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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公共文化活动信息（二）
活动时间

沁阳市

1月每天

1月每天

周一至周五

截至1月10日

2月5日至12日

2月5日至12日

2月9日至11日

2月9日至12日

1月20日至2月12日

1月20日

1月20日至2月12日

1月31日至2月12日

孟州市

1月23日

1月下旬

1月1日

春节期间

1月10日

1月1日

1月23日

1月每周六晚

1月1日

1月1日

1月中旬

1月1日

1月中旬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修武县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

活动地点

文化艺术中心广场西侧

沁阳市文化馆二楼

沁阳市文化馆一楼非遗展厅

沁阳市文化馆一楼展厅

市联盟文化广场

市文化馆

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

天宁寺

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

市图书馆

市博物馆
西向村、景明村、宋寨村、邘邰

村、西沁阳村、南关庄村

老电影院

文化馆

海尔广场

博物馆

大定办事处

大定办事处

大定办事处

大定办东关村

莫沟

莫沟

河雍办文化站

河雍办文化站

河雍办文化站

河雍办东田丈村

滨河公园

梧桐村祠堂内

市影剧院

综合文化中心

河阳文化中心

各村、滨河公园

文化城

文化城

周庄镇文化中心

郇封村文化中心

王屯乡文化中心

王屯乡文化中心

西村乡文化中心

云台山镇文化中心

五里源乡文化中心

城关镇文化中心

城关镇文化中心

城关镇文化中心

活动名称

沁阳唢呐艺术图片展

沁阳市山水风光摄影展

沁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不忘初心 致力前进”——荣国

明书法作品展
春节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

沁阳市第九次根雕作品精品展

春节民间艺术会演

天宁寺迎新春戏曲会演

“书香沁阳 喜迎新春“楹联文化展

“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迎新春书画展

迎新春怀梆送戏下乡

孟州市2017春节晚会

免费送春联

历史名人廉政文化图片展

庆新春中国传统节日荟萃图片展

组织村（社区）文化专干、文化团体
负责人培训

“庆元旦、迎新年”长跑活动

春节文化活动晚会

和睦家园大讲堂

戏曲《公仆情》演出

莫龙湖环湖健走赛

手语舞培训

机关趣味运动会

文化超市操作培训

第四期孝心饺子宴

贫困帮扶

老戏迷交流活动

梧桐春节文化活动

春节舞蹈节目

书法绘画作品征集

春节摄影展

组织元旦活动（迎新年戏曲晚会）

组织春节活动（2017春节电视晚
会）

机关舞蹈队培训

剪纸培训班

春节文艺会演海选

广场舞技能培训

各村春节会演

举办职工运动会

免费赠送春联

成立后庄村舞蹈队

开展培训活动

免费赠送春联

承办单位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文化馆

沁阳市图书馆

沁阳市图书馆

沁阳市博物馆

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宣传部

文化馆

博物馆

博物馆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和睦家园办

和睦家园办

东关村

文化站

文化站

文化站

文化站

文化站

东田丈村

上段剧团

老年协会

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

河阳办

河阳办

修武县人民文化馆

修武县人民文化馆

周庄镇文化站

郇封镇文化站

王屯乡文化站

王屯乡文化站

西村乡文化站

云台山镇人民政府

五里源乡文化站

城关镇文化站

城关镇文化站

城关镇文化站

联系电话

13938133559

13938133559

13938133559

13938133559

13938133559

13938133559

13938133559

15738567888

13721485187

13721485187

15839130966

13639625888

13938159558

13707685758

13728664078

13782664078

13939135266

13939135266

13939135266

13598528858

13782733626

8511052

13513822781

13513822781

13513822782

13569175818

13939125171

13782692719

13782710405

13598541415

13782710405

13839199543

18103910922

18103910922

13462852830

13903897466

13903897826

13903897826

13603449501

13782805008

13782862981

13939143816

13939143816

13939143816

活动时间

1月

1月

1月

1月

2月

2月

2月

2月

2月

温县

1月5日

1月10日

2月5日至9日

2月7日至9日

2月7日至9日

2月9日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1日至12日

武陟县

1月（每周1场）

1月（每周2场）

1月每周六下午

截至1月5日

截至1月2日

1月17日

1月21日

2月5日至7日

2月8日至9日

2月10日

2月10日至12日

2月6日至9日

2月11日至12日

2月12日下午

博爱县

1月18日至1月19日

1月19日

1月18日

1月28日至1月31日

2月9日至12日

2月7日至12日

2月11日至12日

活动地点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图书馆

县文化城

县图书馆

县文化城

县文化城

县文化城

温县图书馆

温县图书馆

县文化广场

县文化广场

县文化广场

县文化广场

县文化广场

县文化广场

县城区

三阳乡、小董乡、西陶镇

人民广场、龙泉湖公园

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

武陟县明哲公司展厅

人民广场

河南交通学院

县文化馆

县人民广场

县人民广场

县证券广场

各乡镇所在地

县人民广场

县人民广场

博爱影剧院

勤奋学校

信用社门前

各村、街

鄈城路一条街

县南广场舞台

县文化馆院内

活动名称

庆元旦书法展

义写春联

碑拓展

“读者之星”活动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民间优秀节目展演

农历正月十五有奖猜灯谜活动

第二届临帖展

云台风光摄影展

精品作品展

少儿亲子阅读

少儿猜谜语

2017年庆新春戏曲展演

2017年庆新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成
果展

庆新春太极拳摄影作品展

稀有剧种怀梆戏曲演出

庆新春“龙狮虎鼓”大赛

庆新春广场舞大赛

春节民间优秀文艺节目展演

武陟达人秀

美丽武陟舞起来

戏迷演唱会

武陟县历史名人廉政文化展

农民书画家王海云书画展

义写春联

“车邦之春”春节文艺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稀有剧种展演

二股弦图片展

武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2017年新春书市

春节民间文艺会演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民间文艺会演

武陟县“农商银行杯”盘鼓大赛

举办2017年博爱县春节电视文艺晚会

2017年电商文艺晚会

老年书画研究会迎新春书画作品展

春节文艺节目展演

春节民间艺术街头行进展演

春节戏剧展演

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承办单位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人民文化馆

修武县图书馆

修武县文联

修武县文联

修武县文联

温县文广新局

温县文广新局

温县文化馆

温县文化馆

温县文化馆

温县文化馆

温县文化馆

温县文化馆

温县文广新局

电视台

电视台

戏迷协会

博物馆、文化馆

老年诗书画

文联

武陟县委宣传部

武陟县文广新局相关乡镇

武陟县文化馆二股弦剧团

武陟县文广新局相关乡镇

武陟县新华书店

武陟县各乡镇人民政府

武陟县文广新局、武陟县各
乡镇、各有关单位

武陟县农商银行、武陟县文
广新局

博爱县文广新局

博爱县文广新局

县文化馆

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

博爱县文广新局

博爱县文广新局

博爱县文广新局

联系电话

3805500

3805500

3805500

3805500

3805108

3805500

13703893158

13703893158

13703893158

13938156956

15139137038

3822500

3822500

3822500

3822500

3822500

3822500

3822500

13598549666

13598549666

15225807999

13938152861

13939105719

7298901

7292310

7283669

7283669

7283669

7291224

7270076

7283669

7293403

13723196996

13723196996

13849598429

13849598429

13723196996

13849598429

1384959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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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志
强

早起看见朋友分享的春兰照
片。忽然想起了郑思肖。

我所推崇的古代文人墨客
里，第一是苏轼，第二便是他了。

他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画
兰圣手，无论州县，达官贵族大小
皂吏都趋之若鹜，他只有那么一句
话：“头可断，兰不可得。”短短的几
个字，穿透八百年的烟尘，在我心
上随季节一起绿去黄来。

每每念及，眼前便不由浮现
出一个温润深沉的青衫男子，在
缭绕的兰香之中面南而坐，衣袂
飘举，墨华氤氲，挥手间一株墨
兰跃然纸上。那兰简洁、舒展，
挺拔刚劲，兰花饱满，兰叶互不
交叉，婉转而富有变化，刚柔相

兼、野逸无人花自馨。显而易见
的傲骨凌霜、孤高绝俗，有一种
直达人心的绝美风采，让人一眼
看去便再也移不开视线。只这
兰，却是无根无土，就如飘浮在
空中一般。人问其故，答曰：“土
为蕃人所夺，汝尚不知耶？”宋
亡，大好河山沦入贼手，他便托
无根之地聊慰己之感怀。

“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
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
浮动古馨香。”佳兰之侧，他赋了
这么一首诗。画的左下角还有一
隶书印“求则不得，不求或与，
老眼空阔，清风万古”。无根无
地，浪迹无家，情之所志，何其
壮哉！拳拳之心，何其可感！拈

一腔悲愤转入画中，秋风兰蕙泪
泉和墨，散发着千古不灭的馨香。

他，便是郑思肖，自号所
南。“肖”是繁体“赵”字的一部
分，“思肖”即思念赵宋。号所
南，是指他的心向着南逃的宋代
皇帝，连平时都“所居萧然，坐
必南向，遇岁时伏腊，辄野哭，
南向拜而返”。郁积于郑思肖心中
的都是亡国之痛，辱君之仇。是
以，他将自己的居室题为“本穴
世界”，拆字组合，将“本”字之

“十”置于“穴”中，隐寓“大
宋”二字。

他说：“不知今日月，但梦宋
山川。”他说：“泪如江水流成
海，恨似山峰插入天。”他说：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
中。”他说：“有怀长不释，—语
—辛酸。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
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
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
凭阑意。

不去问流年墨染，不去问天涯
霜雪。所谓前程，所谓名望，所谓
赤松之趣，所谓浮槎之念，怎抵水
之湄那一个回望的角度？墨兰芳
菲，旖旎于心，旖旎于不屈不移、执
着故国的生命隐痛，在他的世界
里，缱绻成了别样的风景。

先贤已逝，来者可追。拈一
缕兰香入骨，愿它也在我们心底
开出花来。

拈一缕兰香入骨
□郭文娟

冬 晚
砂锅烩羊杂，急火爆河虾。
小酒二三两，临窗就雪花。

冬 景
百蛰冬来争入眠，小池水冷不相便。
唯看杨柳枝头动，摇向春风又一年。

残 荷
雪伴冰偎又一姿，朔风吹过剩残枝。
莫嫌冬叶颜色少，装点寒华亦入时。

冰 湖
谁遣皑皑一面镜，天光云影映银龙。
引将碎玉琼花舞，雪兆神州庆大丰。

冬 晨
千树玲珑缀玉丝，冰湖静静小山欹。
素衣堆裹苍苍阁，青羽偎依厚厚枝。
冷路寒桥因雪掩，湿歌浑调许风欺。
我来已是行人早，脚印蹒跚满地诗。

冬至柳
朔风冽冽上枝头，依旧青装不肯收。
临岸娉婷还照水，过云眷恋自回眸。
虽为本性难逾岁，争得光阴何复忧？
任是惶惶落木去，独凭执着铸风流。

腊八粥
糯米桂圆莲子糖，熬成宝粥满街香。
万家风俗祭先祖，几代愿忱烹小康。
冬雪渐融还料峭，春风或步正铿锵。
一年好运轻轻舀，佳节心情早品尝。

西江月·冬梅
被雪冲霄寄语，凌寒转斗杓光。一枝素影韵飞扬，胜尔万千

景象。 守信竹松抱义，任他桃李争强。掬情照水枕心梁，聊
赋清斟浅唱。

清平乐·年年雪里
年年雪里，独自尝清瑞。约诉梅花违又悔，归去谁知心

累？ 今宵踏雪风斜，无缘握手梅花。唯把杯中残醴，寄情海
角天涯。

采桑子·冬夜即景
一弯新月长天静，夜幕轻萦。湖畔笛鸣，绕岸人群结伴

行。 霓虹闪烁柳绦冷，水映星空。歌助风行，歌舞消寒不了
情。

浣溪沙·冬晚望雪
耳畔嗡嗡响岁钟，窗前久立对灯红，伤神不忍顾西东。
无限苍茫都是雪，一丝惆怅早随风，此情无寄任朦胧。

喝火令·雪花（新韵）
或步春风里，如来梨苑中。此时身影此时情。捡取画檐低

语，勾勒试梅红。 万里皑皑路，一席淡淡风。气闲神定是心
胸。最是平和，最是诉安宁。最是率真谦逊，领略这从容。

冬日诗词一组
□白凤岭

西汉刘向有一句很著名的
话，道是“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

中医下药讲究用引子，引子的
作用主要是引药归经，增强疗效。
常用的中药引子，往往就有酒。

尚保先生深谙此道，这《杯
盏中的智慧》五十九个篇什无疑
就是五十九个药方，而这每服药
的引子，都是酒。

与 《方城中的智慧》 不同，
尚保先生《方城中的智慧》一书
是在借麻将说人生，而《杯盏中
的智慧》则更多的时候是把酒当
药引子用了。

酒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特有
的文化现象，人类这个物种的起
源、发展、繁盛，乃至于将来的衰
亡，恐怕都是离不开酒的。正因
为如此，如果拿酒说事儿，很难讲

到透彻。因为酒能成事，也能坏
事。成事与坏事之间，几乎没有
什么界限。酒逢知己千杯少，酒
不醉人人自醉，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酒之翁不在意。正因为如此，
饮酒用酒的度也就是个橡皮条
子，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
的际遇，同样的开端却可以产生
出判若云泥的效果。在这样的情
形之下对酒谈玄，不是个中道理
早为古人说尽，流于拾人牙慧；便
是只能泛泛于中道庸常，流于蜻
蜓点水；再不就是只按自己的好
尚发些议论，流于偏执与武断。

尚保先生的巧妙，就在于他
几乎绕开了任你怎么讲都讲不清
楚的酒的功过，只是把酒当成了
药引子，把人们对酒的话题，引
到了人们与酒相关的生活细节上
了。如此只消把话题引出来，便

可以娓娓道来，讲出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识了。
无疑，尚保先生学思兼善，中西
贯通，博闻强识，融古会今，随
手俯拾，皆成妙趣。有些篇什，
匠心独运，见地颇深。如《阴阳
之道》 从首尾座次悟出“循环”

“得失”“成长”“时间”“调节”
“容忍”六种人生定律；《君子不
器》从厨子用刀悟出了天道与人
心的合一，以此生发出持经达
变、抱一应万的感慨；《破除我
执》借朋友有备而来却栽了跟头
的实例讲出了“险处无险”的人
生至道，与杜荀鹤的“泾溪石险
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
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酒局乌
龟》 则揭示了能担当者能发展、
占小便宜吃大亏的生活哲思……

许多篇什，让人读后若有所悟，
更多的时候，读者自然会感受到
作者何其用心——本是人生小细
节，却有生命大智慧，处处留心
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说药引子是从刘向的论断而
来，其实尚保先生的表达在诗三
百时期已被广泛应用，《诗经》中
先民们写诗，用得最多的手法是
赋、比、兴，其中的“兴”，就是尚保
先生运用的手法。朱熹对赋、比、
兴有过精确的定义，其中讲到

“兴”时他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
咏之辞也”。《诗经》首篇《关雎》就
是先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
唱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
尚保先生的 《拈花微笑》《方圆
之间》《花开有期》《空杯效应》
等都属于这一类，其实先生自己
郁结于心的很多话要说，总得找

个由头吧！由一个话题切进去，
上下千年纵横万里，那就任意驰
骋了。不过，尚保先生思维缜
密，结构精严。无论话题扯到多
远，最终还要拉回来，卒章显
志。这是作者为文的精密处，
也是作者为人的精密处，非如
此 ， 我 们 何 以 能 够 看 到 如 此
信、达且雅的文字呢？

当然，西方认知心理学建构
主义的观点十分明确，联想式思
维都是建构在既有知识基础之
上的，正因为如此，看到同样的
事物，不同的人想到的必然千差
万别，盲人摸象就是最好的例
证。若想能达到尚保先生这样
随手拈来即成文章的境界，还需
要下太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功
夫，做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修炼。
否则，天上就要掉下馅饼来了。

引子的妙用
——评何尚保新书《杯盏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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