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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朱永顺的回忆录，记
载了他在阳信县与参加渤海区土改的毛岸英
相遇的一个片段。虽然没有什么故事，但是，
仅仅这个场景，对于渤海区，对于阳信县而言，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镜头。朱永顺的回忆
录原文如下：

11 月 6 日，毛岸英和中央机关的一批领导
干部一起来到渤海，参加渤海区土地会议。一
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志在阳信李家桥村头散
步。毛岸英等人也一起在村头散步。我和毛
岸英同志西柏坡分别一个多月后在此又相遇
了。毛岸英主动和我打招呼并问道：你就在渤
海区工作吗？我说是的，我是做青年工作的，
是渤海区青联主任。于是，两个都只有二十多
岁的年轻人，坐在麦田边交谈了起来，谈话内
容都是土地改革的有关情况、问题和经验。当
他得知 1946 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五四
指示”下达后，我奉命率领渤海区党委工作团，
在惠民县龙池区进行土改试点时，他特别感兴
趣，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怎样划分阶级成
分，怎样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怎样保护中
农利益，怎样确权发证，怎样发展党员和整顿
农村党支部，怎样建立和整顿农会，等等。我
一一作了介绍。同时，毛岸英也向我介绍了他
在山西参加土地改革的一些情况和经验。

通过在西柏坡和李家桥两次接触和谈话，
毛岸英给我留下两点突出的印象：一是他虽是
毛泽东的儿子，但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特殊
的地方也没有，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青年；二
是他求知若渴，虚心学习的精神非常强烈。他
完全领会毛主席要他“补课”的意义，在自我改
造方面，在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面，具有
高度的自觉性。

阳信重逢当晚
毛岸英向朱永顺
说了什么

四十年弹指一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

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革开放大幕就此
拉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
的春风吹向华夏大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
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
的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折。

肚子饱了、钱包鼓了、房子大了、道路宽
了……就个人层面而言，这是改革开放所给
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

不论对于个人、家庭，部门行业企业，还
是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都是一个
值得铭记、隆重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何时吹到滨州
大地？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推
行的？在城市，国企改革怎么推进的？从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涌现
出多少时代的弄潮儿……

即日起，我们热切地向各位读者征集关
于改革开放的当事人亲历文章、家庭影像故
事、部门行业发展侧记以及图片、音视频影
像资料等。

我们坚信，即使是一个小人物，其个人
际遇或家庭变迁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的
时代变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他（她）
闪光的时刻，而汇聚起这萤火之光，就能照
耀着我们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继续大步向前。

对于所征集的上述作品，我们将充分利
用滨州日报社旗下报纸、网站、微信等平台
进行立体化、多角度推介，让我们一起分享
那些感人的、鲜活的、鲜为人知的精彩故
事。我们还会精选部分作品在滨州日报人
文滨州版刊发，稿费从优。

联系方式：0543—3186761
邮箱：bzrbwgl@163.com
联系人：王光磊

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亲历
征文启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王锋报道）滨州日报社策
划创意的《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书》近日由团结出版社正
式出版，首期两本为《沿着黄河去码头》《诗意三河湖》。

《沿着黄河去码头》内容包括三部分：一、“黄河福
地 广田故里”。编入了滨州作家们赴码头文学采风
的作品，又分散文篇（30篇）、诗歌篇（11组）。二、“沿
着黄河去码头”。收入了2017年“沿着黄河去码头”
全国自行车精英赛的主要新闻作品和10幅精彩瞬间
图片。三、“悠悠乡愁 诗意码头”。本部分是码头影
像，共精选底蕴深厚、内容丰富的彩色照片22幅。

《诗意三河湖》也是三部分内容：一、“三河湖，滨
州的掌上明珠”。是作家们三河湖文学采风的作品辑
录，其中包括散文 17 篇、诗歌 24 组。二、“河湖胜景
光影魅力”。收入24幅美轮美奂的摄影图片，生动表
现了三河湖镇的独特风貌和乡村美景。三、“厚重人
文 殷商高地”。这部分重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
侯家遗址、兰家遗址、汲湾汉墓的考古成果和意义，反
映殷商时期这里的人们“渔猎煮盐”的生活概貌。

编辑出版《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书》，是在党的十
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滨州日报社作出
的积极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怎么
走？党中央提出了七条“之路”，其中一条是“必须传
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滨州
美丽乡村文化丛书》的组织出版，正是借助本土作家
的创作力量，紧扣滨州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
主题，积极服务文化滨州建设的有益实践。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惠
生为丛书写《序》。《序》充分肯定了《滨州美丽乡村文
化丛书》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并提出希望和要求。团
结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主编多次称赞《沿着黄河去码
头》《诗意三河湖》两本书“质量很高”。

《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书》计划每年由滨州日报
社、滨州市作家协会联合组织出版。今年将选择2-3
个美丽乡村建设成就突出、文化底蕴深厚、乡风淳朴
文明的镇街，组织举办作家采风、摄影采风等活动，引
导创作优秀作品，挖掘独特人文资源，然后结集出版，
为文化滨州建设不断贡献力量，使《滨州美丽乡村文
化丛书》越来越厚重。

《沿着黄河去码头》《诗意三河湖》两
本书，迎着2018年明媚的春光，带着本土
文化的宜人馨香，欢快地来到了我们手
上。

在美丽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我们
组织本地作家到乡镇采风，“试水”滨城
区三河湖镇、邹平县码头镇，以文学的触
角和情怀，去抚摸丈量那一方土地上的
独特风光、厚重历史、民俗风情、文化根
系，意在对美丽乡村的文化内涵进行丰
富、发掘、提升和传承。

翻开书页，时空回转。2015 年 6 月
19日，“河湖胜景 厚土朗天——三河湖畅
想”文学采风活动举办，滨州、淄博两市
的30多位诗人、作家参加；2016年7月8
日、9日，作家们又走进“广田故里 魅力
码头”，走进黄河大坝下的十里荷塘、百
年枣园和灿若星布的人文遗迹中，寻找
诗意和乡愁。两次采风活动均由滨州日
报社、滨州市作家协会主办，三河湖镇、
码头镇分别承办。

非常感动和感谢滨州的作家群体，
两次采风活动都用情“走心”，短时间内，
参加者纷纷拿出了感情充沛、题材鲜活、
语言优美、时代感强的优秀作品，其中相
当一部分已在《滨州日报》“大平原”文学
副刊刊登。经文学艺术描述与歌吟的河
川风物，顿生熠然光辉，牵引着人们去发
现、珍惜身边存在的乡村之美。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愈发感到这样
的乡镇文学采风，是一种题材集中、组织

灵活、意义深远的文学活动形式。著名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先生指出：

“文学可以保养一方精神，促进一区文
明，推进和建设有信心有诗意的生活。”
发掘乡村文化底蕴，丰富地方文化内涵，
呈现多元乡村态势，无疑是美丽乡村建
设、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的重要落脚
点。为留存传承好作家们的心血之作，
促进滨州本土文化建设，让这样的文学
采风能得以复制推广，这两本书，经过

“冷静沉淀”后，在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的关心鼓励下，在滨州盛世问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得以
正式出版。

两本书的内容，都以文学采风作品
为主，加入了部分摄影作品和地方人文
内容。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三河湖、码头镇，
稍作浏览。

“三河湖，滨州的掌上明珠”，绸缎一
样柔软的碧水，滋养着水中、岸边一望无
际的芦苇。这些朴素而平凡的植物，越
过千年时光驻留于此，和水鸟、游鱼、木
船和谐混搭，陪伴着两岸一个个安静的
村庄、一片片沃野良田，构成三河湖镇的
大致风貌。

徒骇河是禹疏九河之一，是山东省
内第二大河，这条河就像一条玉带，自南
向北28公里，贯穿整个三河湖镇区，并与
土马沙河、付家河奇异交汇，形成天然的
河湖胜景，三河湖由此得名。这是一颗

“大地的眼睛”，靓丽、澄澈，充满了神秘
诱人之美。

踏歌三河湖，遥望历史，大禹治水的
足迹仿佛还在；殷商时期的人们，提着陶
罐，在这一地域捕鱼、煮盐；这里曾出过
一位被宋太宗钦点的状元胡旦；1947年8
月，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在
此成立……放眼当下，三河湖大打“生态
牌”、“旅游牌”，省级特色教育小镇正在
如火如荼地创建中，渔村文化丰厚的小
王村是首批“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码头镇，位处邹平县西北端，是紧紧
依偎着黄河的一个“世外桃源”。昔时
的码头地域，北靠大清河、南有小清河、
西依绣江河，三河汇聚，漕运繁忙，帆影
绰绰，文化繁荣。今朝之码头，依靠黄
河水的滋养润泽，沃野平川，盛产粮棉，
瓜果飘香，生态良好，被称为“金码大
地”。

著名的百年黄河险工梯子坝就坐落
在码头镇域内；仅有 140 多口人的邵家

村，因拥有“百年枣园”而尤为出名；大寨
村“十里荷塘”，年年再现“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醉美景观；“顶瓜
瓜”生态园的甜瓜，甜得让人忘不了……

草庙村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李
广田的故乡；李码村出过一位征战生涯
波澜壮阔，乾隆帝曾为他亲题碑文的武
将李化龙；归苏村的青龙街、炭刘村的民
俗文化博物馆等，展现出浓浓乡愁。

码头，多么引人遐想的名字，它既是
一个确切的美好去处，也是一个富有诗
意乡愁的象征性指代。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国·滨州首届“沿着黄河去码头”全
国自行车精英赛成功举办，这项赛事必
将朝着“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目
标，一路迅猛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区
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社
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在滨州，
有一支朝气蓬勃的作家队伍，尤其在诗
歌、散文方面，每年都有卓然不凡的创作
成就。市作协、滨州日报社以及各县区
的文学组织，通过网络等多种载体，经常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使滨州呈现
出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为文化滨州建
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进镇街、入乡村，深入基层的文学采
风活动，为有热情、有担当，愿意为建设
本土文化尽己之力的广大作者，搭建了
一个良好平台，对促进作家真切感受时
代脉动，吸收着大地营养迅速成长，无疑
是一种好的方式。和大地相连，创作才
不会贫血。文学只有关注现实社会，才
能更接地气，更有现实意义。

当今社会下，不少作家的写作过分
关注主观情愫的宣泄，漠视历史的厚重，
忽视当下的深刻，写作元素贫乏，作品就
难免浮夸。客观地讲，我们收入的作品
中，也难免有少部分缺少深切体验和独
特发现，情感上，还不能通往“乡村故事
深处”。但毕竟通过这样的采风，能以文
学的方式，记录当下一个地方的发展概
貌，创作出一些华章，发掘出不少故事，
并必将为有心“深潜”的作家，朝向更大
题材更高水准的创作目标，提供系列有
意义有价值的线索和素材。

希望这两本书的出版，仅仅是一个
开始。祝愿“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书”越
来越厚重。

（本文为《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书·
沿着黄河去码头》《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
书·诗意三河湖》两本书的前言）

行走在通往乡村深处的路上
王锋

滨州日报策划推出《滨州美丽乡村文化丛书》

首期《沿着黄河去码头》《诗意三河湖》正式出版

玉雕艺术是我国古代最早产生并成熟
的艺术门类之一，它萌发于石器制作之中，
继而形成为一种影响深远、具有独特魅力且
蕴涵社会文化精神的一大艺术门类。

中国玉材精良，质地纯洁，色泽典雅，制
作工艺也十分精湛，不但器类丰富，而且造
型十分优美，可谓是材质之美、工艺之美、比
例协调之美三美合一。中国玉器自公元前
5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出现始，至今已有
7000多年的历史。在国外，仅有中美洲的墨
西哥、大洋洲的新西兰和亚洲贝加尔湖等地
发现过早期玉器，但都没有中国的玉器产生
得早，延续得时间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玉器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玉器可分为礼仪、
日常用器、葬玉、辟邪、佩饰和专
门陈设艺术品等六大类

对中国古代玉器总体上分析，可初步分
为礼仪、日常用器、葬玉、辟邪、佩饰和专门
的陈设艺术品等六大类。

礼仪类玉器主要用在祭祀、朝享、册封
和仪仗等礼制活动中。古代的礼玉，据《周
礼》记载，专指璧、琮、圭、璋、璜、琥等六种

“瑞玉”。然而，这六种瑞玉都“是战国和汉
初的礼学家理想化的礼器系统”。实际上，
古代礼制活动中所用的玉器品种非常多，除

“六瑞”外，历代的各种龙、凤形佩饰和玉册、
玉印等都是与礼制活动有关的玉器。属于
仪仗范畴的玉器则主要是一些仿武器、工具
造型的钺、戈、戚和造型比较特殊的斧、刀以
及仪仗饰件等。

滨州境内发现玉器大体可
分为礼玉、饰玉两类

滨州境内发现的玉器依其功能和造型
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礼玉，二是饰玉。但
由于考古工作做得较少，滨州一带发现的先
秦时期玉器较少，最重要的是在惠民大郭遗
址出土的商代玉钺。

1973年8月，惠民县麻店镇大郭村群众
在村边高台地取土时，在高台西侧距地表约
1.2米深处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墓室南北
长12米，东西宽6米，有二层台，台上殉葬6
人。墓东、西、北侧均有一耳室，各殉葬一人
一狗。该墓葬中便出土一件象征权力的礼
仪玉器——玉钺，另外还有用于佩戴装饰的
玉环等。该玉钺长20.3厘米，宽8.8厘米，厚
0.6厘米。总体呈长梯形，两面弧刃，钺的端
部有钻孔。玉质呈青灰色，通体磨光，质地
坚硬细腻，制作精美，无使用痕迹。这件玉
钺应为祭祀或仪仗专用器物，是权力的象
征。

2004 年，对滨城区侯家遗址进行发掘
时，在29号和33号两座战国墓内，发现谷纹
玉璧、环，还发现玉管、玉珠上百件。玉璧为

礼器，为“六瑞”之一。
《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

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
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
北方。”玉管、玉珠等则是佩饰。在一战国墓
中的墓主人头部位置发现象牙梳、凤鸟形
簪、条形簪和管状器等，都是难得的艺术品。

阳信西北村战国墓也出土 7 件穿孔骨
环和 74 枚穿孔蚌等饰品。骨环直径约在 1
厘米左右，中间有细小穿孔。这些牙角骨
蚌器经过钻孔、打磨、抛光，虽不着纹饰，但
造型十分优美，不论是装饰品还是生活用
具，都具有一种质朴的美感。不论是装饰
品还是礼器用玉，都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在
将其制作成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形成的，人
们不断地将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灌输其
中，从而形成了脱离于单纯实用目的的装饰
品和礼器。

滨州发现早期玉器玉料主
要来源当地，尤以滑石质为主

玉器的使用首先要解决玉料的来源，其
次由于玉器造价相对较高，琢玉工艺十分复
杂，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无疑决定了玉器的
使用情况。受地理环境、玉石来源、生产工
具和自身活动范围的限制，先秦之时人们多
是就地取材。采玉点一般离生活聚落不远，
且开采和运输方便。只要石质较好，易于琢
刻，便可作为玉器材料使用。当时人们制作

玉器除透闪石外，一般多使用玛瑙、玉髓、绿
松石、青金石、琥珀、水晶、萤石、滑石、大理
石、石英岩、叶腊石等。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中所说的“玉，石之美者”即是指此。

滨州发现的早期玉器主要的玉料主要来
源当地，尤以滑石质为主。如滨城区侯家遗
址出土的玉璧和璜形器都是滑石质的。先秦
时期，人们对于玉质的选择并不是十分挑剔。

玉器之所以受到国人喜爱，
除审美价值外，更是因为玉器拥
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历来是君子
之德形象象征

玉器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除去其
质地和色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外，更是因
为玉器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历来是君子之
德的形象象征。

对此，我国第一部诗歌集子《诗经》中便
有多处比喻。如《秦风·小戎》把君子比作美
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卫风·淇奥》亦
曰：“有匪君子”“如圭如璧”。后来经过战
国、秦、汉儒家的增色，这种说法更为普遍。

《礼记·玉藻》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
比玉于德焉。”《春秋繁露》（卷十六）进一步
解释说：“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秽必见
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
学。取之玉也。”（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

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
——滨州夏商周时期出土玉器艺术简述

张卡

滨城区侯家遗址出土的玉器，
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滨城区后尹村出土的玛瑙瑗，现
藏于滨城区文管所

惠民县大郭遗址出土的商代玉钺，现藏于惠民县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