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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寻访三刀岭
杨烨琼

站在三国故地五丈原向北平望，

渭河北正对处的土塬向南伸出一道坡

岭，这便是三刀岭。岭下，就是因岭而

得名的村落，叫三刀岭村。

说起“三刀岭”村名的来历，当

地老幼都会讲起司马懿“劈石留痕”

的故事 ：

三国时期，诸葛亮足智多谋，令

司马懿非常头疼。一次，诸葛亮与司马

懿各领大军驻扎在五丈原和渭北的积

石原（即渭河北塬），两军隔渭河对峙。

诸葛大帐在五丈原后的豁落城，司马

中军帐在五丈原正对面的脊原头岭嘴

（即今三刀岭塬顶）。

司马懿愤于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曾南望五丈原，抽出宝剑，在旗台边一

块大石头上狠狠地连砍三剑，大石头

上便留下了深深的三道剑痕。司马懿

指着石头上的深痕，愤愤发誓 ：定当让

诸葛亮如此顽石！

后来，人们看着插旗台边大石头

上的三道深痕，依着这个故事，就叫这

条脊岭为“三刀岭”，叫岭下的村子为

“三刀岭村”。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村民们还会

指着三刀岭顶的高台说，那就是当年

司马懿的旗台。

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

志》及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穿过时间的

迷雾，还原出 1700 多年前发生在这道

坡岭的故事 ： 

建兴十二年（234 年）春，53 岁

的诸葛亮率兵十万由斜谷出，驻军

五丈原，以图挥师东进，收复中原，

匡复汉刘江山。这已是他第六次师

出祁山了。前几次祁山劳师，多因蜀

军远道征战、粮草不济而收兵。此次

挥兵再出，虽然战前曾建“邸阁”（大

型物资仓库，址在今眉县齐镇积谷寺

村），然而依靠险峻的褒斜道为十万

之众补给，其艰难自不用言说。故而

诸葛亮极希望能尽快决战，使大军早

日渡过渭河，进而挥师东进，实现自

己夙愿。

渭河北岸，55 岁的司马懿深知

诸葛大军补给不畅、求战心切。他稳

坐中军大帐，等待着蜀军物资消耗殆

尽，自己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

之策。

诸葛亮见状，“遣帝（司马懿）巾帼

妇人之饰”，以图羞辱激怒司马及魏军

上下，使两军尽快开战。

司马懿不仅收下了“巾帼妇人之

饰”，而且对使者客气礼待。

《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 ：“亮使

至，（司马懿）问其（诸葛亮）寝食及其

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 ：‘诸葛

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 ；

所啖食不至数升。’”从使者口中了解

情况后，司马懿说 ：“诸葛孔明食少事

烦，其能久乎！”

“巾帼妇饰”之辱，使得魏军群情

激愤，将士纷纷请战，司马见众将士气

难逆，一方面“亦（上）表固请战”，一方

面向魏明帝曹叡暗通情况，声明对峙

不战的原则。于是曹叡“使卫尉辛毗持

节以制之”。

两军相峙到这年八月，“亮粮

尽势穷，忧恚呕血”，“卒于军，时年

五十四”。蜀军损帅而退。

在一个菜花黄的时节，我们一行

四人相约登临三刀岭，领略三国故地

的劲风与气韵。

临上小路时，过路的一位老人听

说我们上插旗台，便很热情地给我们

介绍说，岭下的这片地方，是司马懿驻

军的兵营。司马懿有上、下两座城，他

们叫上、下司马城。上司马城就是司马

懿的中军大帐，大帐前有插旗台，台上

原来有一方石头，上面有三道深痕 ；下

城以他们村子为中心，向东、向西、向

南这一片，就是魏军军营。

关 于“ 三 刀 石 ”，清 光 绪 十 年

（1884 年）的《岐山县志》有记载：“三

刀岭。在县南三十里，即积石原之南

麓。岭上一石有三道痕，极类刀劈之

形，故名。”

据说当年诸葛亮劳死军中，曾出

现了奇异的天象 ：“有星赤而芒角，自

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

大还小。俄而亮卒。”在渭河对面，也留

下了落星湾、豁落城、魏延城、棋盘山

等遗迹。

坚定文化自信  精彩精神生活
—— 从“文化更加繁荣”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每年数亿人次打卡博物馆、非遗

走红到三星堆考古引发世界关注，从红

色旅游升温到《山海情》《觉醒年代》《我

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影视剧“圈粉”年

轻一代，从红火的乡村文化大院到城镇

密布的图书馆、博物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获的不仅是

物质文明的胜利，更是精神文明的成长、

人民精神力量的增强，包括文化建设在

内的“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汇聚成百姓

全方位的幸福感、获得感。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丰

富多彩的文化成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以文化人、培根铸魂。小康中

国，正以更昂扬的文化自信走在大路上。

服务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风
在东莞图书馆，有一支志愿者服务

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默默地在读者身

边提供服务，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来打工

者 ：电工、保安、厨师……职业身份五花

八门。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

就是图书馆了。”疫情期间，一位农民工

手写留言深情告白东莞图书馆，感动亿

万网友。

城市里的公共图书馆如同一座座

灯塔，照亮人们的精神和灵魂。

铺展开新时代的宏阔画卷，处处闪

现着这样的动人细节。

数字跃升，见证“文化小康”的坚实

步伐——

时间之钟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

年, 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为 55 个，博物

馆数量仅 21 个。

70 多年的持续努力，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共有公共

图书馆 3212 个，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美术馆和 5214 家博物馆免

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

来看文化产业“十三五”以来的成

绩单 ：2015 年至 2019 年，全国文化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从 2.7 万亿元增长到超

过 4.4 万亿元，年均增速接近 13%，占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3.95% 上升

到 4.5%。

让我们将时间的纵深拉长 ：1979

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国内第一家音乐

茶座，成为新中国文化市场兴起标志 ；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双轮驱动的文化体

制改革拉开序幕 ；进入新时代，文化产

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足迹描绘出一条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的上升曲线。

风貌焕然，标注“文化小康”的丰硕

成果——

在陕西安康，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几年来摆酒席

减少三分之二，“人情份子”下降七成 ；

在福建福安，旧民居变身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课堂”；在甘肃金昌，“好婆媳、好

邻里点赞”“分餐夹”等文明实践推动完

善村规民约、倡导文明风尚……

赋能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风。近年

来，结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

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各地加

快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全

国累计建成村级文化中心 57 万多个。甘

肃“乡村大舞台”、湖南攸县“门前三小”

（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等创新实践接

地气、旺人气、正风气，广受群众好评。

随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也大幅

提升，提供“菜单式”“预约式”服务成为常

态。据统计，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各地

博物馆推出 2000 余个线上展览，吸引超

50 亿人次浏览，让“云生活”演绎出别样

精彩。

提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

代》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陈独秀的扮演

者于和伟喜提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

兰奖“最佳男主角”；对口扶贫题材电视

剧《山海情》从“出圈”迈向“出海”，在国

际市场获得肯定，先睹为快的海外观众

纷纷点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放

眼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用文化提振

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形塑亿万中国

人的精神气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

1.5 万种，如今每年出版图书约 50 万种。

特别是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时

代精神的‘中国好书’。”中国出版协会理

事长柳斌杰说，“书荒”到“书海”的跨越，

见证了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也进一步满

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围绕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

疫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复排、创

排了数千部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

材作品。从民族歌剧《白毛女》、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到话剧《人民至上》、彩

调剧《新刘三姐》，再到福州伬艺《血色鸡

角弄》、莱派尔《有事就找咱书记》，一大

批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的舞台艺术精品，记录历

史伟业，激发革命斗志，鼓舞中国人民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好、精

不精”，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

生了深刻转变。提升文化内涵、为精神

“补钙”的文化旅游休闲活动备受青睐。

2018 年 4 月 8 日，新组建的文化和

旅游部正式挂牌。“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

了！”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们内心深处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数据显示，国内游人数从 2011 年的

26.41 亿人次增长到 2019 年的 60.06

亿人次。与此同时，红色旅游热度逐年攀

升，从 2004 年到 2019 年，每年参与红色

旅游的人次从 1.4 亿增长到 14.1 亿。

2021 年 5 月 31 日，文化和旅游部

联合中央宣传部等推出“建党百年红色

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沿着中华大地的

“红色版图”，人们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

心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古老的紫禁城外，身着雅致汉服的

年轻人排起长队，构成一道颇具“穿越

感”的独特风景。在这些“90 后”“00 后”

眼中，这座 600 多岁的皇家宫殿是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红”。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上元之

夜”，再到“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

年”大展，故宫正以新创意创造着新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是传

承，让文化遗产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增强

文化自信的基石。”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

霁翔说。

从 1987 年长城、故宫等成为我国首

批入选的世界遗产，到如今以 55 项世界

遗产位居世界前列 ；从 2002 年启动“抢

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工程，到我国 42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册）居世界第一，我们走出一条符

合中国国情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之路。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才能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2017 年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出台《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4 年多

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

生活各方面、国民教育各领域，滋养精神

根脉、点亮小康生活。

抓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契机，

各地因地制宜举办一系列接地气、有生

气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许多曾热

衷过“洋节”的年轻人领略到传统节日的

魅力。与此同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让

学戏、懂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

食、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成时尚。

螺蛳粉近日火了！这次，它晋级成

了国家级非遗。6 月 10 日，第五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 185 项公布，

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等上榜。

百姓小手艺，致富大产业。柳州螺

蛳粉已发展成为面向全国的特色产业，

带动了养殖、种植、加工以及服务业等相

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解决就业、脱贫致

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全国很多地方，传统手艺正转化

为脱贫生产力。数据显示，“十三五”以

来，有关部门支持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 家，带动数十万人

就业增收。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以文化焕发出的

内生动力，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文明价值

导向，滋养新时代、照亮复兴路。

（据新华社）

比利时的宝鸡
朱校廷

在比利时北部北海佛兰芒海岸

有一个海滨度假小城，荷兰语地名DE 

HAAN，中国人习惯上按谐音翻译成

“德哈恩”，网上有人把DE HAAN 译

成“德汉”。DE HAAN 从意译上讲，

可称为“公鸡市”。

公鸡确实是这个城市的标志。走

在德哈恩主要街道上，在地标性建筑

物前面、在海滩人行道上、在城中心公

园里，昂首挺立色彩斑斓的雄鸡雕像

随处可见，是城市的一道亮丽景观。

即便在旅馆及私人别墅里，从家具到

工艺品小物件上的雄鸡标志也比比皆

是。

我突然想到中国的宝鸡市，其名

源于“宝地神鸡”的典故。因唐肃宗金

口玉言，“陈仓”更名为“宝鸡”。如果把

DE HAAN 称之为“比利时宝鸡”，岂

不妙哉！一则词意贴切，二则便于中

国游客记忆——“比利时宝鸡”比德

哈恩一定好记。

德哈恩全市居民约 13 万人。这里

原来是比利时一个古老的圩田村。村

庄中心是沿海轻轨车站，1886 年建成

通车后，德哈恩即成为整个比利时北

海沿岸的发展引擎，连接比利时北海

沿岸的所有地点。最近的主要城市奥

斯坦德，距离德哈恩10公里。1888年，

第一家豪华酒店在车站附近开业。后

来，比利时国王批准兴建海岸沙滩、高

尔夫球场。城市规划只准建造独立的

别墅，周围配备花园，建筑风格必须符

合盎格鲁- 诺曼标准。这一标准现在

依然是德哈恩的城市规划准绳。

2021 年 6 月 25 日，乘坐 Y701 次“上海至嘉兴红色旅游列车”的旅客在铁
路上海西站准备出发。这是一趟红色教育主题列车，连接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与嘉兴南湖。                                                                             新华社 发

2020 年 11 月 30 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新店村农
家院坝，文化志愿者为村民表演小品。                                        新华社 发

2021 年 5 月 2 日，读者在安徽省蒙城县图书馆天梯书架旁阅读书籍。
    新华社 发

陈仓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