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是苦中有乐，苦中寻
乐，乐，永远是读书的主调。捧
一本心爱的书，与书中人物同
喜同悲，与书的作者来一番时
空交流，心灵从而栖息，精神得
以倦归，这是何等快意。与书
为友，坦坦荡荡，快乐将会陪伴
你的周围。与书为友，潇潇洒
洒，在恬淡静默中与智者对话，
你会拥有博大宽厚的心怀。

古人很善于从书中取乐，
悟出人生真谛。明代的救时宰
相于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
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将书卷比作多情的老朋友，每
日从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
愁苦与共，表达了读书不倦、乐
在其中的快意。南宋的爱国诗
人杨万里甚至把王安石（号半
山）的绝句当作路上的早餐：

“船中活计只诗篇，读了唐诗读
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
绝句当朝餐。”这种痴迷读书的
境界令人敬佩。

读书，可获得快感。无论
你是高歌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
谈渴饮匈奴血”还是捧着金庸、古龙的
武侠小说亦痴亦狂，或只是静静地坐在

角落品读郝思嘉的任性、俏皮、风韵、坚
强与执着，又或者抱着科幻书籍探求茫
茫宇宙，你都沉浸在书的海洋，与纷繁
的现实暂时割裂开来，没有现实的烦
恼，没有名利的欲望，只是随着那些语
言、那些故事、那些情感、那些思想，或
欢喜、或悲愤、或落泪、或思考。遨游在
书中看冷暖和百味，体会人生的艰辛和

不屈。每当读到一段精辟的思想
见解或者发人深省的警句时，会
令我感受到心灵的震颤，那是智
慧的火花带来对精神上的一次洗
礼，使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多读书，读好书，使人变得有
血有肉，富有情感。当我消沉时，
书籍会给我以鞭策和激励；骄傲
时，书籍会给我以谨慎和自省。
每每揽书入怀，犹如寂寞时面对
一位不期而遇的故人，温暖而心
动，所有的修养、亲情、信仰，都在
心头融化、奔涌，使我油然生出一
种凌绝顶而揽天下的豪迈气概。

平日里，我总是爱把闲暇时
间用在读书上。一杯茗茶，一本
书，那么惬意，似有一阵轻风迎面
拂来，心似花蕾般慢慢绽放，心情
也随着每行文字或感慨、或震撼、
或流泪。读着，读着，书本从手中
滑落，睡眠像婴儿一般，甜美、深
沉。拥有宁静的时光读书，实在
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徜徉在
书中看朝霞和白云，体会生命的
灿烂和寂寞。

读书，是用心去读，是心与心
的交融。在书的境界里飞翔，沉

淀自己的思想，拥有一份空灵一份真
情，去追求人生的真谛，享受美好的生
活。

2018年新年，民乐公路管理段结合职工冬训和冬季养护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了
“迎新年”联欢会，进行了单人项和集体趣味性系列文体活动。活动项目主要包括
乒乓球、台球、扑克牌、跳棋、拔河、踩气球、摸石过河、绑腿跑、顶气球等13项比赛。
一个个既益于职工身心健康，又集娱乐性、广泛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娱乐活
动，使每位职工都能积极参与其中。 陈银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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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水市麦积区新华书店主办的
《新华讲堂》特邀专业画家、麦积区美术馆
馆长杜未以《漫谈中国画》的方式，为广大
读者和书画爱好者作了一堂专业的书画普
及讲座，让广大读者乐享中华博大精深和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中国画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
化和丰富的美学思想，在世界美术领域中
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成为东方绘画体系的
主流。杜未通过多年的书画研习、创作经
历，以传统中国画分类、材质、形式为切入
点，就如何提升书画爱好者的审美、鉴赏能
力，引导书画爱好者深入理解中国画以形

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内涵，这种植根于民
族文化的美学思想，形成中国画气韵生动
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特色，值得书画爱好者
学习借鉴。

讲座结束后，杜未和聆听讲座的部分
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共同创作《盛世和
鸣》歌盛世、颂党恩等讴歌新时代的书画作
品。

据悉，2017年，麦积区新华书店成功开
办了《我是朗读者》《新华讲堂》，每逢周末、
节假日轮番开展，致力于打造与读者互动
交流的精神家园，国学、文学、音乐、美学等
系列讲座，为读者搭建了相互交流、相互学
习的平台，深受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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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耀辉

为加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深刻领会
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发全段职工学习十九
大报告内容的自觉性，日前，泾川公路管
理段开展了“学好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
走”知识竞赛活动。知识竞赛内容以党的
十九大报告、单位各项管理条例为主。比
赛分个人必答题、集体必答题、抢答题、风
险题四种，其中还有观众互动环节。本次

竞赛共有四支代表队参赛。
各参赛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风采，

体现出队员不仅在工作中是精兵强将，
党建素质也是相当地过硬。经过一番激
励角逐，最后段机关代表队获得第一名，
隧道专业养护队获得第二名，泾川养管
站和长庆桥养管站分别获得第三、第四
的好成绩。观众互动环节中，大家踊跃
举手，积极参与，将现场气氛一次又一次
推向高潮。

泾川公路段“学好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知识竞赛顺利举行
□赵燕子张文娟

所谓“西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
义的西域，通指古代新疆。广义的西域，
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囊括
了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和西亚的部分地区。
西域向来扼扣亚洲腹地要道，尤以丝绸之
路连接东西方文明，备受考古工作者的重
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是
这方面的专家，多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寻访古城，赴日本、英国、美国、瑞典等国调
查流散海外的文物，著有《西域文明——考
古、语言、民族和宗教新论》《汉唐西域与中
国文明》等多部著作。

我曾读过他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
讲》。作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既体
现了专业的扎实，也起到了普及之功。林
梅村的近作《西域考古与艺术》分作十五
章，在形式、篇幅、气质上都和《十五讲》很
接近，同属学科通识读物。

梳理该书，可分四类：第一类涉及民族
迁徙，包括1、3、6、7章所讲述的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大月氏人、乌禅幕东迁和丝绸之路
上的粟特人；第二类涉及古城考察，包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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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13章的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藏《石堡战
楼颂碑》；第四类为其余各章，分述汗血马、五
花马、黄金、珠宝、吐蕃番锦等珍品研究。

民族迁徙带来文化交流，定居聚落发
酵新兴观念，碑刻记录相关事宜，实物包容
大量信息。我之所以要详列各章节主题，
是为了说明该书的写作方法，既系统又分
主题地抓重点，所据者大多是丰富的考古
材料，由此得出作者的考证和见解。

以《乌禅幕东迁蒙古高原考》为例。林
梅村依据墓中出土的铜镜、带扣、铜镞等文
物，结合典籍记载和民族生活习惯，推断乌
禅幕文化就是哈萨克斯坦南部塔斯莫拉文
化。乌禅幕东迁，把中亚黄金工艺传入天山
南北，依据就是在新疆青河县发现的两件中
亚艺术风格的动物纹金饰品和一件塔斯莫
拉式青铜鍑。他们还给匈奴人带来了中亚
希腊化艺术，依据就是，俄罗斯外贝加尔湖
查拉姆匈奴墓出土的希腊神话半人半羊森
林之神萨提尔金饰件，与意大利卡比托利欧
博物馆藏萨提尔面具，如出一辙。另外，汉
代中原艺术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林梅
村以各地汉墓发掘的麒麟、狮子玉器，佐证
汉代辟邪文化受到中亚艺术风格的影响。

西域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对各种宗

教和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同宗教
的杂糅和交融特别突出，反映在艺术交流
史上，中国接受外来艺术的特征，或者外族
接受中国艺术的特征，也无不受到该艺术
的使用价值、被整合的难易程度、各种艺术
之间的冲突等因素的制约。比如，大宛汗
血马得到汉人喜爱，不仅在于改良马种，更
被武帝视为“天马”。汉朝墓葬、壁画、雕像
里就有大量的西域良马作品。中国历朝历
代都有代表天命的祥瑞，大多是远方的贡
物，它们的形象永久地保留在艺术史上。

西域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两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莲花、忍冬纹和佛像、飞天、菩提
树叶等，经常出现在壁画和器物装饰。西
方的葡萄、石榴、独角羊等也相继传入，它
们的形象出现在唐五代陶瓷、金银器等工
艺品装饰上。另外，不同民族的身份往往
决定所传播文化的特征。丝路作为大陆国
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网，居中为媒
介者如粟特人、波斯人、大夏人、安息人、吐
火罗人、叙利亚人等，亦将景教、祆教、伊斯
兰教等，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日常，而这些
外族人后来也很多被我们同化，成为我国
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张光直曾有言，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古
代遗存来研究古代文化及文化史的学科。
它既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遗存的揭示，也
包括对认识结果的交流。必须去发现遗物
与人类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中具有
的内在共同特征。林梅村的著述建立在大
量考古新发现、墓志碑刻以及传世文献记
载的基础之上，用简练的语言和图片相配
合，因此呈现出扎实的说服力。

□ 赵青新

考古所见之西域艺术交流
——读《西域考古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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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硕

这种新创制的“袖珍木壶”具有新、
奇、特、巧、轻的艺术风格，既不能盛酒，也
不能沏茶注水，而是为适应新时期新时代
文化艺术市场的新需求而创制出来的一
种新型手工艺品，具备把玩、观赏和馈赠
的艺术功能，具有一定的收藏艺术价值。

制壶技艺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是一
项横贯古今的传统手工艺。壶在中国古
代，通称为盛酒的容器，早在商代就已问
世，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盛行，多为青铜制
品。如春秋时期制造的《莲鹤方壶》《鸟
兽龙纹壶》；战国时期制造的《重金络壶》

《曾姬无恤壶》《错金银立鸟壶》等，均以
动物形态为制壶造型，显得富丽、生动、
别出心裁，巧夺天工，层次分明，质贵艺
精，既实用又美观庄重，为唐宋及以后各
个朝代制壶技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也为后期陶壶、瓷壶、砂壶、鼻烟壶等
新材料制壶技艺的创新和研发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技巧。《阳羡茗壶录》是明代周
高起专编紫砂壶的一部专著，也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描写制壶技艺的
著述，素有“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
金”之称誉。

在中国古代，盛酒的称作酒壶，泡茶
的称为茶壶，注水的称为水壶，另有冰壶、
漏壶、喷壶、鼻烟壶以及圆壶、方壶、扁壶、
瓠壶等各种不同造型和式样，可谓千姿百
态，品种繁多，美不胜收。制壶技艺最早
出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壶，商周时期
为青铜壶，其造型主要有圆形、方形、椭圆
形为主，有壶嘴、壶腹、壶柄、壶盖等组
成。在汉代方形的壶称作“钫”，圆形的壶
又称作“钟”。《诗·雄风·七月》中就有“八
月断壶”之记载。

“袖珍木壶”是在继承中国历史上陶
壶、青铜壶、紫砂壶等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皖南山区稀有的特有
红豆衫、东南亚名贵小叶紫檀、黄花梨、大
红酸枝等名贵树材为原料，全手工精作细
琢而成。

“袖珍木壶”每件作品壶高不超过7公
分，宽不超过 5.5 公分，可谓玲珑小巧，携
带便捷，体态轻盈，庄重端雅。“袖珍木壶”
的制作关键是选料。制作木壶的材料一
定要精选木质坚硬，纹理致密，皮褐而泽，
肌细而腻，保重而坚，光润而鲜的高档珍
贵稀有树种的原料，制作出来的木壶，方

显得纹理清晰，庄重典雅，轻盈透体，放置
案头，搁置壁墙，托在掌心，久思耐观，令
人遐想思远，具有心旷神怡之情感。

“袖珍木壶”制作技巧主要源自于大
胆构思，精巧设计，做到每件作品式样不
一，件件不雷同，达到上下对称、左右均
衡、完整统一、盖体严密、纹理顺畅、古
朴典雅。一件成功的高档木壶制品，经
选料、制胚、脱水、防腐、掏堂、通流、凿
把、修边、镶嵌、琢磨、抛光、打蜡等几十
道工序全手工精作制成后，还需要达到
落地不碎，久置不腐不霉不蛀，在寒暑等
不利气候条件下，达到不走样、不变形、不
离缝、无异味、色泽如新、感观依旧、绿色
环保。

“袖珍木壶”既有单件作品，又有组合
套件。单件作品主要有“连里同心”“杯色
净玉”“杏雨梨云”“曲径幽通”“紫气东来”

“渔舟唱晚”“阳春白雪”“镜花水月”“鸿鹄
之志”“红豆相思”“孟德问贤”“太白遗风”

“青莲风味”“栉水沐雨”“噤若寒蝉”“层峦
耸翠”“姚子雪曲”“白云生谷”等二百多种
不同形态造型的精制作品。组合套件主
要有“七星拱月”，即由七件小巧玲珑的

“袖珍木壶”所组成，寓意“七星拱月”之意
境，既可单手把玩，又可整体观赏，是文人
雅士书斋亭阁摆放装饰的珍藏上品。故
有人赋诗赞道：“金星檀木质地坚，千琢万
磨出奇品；一朝把玩在掌心，引得群星拱
月明。”并称之为“草堂屋虽小，心灵手艺
巧；壶内乾坤大，奇品天下扬。”2016 年在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作品评比中，“袖
珍木壶七件套系列”作品一举获得金奖，
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为藏品。

一件小小轻巧的袖珍木壶艺术作品，
看似简单平静，细想深究，却含有丰富多
彩的文化内涵、高超的传统手工制作技
艺，大胆奇特的布局构思，千姿百态的艺
术造型，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产品中的一
颗新颖奇葩。

新型手工艺品—袖珍木壶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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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雪

农历十二月是一年里最后
一个月份，故称“岁尾”，还有腊
冬、残冬、穷冬、腊月、冰月、余
月、极月、清祀、冬素、大吕等多
种称谓。腊月也是12个月当中传统风俗内
容最多的一个月。比如吃腊八粥、过小年、
供“灶神”、熏腊肉、泡腊八蒜等等。老舍先
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介绍说：“这一天
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来，
为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
翠，醋也有了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
多吃几个饺子。”

总之，腊月可以看作是新春佳节的一个
准备阶段。在这腊月里，北方人一定会冒着
寒冬打扫屋子，准备年货。南方人也在积极
地为过年做准备，比如做年糕等等。如果
说，春节是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日的话，那
么在众多的人看来，腊月里的欢乐，腊月里
的忙碌，腊月里的期盼，丝毫不逊色于正月
的春节。

农历的腊月，其“腊”者，原是岁终的祭
名。汉应劭《风俗通义》讲：“夏曰嘉平，殷曰
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
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还有一种说
法，即“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
也。”“腊”与“猎”通假，“猎祭”亦为“腊祭”。

《玉烛宝典》云：“腊，一岁之大祭。”《独断》
云：“腊者，岁终大祭。”《荆楚岁时记》云：“孔
子所以预于腊宾，一岁之中盛于此节。”而

《礼记·月令》记载得更详细：“孟冬之月，门
闾腊先祖五祀。”早自周代便在这个月举行

“岁终之祭”，亦称“腊”。有道是南北朝时
期，在十二月初八这一天，民间要猎杀禽兽

举行大祭活动，拜神敬祖，以祈福求寿，避灾
迎祥。称之为“猎祭”。腊祭的对象，则是列
祖列宗以及五位家神。五位家神指的是门、
户、天窗、灶、行（门内土地）。虔诚奉上各式
祭品，答谢祖宗与家神的保佑恩赐，祈求来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合家康
宁。

北方小年为腊月二十三，而南方小年则
是在腊月二十四这一天。不知何故也。腊
月二十三是腊月里最隆重的日子，全民都要
恭送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在民间一定要
请灶君吃了胶牙糖，意思是粘住灶王爷的
牙，使他无法对玉帝说咱的坏话。所以一进
腊月，到处都是卖灶糖的摊贩。鲁迅先生在

《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云：“只鸡胶牙糖，典
衣供瓣香。”丰子恺在他的随笔《过年》中讲：

“廿三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先盛一大
碗供在灶君面前，然后全家来吃。吃过之
后，黄昏时分，父亲穿了大礼服来灶前膜拜，
跟着，我们大家跪拜。”

腊月就是个忙年的月，家家户户蒸豆
包、包子、馒头，东北蒸黏豆包、黏火烧，包冻
饺子。民间有这样的风俗，直到正月十五之
前是不能再蒸馒头的，所以，腊月里一定要
蒸够一家人半个多月所吃的东西才好。所
以有人说，过年呀，应该从“过小年”，或说从
喝腊八粥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年一直要过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甚至到二月二“龙抬头”
那天，这年才算结束。

腊 月 说 腊
□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