
还可以作为鉴定画迹真伪的佐证。明代初期宫
廷强烈的汉文化中兴心理，使皇室追求宋代画
风的复兴，当时皇室、贵族是艺术风格的主导
者，宋画写实严谨含蓄深远的诗情韵致，正符
合他们阶级身份的需要。

据《墨缘汇观》记载：“考大长公主凡所
藏名书画，皆命冯子振、赵岩等题识。”而作
为珍品之一的《葵花蛱蝶扇面》图卷，自然也
没能逃脱被“题识”的命运。

元人冯子振在图卷拖尾处题诗并序———
“宋高宗德寿宫题葵花扇面，后二百年，人间
得之，以为珍玩，三叹物色，敬书二十八言：
绘墨清新德寿宫，戎葵生意畅西风，金晖留照

倾心蠊，秋在黄裳正色中。海粟道人冯子振百
拜。”后面接着还有元人赵岩的题诗：“香凝
御墨晓凉催，不与凡华一样开，日落中原何处
在，倾心谁与酹金杯”。

也正是因为冯子振所题的这段跋文，才得
以确认，扇面上这一首七绝诗，竟是大名鼎鼎
的南宋开国皇帝赵构的御笔亲书！有了“帝王
书法前三甲”的宋高宗做“背书”，即便正面
的“葵花蛱蝶图”不知是否同为御笔，来历难
以考证，也已充分奠定了它高贵的身份和珍稀
的价值。

这幅画卷钤还有宽边朱文“司印”二字的
押缝印。“司印”为明代宫内执掌书画库的
“典礼纪察司印”的三分之一，六字印分三行
排列，另两行“典礼纪察”四字被钤于册中，
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典礼纪察司是古代掌
管制度礼仪的部门，职能范围甚广，其中包括
对书画库的管理。“司印”二字钤印说明朱檀
就藩兖州府时所携书画已办理登记在册手续。

明初以后，此卷辗转归朱檀所有，朱檀少
年薨逝后，它也随之葬入明鲁王墓，是最为珍
贵的随葬文物之一。1971年，在考古工作者们
的发掘和保护下，这卷极富传奇色彩的扇面珍
品才得以重现人间。

《葵花蛱蝶扇面》图卷历经宋、元、明
三朝，皆是皇室珍藏的“团宠”，大家甚至
都舍不得将它做成扇子拿在手中把玩，可见
其显赫身价。它是我国古代书画艺术和书画
收藏的珍贵资料，对研究宋代
书法绘画、元明皇室收藏史、
扇面文化发展等领域都有着重
要意义。

团扇，团扇，不止“美人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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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蛱蝶扇面》图卷

全球57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国有15个，夏津古桑树群是山东省唯一———

好一片桑海

□ 本报记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邓美平

好一片桑海！若非借助当前的航拍设
备，很难想象出6000余亩古桑林的样子。见
了，便忘不掉：那片绿色的古桑林海之上掀
起层层“叶浪”，让人仿佛能嗅见椹果的香
甜；偶有裸露的地表，也是稍有起伏的沙
丘，连出好看的曲线。

德州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是一片典型
的人文森林，既是黄河流域农桑文化和中国
农耕文明的代表，也是“沙海变桑田”的历
史见证，2018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最盛时期桑林达6万-8万亩

古桑群历尽风雨，在新时代绿色发展理
念的浸润之下，其文化群落和桑树一样，越
发枝繁叶茂。如今，珍贵的古桑树中相当部
分被划进颐寿园内保护，门口处立有一座精
巧的石碑，底座前黑底红字刻着“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字样。

“平原地区保存如此完整的古树群落非
常罕见，其价值无法估量。”夏津县文化和
旅游局四级调研员李正阔对这片古桑树群甚
为痴迷，如数家珍：这一称号概念上等同于
世界文化遗产，截至目前，全球共有21个国
家57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埃及锡瓦绿
洲椰枣生产系统、印度科拉普特农业系统、
坦桑尼亚的草原游牧系统和农林复合系统
等，我国有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浙
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
与茶文化系统等15个，夏津古桑树群是山东
省唯一。

“夏津”名称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
是春秋时期“齐晋会盟之要津”，另一说法
则传为夏代之黄河渡口。无论哪一论述，其
自西汉初年置县至今已有2200余年。

黄河是哺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黄
河多次流经夏津，又多次改道，每次迁徙后
都留有故道遗迹。对夏津影响最大的故道有
两条：一是东周黄河故道，二是宋时黄河故
道。宋时黄河改道后为这里留下了一片30万
亩连绵起伏的沙丘地。当地有“无风三尺
土，有风沙满天，关门盖着锅，土饭一起
咽”的民谣。

“为了治理这条狭长的绵亘沙丘，当地

人开始种植桑树，这一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
上千年。”李正阔在研究该段历史时，每每
被劳动人民的坚毅所打动。“这是一项伟大
的生态建设成就。”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位功臣——— 清康熙
年间“治沙县令”朱国祥。在清乾隆《夏津
县志·名宦》中对于朱国祥的记载全文仅寥寥
158字，却集中展现了其勤政爱民功绩：“钱
粮不索火耗，词状皆令自拘，征漕悉革陋
规，劝农备极勤恳。”“在任六年，兴利除
弊，知无不为。至设立新庄，安插流民，给
牛种免徭役，另自为甲，其法甚善。修城按
庄分工，各定边界，百姓欢呼，如治己事，
至今遵焉。”“复升东昌知府，夏民闻之趋
迎，几至空市。”

更多的故事流传在民间，据传朱国祥
“巡于邑之东北黄河故道之沙区”，见“地
半沙滩，不宜禾稼”，他又了解到，百姓在
元、明时期就有植桑的传统，但是并不成规
模。后屡议而得“广植草木以祛风而固沙，
种桑果兴蚕业而裕财用”，遂“亲绘造林
图，择取树种，分区布划，植桑养蚕”；一
个创新的方法是“包袱地”：即地之周匝植
树，而其中禾稼，“无风沙之害，而得稼穑
之获”。经过一段植树热潮，最盛时期当地
桑林达到6万-8万亩之多，有“此间树木繁
盛，援木攀行二十余里”的记载。

后人曾自发建造三座“朱公祠”，清雍
正时恩县知县陈学海听说当地“先拜朱公，
后拜祖宗”，有诗赞曰：“苍椹奠得民安
业，处处丰登乐岁畦”。在颐寿园内新建的
朱国祥纪念馆记者看到，这里收集保存着旧
时使用的桑叶碗、桑木车、桑木扁担、桑木
水桶、桑木耧等生产用具。夏津县史志办原
主任李宏升说，百姓谁不爱好官，一位好官
员常常能改变一方民风，并能影响数百年或
更长久。

桑里珍藏的文化遗产

认为“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的散文家梁衡，曾两次到访夏津古桑林，他
描述道：“黄河万年流淌，桑林千年不老。伟
大的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给我们提供
了自然界的黄土——— 最充分的劳动材料；勤
劳的祖先又对故道里的黄土进行耕作加工，
创造了物质财富及与之相应的精神财富。这
就是夏津古桑林里所珍藏的文化遗产。”

在人们植桑缫丝的过程中，古桑林也使
得黄河故道曾经蜿蜒的堤坝，被不断压缩、
钙化、提纯，向上是桑树茁壮虬劲的枝干，
向下是它们发达稠密的根系。站在大自然角

度而言，桑群在时间流逝中形成一种独特的
生态系统；站在人文角度，则在历史长河铸
就了我国的农桑文化。

李宏升介绍，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桑立
国，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国五千年文明
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周至东汉末年，黄
河中下游都是我国桑蚕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秦汉时期，以农为本，劝课农桑，四五百年
间，桑蚕生产发展很快，出现了丝绸之路交
往的繁荣。“治理风沙和生产布帛，兼具生
态和经济效益的桑树得到了大发展。”

唐代中后期之后，黄河故道地区桑蚕业
遭受战乱严重破坏；但战乱也使桑椹、桑叶
的食用药用价值被人们重视。“安史之乱让
北方的桑蚕业遭受打击，北宋时期虽有所恢
复和发展，但已落后于江南。”李宏升介
绍，南宋之后，受棉花栽培逐步扩大，我国
桑蚕业整体趋于萎缩；但夏津黄河故道地区
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状况，人们进一步对桑
树进行改良，果桑种植规模却有所扩大。

近代战乱频发，本已成规模的夏津黄河
故道古桑树群又遭受破坏，而从上世纪末至
本世纪初，因棉花效益比较高、种植面积扩
大，而桑椹难保鲜，效益不高，古桑树又被
大量砍伐，至今仅剩6000余亩。

李宏升说，“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从‘养
蚕缫丝’到‘绵、棉并重’再到‘以棉为
主’，从‘叶用桑’到‘果用桑’的转变，
也折射出桑文化的兴起与衰弱，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

桑文化全面渗透“衣食住行”

闫庙村是夏津古桑树群12个核心村之
一，现在已划归为夏津县生态旅游区。村民
闫登全有40棵继承自父亲的桑树，“父辈们
亲手栽下的桑树，和颐寿园的古桑一样很珍
贵，我们关心它们，有没有病虫害，收成咋
样，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每年5月中旬，夏津就会举办“椹果
节”，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采摘。但椹
果很多都挂在高高的枝头，看着红得发紫的
桑椹，用力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所以，闫登
全和其他果农便晨起“抻包晃椹”，日头东
升时已在林间支摊卖椹果。因为晃椹是体力
活，老人做起来很吃力。所以每到此时子女
往往暂停手中工作，赶回家乡进行收获。
“桑树能活很多年，传给我儿子，再传给孙
子，这也是留给后代的一点东西。”闫登全
从椹果落在布兜上的“哒哒”声中长大，他
说自己一直“挺喜欢这声儿”。

“桑文化与黄河文化，以及当地鼓文

化、民俗文化等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历代
传承的文化系统，桑文化已渗透到百姓衣食
住行的每一个角落。”李正阔介绍，夏津县
传统文艺活动主要有架鼓、高跷、旱船、小
戏曲（又称“小调子”）、剪纸等。

初次见张显祯应是5年前，在后屯村他
家的小院里，满院花香。当时他正走乡串户
搜集夏津当地民间流传的小调，整理成册，
以防失传。其中一首就是黄河故道民间小
调：千年古树连成片，万亩杂果紧相连，故
道的树啊，故道的园，故道的水土养育了
俺……

张显祯是村里文艺社团的发起人，近
几年，搜集整理和创作黄河故道民间小调
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其创作的快板《植
桑》描述的便是朱国祥带领百姓种桑防沙
的故事，他还写过很多赞美母亲河的诗
歌。他还是一位架鼓技艺高手，“我有一
副桑木鼓槌，平时不太舍得用。”4月初，
作为县里的文化交流项目，他和后屯村文
艺队的几位队员，第三次去往新疆墨玉县
传播架鼓技艺。

夏津的剪纸队伍也不小，在市民活动
中心每周都有免费的剪纸课程，往往需
“排号”才能上课；德百集团以古桑群为
依托建设的旅游项目“椹仙村”里，有为
剪纸老师专设的工作室。县剪纸协会会长
韩霞也时常带会员们到各学校给孩子们上
剪纸课，“夏津剪纸艺人都有桑树主题的
作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我的老师姜
存荣的系列作品。”姜存荣是夏津剪纸非
遗传承人，今年75岁，她完成了很多与桑树
有关的作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卧龙树》等都备受赞誉，剪刀和刻刀下
的桑树叶脉分明，树下母子手摘椹果的形
象深入人心。

马堤吹腔是当地最具特色剧种，也是山
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夏津县白马
湖镇马堤村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已年过八十
的宋本山曾根据朱国祥的事迹，创作过一部
剧本，名为《赤脚县令》。后在县委宣传
部、县纪委监委等部门支持下，改编为“马
堤吹腔”电影，正计划搬上银幕。

夏津“椹果诗歌（散文）节”已举办三
届，叶延滨、舒婷、欧阳江河、徐刚、廖
奔、梁衡等文化名人都曾来到古桑林，创作
出大量描写古桑林的优美篇章。德州市作协
副主席齐兆全说：“诗歌因为椹果变得甜
蜜，椹果因为诗歌而获得生命和永恒。夏
津，作为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取之
不尽的人文素材。古桑树，作为鲁西北最高
的庄稼，有着写不完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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