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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威海来我市推介文旅产业
本 报 讯 6 月 11 日 上

午，由威海市文旅局、宝鸡

市文旅局主办的“威海市文

化旅游产业项目推介会”在

宝鸡东岭皇冠假日酒店召

开。两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以及我市各大旅行社、自

驾游协会、文旅企业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了推介会。

据了解，威海近年来提

出“用精品文旅助力精致城

市建设”，借势山、岛、海、

泉、城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充分挖掘大天鹅、温泉、海

鲜、海草房、红色文化等特

色资源，推出了“春游—初

见、夏游—激情、秋游—相

思、冬游—表白”四季文旅

产品，全力打造海洋休闲

游、康养温泉游、红色胶东

研学游、乡村精品旅游等

文旅产品。目前，旅游业已

成为威海发展较快的新兴

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9 年 威 海 市 接 待 游 客

5151.60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 692.60 亿元。

此次推介活动，是我

市与威海加强两地旅游资

源互动、项目合作的有益尝

试。据悉，威海市也是复工

复产后第一家来我市进行

文旅推介的城市。
本报记者 麻雪

电影《寻根周原》在岐山开机
本报讯 6月10日上午，

电影《寻根周原》在岐山周

文化景区开机！电影的开

机及拍摄，将会提升岐山周

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广泛

展现出岐山的自然景观、人

文历史以及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进程，加快推进岐山发

展步伐。

据了解，《寻根周原》由

陕西聚力春天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陕西关中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北京

电影学院表演学院、西北民

族大学协助拍摄；编剧范文、

傅乃璋精心创作，王劲松担

任导演兼领衔主演。

这部电影以一个家庭

的“往事寻根”为视角展开叙

述，以“凤鸣岐山”“断发文

身”“握发吐哺”“甘棠遗爱”

四个不同的故事来展现周文

化魅力，传颂中国传统文化

之美，彰显时代精神。

拍摄期间，剧组将在岐

山周文化景区、周公庙、箭括

岭、周太王陵、刘家塬召公甘

棠遗址、周三王庙等地取景

拍摄。

《寻根周原》计划拍摄、

制作数月，于年底制作完成，

将在院线及中央六套电影频

道播出。
本报记者 麻雪

中华传统文化对仁人志士的要

求，简言之，一是要有气节，比如孔

子提出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

夺志也”，就是对气节的坚守 ；二是

要敢担当，比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体现的就

是担当的境界。

有气节、敢担当，从本质上来

讲，体现的是一种内在修养和文化

自觉。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文化影响一方人。文化作为一

种精神基因，流淌在一个民族的血

液中，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人格养成和文化心理结构都有

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秦大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同样以独特的地

域文化彰显出秦人的精神风貌。比

如，“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

老陕高吼秦腔”，那或激越悲壮、深

沉高亢，或欢快明朗、刚劲粗犷的吼

声，无不展现出苍劲有力、震撼人心

的力量。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中

华民族是一个任何困难都压不扁、

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的民族，历

来崇尚气节。

“气节”者，志气和节操也。孔子

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身以成仁”，认为人的气节比人的生

命还重要、还宝贵。两千多年前，孟

子就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以“三不”立起了

“大丈夫”正气浩然、顶天立地的伟

岸标杆和风骨气节。

回望历史，从陶渊明“吾不能为

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到朱自清挺起脊梁，宁肯饿死也不

领美国的救济粮 ；从文天祥“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谭

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从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到抗日英雄赵一

曼“毒刑拷打何所惧，民族气节显忠

魂”等，很多历史名人凭借着“气节”

二字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千

古美谈。

陕西历史上也是英才辈出。明

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 ：“关中自

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

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

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黄宗羲也

在《明儒学案》中说，关中学者“多

以气节著”。北宋金石学家、“蓝田

四吕”之一的吕大临在《横渠先生

行状》中称，张载为人就是“气质刚

毅，德胜貌严”。清末著名理学家贺

瑞麟更是认为:“关中之地，土厚

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

尚气节而励廉耻。”

秦人有股子“拧劲儿”。著名作

家陈忠实曾说 ：“历史上凡是能进

入当时政权的关中人，祸国殃民的

奸佞之徒几乎数不出来，一个个都

是坚辞硬嘴不折不摧的大丈夫。”比

如，“史圣”司马迁，刚正不阿，忍辱

负重，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被鲁迅

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

《史记》；东汉太尉杨震，不仅以“四

知美誉留人世”，且为官正直，不屈

权贵，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因而

为奸臣等所忌恨，后在被罢官返乡

途中饮鸩而卒 ；明代万历年间任吏

部尚书的孙丕扬，刚直不屈，“挺劲

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众官不

敢徇私。

又如，清代第一位陕西籍状元

王杰，在朝40余年，历任宰相14年，

但不失秦人特征，为官清正廉洁，为

人刚直耿介，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

势，告老还乡时嘉庆皇帝赠诗匾送

行，赞其“直到一身立廊庙，清风两

袖返韩城”；在他去世后的贤良祠

有联高悬，曰 ：“文见长，清风两袖

不畏权贵 ；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

恶邪。”《清史稿》里对王杰高度评

价：“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天

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

臣矣。”

再如，清道光年间的王鼎，“少

贫，力学，尚气节”，忠贞爱国、“清操

绝俗”。面对外敌入侵，数度不惜冒

犯天颜，苦劝道光帝下定决心与英

人一战到底。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

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以

血醒君。1842 年 6 月 8 日深夜，74

岁的王鼎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

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

的遗疏，自缢身亡。

可见，气节者，凛然正气、高

风亮节也，乃生命之脊梁、立身之

根本、民族之魂魄。习近平总书记

曾在《从政杂谈》一文中说 ：“高

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

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

骨。”可以说，一个民族若是没有

气节，就会任人宰割、备受凌辱 ；

一个人若是没有气节，就是软骨

头。对党员干部来讲，气节源于对

党的事业的忠诚、源于对政治信

念的坚守、源于对初心使命的担

当、源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党员

干部讲气节，就是要立起坚定信

仰、矢志不渝的政治气节，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奉献气节，坚持原

则、敢于亮剑的斗争气节，公正廉

洁、一毫莫取的廉洁气节等。有了

这样的气节，才能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

襟度。可以说，担当品质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民族精

神、民族品质与民族气节的集中体

现。孔子曾经说过 ：“士而怀居，不

足以为士矣。”意思是说，如果一个

人整天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那么

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君子。

传统文化关于君子最基本的人格

标准，就是心怀天下苍生，做一个

有担当的人。有气节和敢担当，这

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内在修身

与外在大义的统一。党员干部既要

“善养浩然之气”，涵养共产党人的

高洁品质和情操 ；更要以“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担当，奋力创

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实绩。
（作者系陕西地电集团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省委讲师

团特聘专家学者）

苏轼仰望的圣贤
王英辉

坚守气节  勇于担当
崔利民

文史故事

在一代文豪苏轼的眼中，周公

姬旦是不折不扣的圣贤。

苏轼来凤翔为官时不足 25 岁，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就是毛头小

伙子一个。

他的职务很具体，史书里面的

记载是 ：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

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读来很拗口，

其实很简单，就是个七八品的具体

差使，既管事儿又跑腿。东坡先生

“喜出游、好咏赋”是出了名的，再

说那时他毕竟年轻，精力足、体力

佳，处理完琐事后，走遍了西府周

边，眉坞、磻溪、阳平、斜峪关都入

了他的诗。

拜谒周公时，苏轼仍未及而立。

我们今天查阅苏轼作品全集

时，看到他写周公庙的七律排在卷

二，前后诗作皆为秦中景点或山川

之景，且偶有“岐阳”“岐山”字句出

现，故此可以推断出，“吾今那复梦

周公”的名作便是他出仕凤翔期间

的青春之笔。

苏轼在 900 多年前的一个秋日

来到了周公庙。

此时的苏轼，与兄弟苏辙同科

高中后，已让“苏门俊彦”的美誉引发

无数学子的歆羡，发妻王氏又为他添

了长子迈生，生活和事业的甜蜜满满

当当地包裹着他。

春风得意的苏轼，颇有些“少年

不识愁滋味”的气魄。因而在周公庙

元圣殿前，他挥笔记下“周公庙，庙在

岐山西北八九里 ；庙后百许步，有泉

依山涌冽异常，国史所谓‘润德泉世

乱则竭’者也”的诗序。

接着他张口便吟出了“吾今那

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他

在喜悦的心情下，看到了高高耸立

的凤凰山，看到了与世穷通的汩汩

清泉。  

周公是苏轼顶礼膜拜的偶像，

他自己也是通过正统的儒学启蒙后

问鼎科甲。当然，诗经里“离黍”“雨

濛”的典故，对于饱读诗书的他，自然

都是信手拈来。

苏轼在高木清流、风物骀荡里

发出了对先周的慨叹、对先贤的喟

叹，既有凭吊之痛，还有征程之苦。

苏轼眼前是“暮号风”的无数棵郁

郁苍苍的白杨，但心里，还有周大

夫过宗庙宫室时那满眼的禾黍，滋

生这样的感叹似乎由不得他，牛啊

酒啊的祭祀品没有，周公故邸上空

的一群群乌鸦鸟雀正四下飞散而

去，一时间，故国离黍、连营画角、

秋风愁云的画面便闪现在年轻的苏

轼心头……

一朝感怀有时会成为未来谶

语，就比如苏轼。他在给王弗写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时，是否想到了当

年在周公庙的情景呢？

他要是知道在后来的岁月里，

自己辗转南北，备受坎坷，四十载，

宦海浮沉多贬斥，到头来却亲人凋

零，居无定所，他一定不会轻易写出

这么悲凉的诗句。半世奔波后，方顿

悟出 ：寻得一份恬静的心境，寄情山

水，写写诗、画画竹、练练字才是他

最渴望的精神追求。

他或许有苦涩的微笑、有深情

的回望，有阅尽沧桑之后不经意的叹

息。我们不得而知，苏轼匍匐在周公

像前时发出了多少的叹息，但在他流

露着淡淡喜悦又浓浓伤感的短短诗

句中，我们感受得出他对隔空遥望中

的周公那一份深深的敬慕。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周公庙

里那呼啦啦号唱的白杨、那扑棱棱

翱翔的乌鸟，在我们的意识里还是

那么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至于

梦里梦得见梦不见周公，已经不那

么重要了。其实，人有时候不能在

前路茫茫之际有太多的悲叹、太多

的幻想、太多的顾虑，珍重当下才

至为紧要。

不管是东坡先生，还是任何一

个凡夫俗子，在我们每个人心灵最深

处，周公都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我们在每每仰望周公的同时，

他也在时时照拂我们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