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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铜器有关的成语（之二）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渭河生态保护治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

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

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我们所

熟知的成语“折戟沉沙”就出

自唐代杜牧的这首《赤壁》中。

诗中前两句描绘了赤壁之战的

遗迹，而折戟沉沙也成为历史的

见证。

戟是西周时新兴的一种长兵

器，它将戈的钩、啄和矛的直刺功

能结合在一起，由竹木质戟柄和

金属的戟头组成，具有直刃和横

刃两个锋、四面刃，杀伤力比戈

和矛都要强。我市一小学教师张

慧春说，折戟沉沙，指的是戟被折

断沉没在泥沙里。在现代汉语中，

“折戟沉沙”通常用于形容某个事

物或事情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

困难之后，最终无奈失败的情况。

它既可以用于战争、竞技等具体

活动，也可以用于抽象的事物或

事情。折戟沉沙带有一种悲壮的

历史感，也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

失败和挫折，从而更加珍视和平

与胜利。

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

水陆攻战画像来看，戟作为一种

长兵器，在两军对阵时，队列执戟

者在执戈者之前。四川成都百花

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上就有类

似的画像。带队列排列之所以有

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戈仅作

为一种钩兵，主要在队列交错时

发挥作用，而戟则可以在较远的

距离捅到人。

宝鸡竹园沟 8 号墓出土的青

铜钩戟，铜戈部分援体呈三角形，

有中脊，本部一圆穿，上胡延作刺

部，下胡较长，三长条形穿。直内

呈燕尾形，矛尖利，矛体上部有倒

刺。出土时内部仍残留有木柲痕

迹。1956 年在岐山马家嘴出土

的西周时期钩戟，三角援，中有圆

孔，阑上卷为钩，阑侧有四穿长方

内。通过折戟沉沙这个成语，可以

回顾历史中的战争事件，感受战

争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沧桑变化。

让春节文化绽放璀璨光芒 
胡宝林

12 月 4 日，我 国 申 报 的“ 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
会实践”通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令人欣喜。当春节成
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宝鸡怎
么办？更加珍视春节，精心组织
过好春节，并通过具有宝鸡特色
的春节庆祝活动打响宝鸡的城市
品牌，是人们的期待。

更加珍视春节。春节成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着迎接
新年、祈求好运、庆祝家庭团聚、
促进社区和谐的中国春节为世
界所推崇，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
富。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春节，正
成为世界性的节日，其影响力辐
射全球，为全世界所瞩目。宝鸡是
炎帝故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也
是中国春节民俗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或许，过年对一些人来说因为
经历次数很多而感觉平常，春节
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示
我们重视春节、珍视春节，并更为
深刻地理解春节的意义。春节全
家团圆、举国欢庆，激发家国情怀，
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凝聚力。
宝鸡人延续了数千年的春节习俗，
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宝鸡的
社火、锣鼓、秦腔、泥塑、刺绣等也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样样精彩，春
节是其载体，也是展示的舞台。从
经济的角度来说，春节也是一个消
费的高峰。无论从文化发展、社会
发展、经济发展来说，春节的价值、
作用、意义都很重大。

精心组织过好春节。春节，是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庆祝春节，有一系列的年俗，
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活动。从
往年看，有些年俗和文化活动，社
会组织和文化爱好者自发在组织
实施 ；有些大型文化活动，政府
有关部门出面牵头组织。通过组
织活动，春节文化生活更丰富，年
味更加浓郁深厚，受到群众欢迎。
随着春节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首个非遗版春节——蛇年春
节即将到来，全国各地会更重视
春节，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的
宝鸡更要提前筹划，精心组织，过
一个更出彩的春节。首先，要做好
城乡过节氛围的营造。其次，做好
春节物资供应，做好市场保障，满
足并拉动消费。第三，在文化活动

策划、组织、实施上尤其要下功
夫。在往年基础上，市级相关部
门、县区、景区、街道、乡村和社区
都要策划组织更精彩的“拿手好
戏”。通过组织活动、比赛和展演，
给更多的非遗项目展示的机会，
以此培养人才、扩大影响力。通过
代表性的非遗展示，增强宝鸡年
味和吸引力，让人民群众过一个
欢乐年、幸福年。

通过春节打响城市品牌。城
市的竞争，已经进入品牌竞争的
阶段。春节已经成为各个城市展
示魅力、塑造城市形象和品牌的
大舞台。从前几年“西安年、最中
国”对西安网红城市的塑造和对
西安文化旅游的贡献，到龙年春
节陕北榆林通过全国秧歌展演提
振精气神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成功的案例就在身边。宝鸡要站
在提升城市魅力、打响城市品牌
的高度，系统谋划、精心策
划，提炼亮点，浓墨重彩推
出 出 彩 的 活 动，让“ 精 彩
宝 鸡 年 ”吸 引 眼 球，获 得

流量，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宝鸡旅
游过年，让 “看‘中国’寻周源秦
根·来宝鸡游山水美城”城市文化
品牌在海内外大放异彩。  

现在，距离蛇年春节还有 40
多天时间，但庆祝蛇年春节的“鼓
点”已经敲响。12 月 2 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2025 年春节联欢
晚会》发布官方吉祥物形象“巳

（sì）升升”。结合 2025 年春节联
欢晚会“巳巳如意，生生不息”的
主题，“巳升升”呈现出扑面而来
的如意气息，而“巳升升”头部轮
廓与脸颊上的螺旋形状来源于宝
鸡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
银质鎏金如意。“巳升升”吉祥物
形象一发布，宝鸡就备受全国关
注，这为打造精彩宝鸡年开了个
好头。我们应该乘势而上、借助良
机，大手笔做好蛇年春节文章，奋
力打响宝鸡城市品牌。

艺术创作要厚植人民情怀
祝嘉

近日，由宝鸡市艺术剧院创
作演出的方言话剧《面皮》先后
赴宁夏银川和甘肃兰州巡演，所
到之处，无不引起观众的热烈反
响。这部以宝鸡方言演绎西府故
事的话剧，不仅跨越了地域文化
的界限，更以其深厚的人民情怀
赢得了广泛赞誉。

人 民 既 是 历 史 的 创 造 者，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
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

者”。《面皮》就是这样一部深根
于 人 民 之 中 的 作 品，全 剧 以 宝
鸡地区的特色小吃“面皮”为线
索，通 过 一 系 列 跌 宕 起 伏 的 故
事 情 节，展 现 了 宝 鸡 人 的 生 活
风 貌 和 精 神 世 界。剧 中，对“ 把
日 子 过 亮 堂 ”“ 人 不 能 不 要 脸 ”
等朴素情感的深入挖掘和细腻
刻 画，让 观 众 不 仅 感 受 到 了 浓
厚 的 地 域 特 色，更 在 心 灵 深 处
产生了共鸣。

纵观宝鸡市艺术剧院近年
来的话剧作品，前有《梁生宝买
种 记 》，后 有《 面 皮 》，无 不 是 以
人民视角反映时代的发展和社
会 的 进 步，不 仅 赢 得 了 行 内 专
家 的 认 可，更 受 到 了 广 大 观 众
的 好 评。这 些 作 品 之 所 以 能 够
深 入 人 心，关 键 在 于 它 们 都 坚
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没有高高在上地说教，而是
俯 下 身 子 去 倾 听 人 民 的 声 音，

回 应 人 民 的 关 切，用 艺 术 的 形
式 将 人 民 的 衣 食 住 行、喜 怒 哀
乐真实地呈现出来。

真 正 接 地 气、冒 热 气 的 作
品，才是有生气、扬正气的作品。
话剧《面皮》告诉我们，艺术只有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焕
发出持久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话
剧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形
式，其魅力就在于能够跨越时空
的界限，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而《面皮》正是通过讲
述人民的故事，传递了人民的情
感，才让艺术之花在西北大地上
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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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的“ 麻 辣 烫 ”、苏 州 的
“蟹黄黄”“蟹青青”、西安的“肉夹
馍”、宝鸡的“擀啾啾”……近年
来，独具特色的文创毛绒玩具广
受大众喜爱。有互动、有情节，可
体验，有仪式感，这些可爱的玩偶
不仅为消费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
值，更在文化传播与情感联结上
发挥着独特作用。

文创毛绒玩具的成功，核心
在于精准地把握了文化与创意的
融合点。这些毛绒玩具以当地的
文化符号或特色美食为原型，通
过夸张、幽默或可爱的设计风格，
成功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同时
也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焕发了
新的生机。例如西安博物院的“兽
西西”，以馆藏文物“镇墓陶兽”为
原型，生动古怪的神情看起来丑
萌丑萌的 ；还有以小雁塔为原型
的“塔宝”，手感绵软，造型独特，既
保留了文物的古韵，又符合当代
人的审美情趣，让千年文化瞬间
变得触手可及。消费者购买的不
仅仅是一个玩具，更是将一段历
史、一种文化带回了家，在潜移默
化中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文创毛绒玩具不仅蕴含着独特的文化符
号，还能为消费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在生活
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这些毛绒文创以其柔软
的材质和萌态可掬的形象，给人一种温暖、治愈
的感觉，成为许多人寻求心灵慰藉的“小确幸”。
人们追求“悦己”的情绪消费，也愿意为能慰藉
心灵、提升幸福感、释放情绪、让自己快乐的产
品和服务付费。

可以说，这股“毛绒化”的风正在吹向更
广阔的领域，它不仅为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
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造出更
多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同时，我们也可
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将文物和历史以更生
动、更有趣的形式呈现给公众，让更多的人了
解历史、爱上文物。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文创毛绒玩具要想
长盛不衰，相关从业者还需在文化内涵挖掘、
创意提升、品质保障等方面下足功夫，让这些
可爱的文化使者真正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
有力推动者，持续散发独特魅力，温暖人们心
灵并深度滋养文化的土壤。

觞酒豆肉
饮食礼仪中的端庄之美

“觞酒豆肉”，一个充满历史韵味

的成语，它不仅仅是对古代饮食的简

单描述，更是对那个时代礼仪文化的

深刻体现。觞是古代盛酒的器具，其

造型精美、线条流畅，是古代宴会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豆则是古代

盛食的器具，通常是用来盛放肉酱、

腌菜等调味品的器皿，其设计巧妙，

实用性强。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觞

酒豆肉”便成了古代宴席上的一种常

见景象，也象征着丰盈与富足。

在宝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

不乏与“觞酒豆肉”相关的精美器

物，如宝鸡市竹园沟出土的西周早

期“史父乙铜豆”、凤翔高王寺村出

土的“战国蟠螭纹盖豆”等。这些青

铜器不仅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而且

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

内涵。它们见证了古代社会的繁荣

与变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原院长陈

亮在著书《后土吉金》中就谈到，青

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

战国。豆作为礼器常与鼎、壶等配

套使用，构成了一套原始礼器的基

本组合，成为随葬用的主要器类。

用豆之数，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

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但也

有奇数组合。

我市教育工作者强健介绍说，

豆最先是盛食物的容器，成为礼器

后又演变表示数量的词。《礼器》记

载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

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

六。另据《乡饮酒义》，六十者三豆，

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所以明养老也。强健认为，从这

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虽然觞酒豆肉

可以大快朵颐，但也必须守规矩，否

则后果很严重，轻则剥夺爵位，重则

坐牢掉脑袋。从这些礼仪文化中我

们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酒肉虽好，

切莫贪心。

毛丽娜

折戟沉沙
历史沧桑中的战争印迹

本报记者 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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