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6日 星期日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文化走廊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志宏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whb@163.com 3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 丝 语化 丝 语化 丝 语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风 民 俗风 民 俗风 民 俗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 采 风化 采 风化 采 风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人 轶 事人 轶 事人 轶 事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亦是
我国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将节气与
节日融为一体的日子。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勤劳聪慧的中华儿女通
过观察自然、总结生产生活经验，创
造了许多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民
谚。这些谚语虽然受地域、气候等因
素影响，但无一不是劳动人民智慧
的结晶，质朴无华却意趣盎然。

提起清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
清明的雨。唐代杜牧《清明》中的佳
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早已深入人
心，描绘了清明时节细雨绵绵的景
象。这一自然现象在民谚中也得到
了印证：“清明前后雨纷纷，麦子一
定好收成”“清明有雨麦苗肥，谷雨
有雨好种棉”“清明有雨春苗壮，小
满有雨麦头齐”“清明前后一场雨，
好似秀才中了举”“雨打清明前，洼
地好种田”。这些谚语不但道出了春
雨对农作物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古
人对天时的精准把握。春雨贵如油，
润物细无声，正是农耕文明中对自
然恩赐的深刻理解。

清明是雨水的象征，也是万物
复苏的标志。“清明柳叶绿，谷雨杏
花开”“清明发芽，谷雨采茶”“清明
笋出，谷雨笋长”“植树造林，莫过清
明”，这些谚语生动地描绘了节气与
植物生长的关系。而“清明螺，赛肥
鹅”则记录了清明时节螺蛳肥美的
自然现象。这些谚语是先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见证，更展现了炎黄子
孙对生态环境的深刻理解。此外，

“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
戴柳，来生变黄狗”“清明插青柳，端
午佩香囊”等习俗谚语，既是节日民
俗传统的真实写照，又传递了古人
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更彰显了清明

独特的文化底蕴。
清明时节，气温回升，雨量增

多，恰是春耕春种的关键时期。清明
节作为重要的农事节点，与农耕紧
密相连，这在清明谚语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
明种瓜，立夏开花”“清明早，立夏
迟，谷雨种棉正当时”“清明谷雨两
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播种不过
清明关，移栽不过立夏关”等，这些
谚语在没有现代气象预报的古代，
为农事活动提供了准确的指导，堪
称古人的“农耕手册”。即便在科技
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谚语对农业
生产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明的谚语不仅仅反映了古人
对自然气候的观察，也蕴含了深刻
的生活哲理。“清明不拆絮，到老没
成器”，它告诫人们，若在春天过半
时仍不愿把棉衣换下，这样懒惰的
人，到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或出息。
它表明了气候变化对生活的影响，
也表达了对懒惰的批评。“清明雨渐
增，天天好刮风”，意在提醒人们，清
明节后雨水增多，常伴大风，需提前
做好应对准备。“清明有雨星星，一
棵高粱打一升”则预示着清明节下
雨将带来高粱的丰收，表达了农人
对丰收的期盼和对自然恩赐的感激
之情。

谚语中的清明是古人留下的珍
贵文化遗产，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经
验与智慧，记录着农耕文明的历程，
传递着顺应自然的生活哲学。在现
代化的今天，这些谚语依然指引我
们平衡人与自然、传统与当代的关
系。让我们倍加珍惜这份遗产，在传
承中创新，让先人的智慧持续照亮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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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
生出生于一个
书香世家，使
他从小养成热
爱 学 习 的 习
惯 。1938 年 ，
他 虽 然 才 16
岁，也只在昆
华中学（今昆
明 市 第 一 中
学）读了半年
高二，而当获
悉国立西南联
合大学招生的
消息后，在做
教授的父亲鼓
励和支持下，
他心怀探索大千世界变幻莫测的奥秘的愿望，毅
然报考了西南联大化学系，并以“同等学历”资格
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最终在两万名考生中以第
二名的成绩脱颖而出，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
成为当年入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学生。

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在翻阅杨振宁的入学试卷
时，发现他更适合学物理，便向他讲述了物理学对
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引导他转到了物
理学系，并使他很快步入了物理学的殿堂。

1940年 9月 30日，日军飞机悍然轰炸西南联
大所在地昆明，杨振宁一家居住在小东城脚租赁
的房屋，不幸被一枚炸弹击中，房屋和所有家当毁
于一旦。万幸的是，当时全家都躲进了防空洞，这
才幸免于难。轰炸刚一结束，杨振宁就跑回到被炸毁的家中，又从邻居家
借来了一把铁锨，开始在巨大的瓦砾堆中拼命翻挖。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
翻刨，他终于从废墟中挖出了六七本被压得歪歪斜斜、但却还能使用的物
理书籍。那一刻，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放声大笑，连连说：“老天助我，
老天助我呀。”

他后来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今天的人已很难了解，在那种艰难困
苦的岁月里，几本书所承载的价值和意义。而西南联大的那段生活经历，
在我的一生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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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沙西镇背靠梁山，面
向大海，自然风光旖旎；沙西榕树
盆景、海月岩等人文景观闻名遐
迩，如今又多了一张新名片，沙西
蓬山村以“博士村”的美誉而扬
名。近三十年来该村出了 7 名博
士、20 多名硕士研究生；在历史
上该村出了 3 名进士，以及多名
岁进士、贡生、秀才。这对现有人
口只有 3400多人的村庄来说，真
可谓地灵人杰。

蓬山村为陈氏族群聚居地，
据《蓬山陈氏家谱》记载，蓬山村
陈氏系开漳圣王陈元光后裔，开
基祖陈君赐，于元朝元顺帝时期
来此创业定居，至今已六百多年。
从这里走出来的博士生等人才，
则如一颗颗金子也在熠熠生辉。
每年春节博士生们都会回乡与亲
人团聚，并在蓬山学堂举行博士
讲座，与村里的学生和青年分享
成功的经验，鼓励大家立志求学
创业。这已成为蓬山村迎春贺岁
的一个活动。蓬山村何以文风昌
盛，人才辈出？

立德树人，源远流长。修德
堂，蓬山村的祖祠，前些年修葺一
新。“修德”的堂名光耀醒目，昭示
着以德立村，以德树人的祖训。堂
内的祖训、匾额楹联、名人故事无
不彰显着蓬山村人世代传承以德
修身的坚定。如祖训中所言：读书
为重，次即农桑。取之有道，工贾何
妨。克勤克俭，毋怠毋荒。孝友睦
姻，六行皆藏。礼义廉耻，四维毕
张。处于家也，可表可坊。仕于朝
也，为忠为良。神则佑汝，汝福绵
长。倘背祖训，暴弃疏狂。轻违礼
法，乖舛伦常。贻羞祖宗，得罪彼
苍。神则殃汝，汝必不昌。朱熹的

“修德养性，崇礼笃义”牌匾、清光
绪年间漳浦知县朱应生题赠的

“见义勇为”匾额等，都是对道德
修养的要求与赞美。村中古老的
玄帝庙供奉着岳飞神像，是村民
们对“精忠报国”大德的传扬。一
代代人的道德传承，造就了和谐
兴旺的蓬山村。在村里，我们听到
这几个故事，觉得很感人。

清光绪年间，村民陈树滋，为
国学生，年仅十六岁便继承其父
亲事业，为“蓬山家长”。他修养敦
厚，处事公正，多有政绩。当时，为
执行禁种罂粟的县令，他不顾个
人安危，排除了恶势力的阻挠，并
让自己的族人和亲友带头不种，
成效卓著，知县朱应清赠予“见义
勇为”匾额。蓬山村三面环山一面
向海，中间山脉有三个并列的小
山墩，林木秀美，被称之为“伏虎
地”。为了保护这秀美的山水，陈
树滋严格执行封山育林的公约。
据传，有一亲人违反规定破坏山
林，陈树滋毫不纵容坚决按公约
处罚，并宰杀了自家的牛牯，将牛
肉分给村人，用事实让人看到执
行惩罚的结果。他的这一举动，有
力地教育了全村人，使蓬山的绿
水青山得以延续。平息纷争，是陈
树滋让人传为美谈的又一好事。
据传，当年陈岱陈氏族人因“角
房”纠纷而陷入长期的争斗，影响
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后来，双方同
意请公道正派的陈树滋来调解。
他摆事实，讲道理，让大家口服心
服，双方互相道歉言和。但在赔偿

损失上，双方的分歧难以调和。这
时，陈树滋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
白银，巧妙地补上其中的差额，成
功地平息了这场纷争。后来族人
知道事情的原委，深受感动，要奉
还这笔款项。

清朝时，村里一个叫陈投的
大户人家建了一座大厝，而前面
是一座低矮的平房。村民们说，这
么大的房子会冲了人家的风水。
陈投知道后，把自家的大门改为
歪门，体现了相互尊重、相互容纳
的美德，得到世代好评，人们将此
称为“歪门正道”。如今这家族的
一个后裔成为北京大学博士后。
由此可见，有道德就有“好风水”，
就能兴旺发达。

大革命时期，红三团在蓬山
村的联络员陈家和、陈炳仔、陈振
盛、陈振金等人，曾接引红三团指
战员到修德堂修整、开会，为红三
团在这一带的活动提供了有力支
持。这是蓬山村以德立村涌现出
来的生动故事。

读书求学，立志成才。在蓬山
村崇学、助学、励学之风代代传
承，因此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村里
出了三名进士：

陈琛，自幼聪敏好学，性情纯
笃。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
士，历任苏州府推官、大理寺评事，
审理案件公正无私，一生清廉。

陈朱图，出身贫寒，从小立志
高远，勤学苦读。明崇祯元年
（1628年）中进士，历任行人司行
人、吏部稽勋清吏司主事。履职优
异，曾获皇帝召见。

陈杓，自幼聪颖好学，清乾隆
元年（1736年）中进士，历任吏部
观政。他擅长言论，深研经书史
籍，著有《诗集》二卷流传。

喜看今朝，蓬山村的博士人
才光彩夺目：

陈爱政博士、陈碧文博士、陈
武林博士、陈正勋博士、陈博智博
士、陈开创博士、陈董泽博士，博士
们真是名不虚传，个个学有所成，
干有所成，业绩卓著。

乡贤情深，助力振兴。学成报
国，回馈桑梓，是蓬山村乡贤的美
德。如今蓬山村成立了“蓬山村教
育事业发展促进会”和“乡贤促进
会”，为乡贤回馈家乡搭建了交流
聚力的平台。近年来，通过这两个
会改善了蓬山小学的教学条件，奖
励优秀教师18人次，资助贫困学
子9人，奖励优秀学子90人。积极
探索“乡贤+”模式，发挥乡贤在技
术、资金、人脉的资源优势，促进蓬
山村产业振兴。已引进企业投资约
580万元，扩种水果，新种莲雾500
亩，改良荔枝2000多亩。未来三年
将进一步投入 2200万元，以高效
农业带动农民增收。“乡贤公益捐
赠”是乡贤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
又一张名片。截至目前，蓬山村乡
贤共捐资50多万元，用于扶贫帮
困、关爱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此
外，在人居环境整治、古村文化提
升上，乡贤们也贡献了智慧和方
案。蓬山村作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下一步将持续拓展“乡贤+”模
式，总结成功经验，完善乡贤联系
机制，切实发挥乡贤在产业发展和
乡村建设等方面的优势，让蓬山村
在乡村振兴中不断发展壮大。

梁山下的梁山下的梁山下的梁山下的梁山下的“““““博士村博士村博士村博士村博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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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月25日从中国国家博物
馆获悉，以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为原型设计的文创产品——凤冠冰
箱贴累计销量突破 100 万件，带动
凤冠 IP 全系列产品销售额跨越亿
元，创下国博近 20
年来单品及系列文
创 的 销 售 纪 录 。
（2025 年 3 月 26 日
新华网）

凤冠冰箱贴，
原型是国宝级文物
明代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它镶
嵌有百余颗红蓝宝石、4000余颗珍
珠，以极致繁复的工艺展现出我国
古代的一种宫廷美学。

凤冠冰箱贴的设计者，没有简
单停留在复刻其原型的外观，而是
从造型的重构、制作材质的选取、色
调的选择等细节上，取其形、赋其
神，既呼应文物原貌，又契合现代审
美，让明代宫廷美学自然地融入当
代日常生活。并且，设计者还通过配
套的文物故事卡、现场讲解等方式，

把这顶凤冠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传
递给消费者。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
一枚冰箱贴，更增益了历史文化的
素养。在这样的文化产品消费与供
给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历史认知与
文化传承的良好互动与有效闭环。

把视野放大放远，可以看出，随
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品质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民众的
刚需。近些年，博物馆众多文创产
品，成为人们的生活新宠。从“朕知
道了”纸胶带到“马踏飞燕”玩偶，再
到今天的凤冠冰箱贴，博物馆文创
产品前浪推后浪，不断出新爆火，表
征着博物馆在文化传承路径、方式
上的新发展，也见证着消费者日益
增长的文化消费新需求。

当下的文化市场，消费者对文
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更加多元，相
应地，文化供给丰富多样，文化产

品、服务和业态新潮叠涌。其中，新
的消费审美观就是一个突出方面。
在此背景下，文化消费与文化供给，
也走向深耕细作，创新运用巧思，从
浅层的文化符号呈现，走向挖掘和
表达深层的文化内涵。比如，茶饮品
牌从茶的历史文化的典籍《茶经》中
寻获灵感，家装领域的热销产品注

入了宋代淡雅自然的美学特征，国
货品牌不只把非遗图饰印制在包装
上，如此可喜的转变不胜枚举。

与这些状况相仿，凤冠冰箱贴
的销售火爆，也是文化市场消费与
供给又一场成功而精彩的双向奔
赴。在这样的相互成就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再一次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博物馆文物的文创
产品的热销，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当下，民众物质生活条件不断

改善，是推高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
重要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深厚内涵和天然魅力，使国人尤其
是青年群体对其具有感性偏好和理
性认同，成为文化消费新浪潮中的
主要力量。而国家近年来持续的政
策支持，有力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和文化消费繁荣。前不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
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
干措施》明确提出，扩
大特色优质产品供
给，开发时尚国潮产
品。

凤冠冰箱贴的爆火，启示博物
馆界和文创产品的开发者，当顺应
当前文化消费的新需求、新浪潮，深
度挖掘我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
化的珍贵富矿，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要创新生发更多巧思，开发生
产更多细作，有效进行当代表达和
推广，并在文化市场的消费反应中
检验和提高其生命力，让更多民众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一件件优秀文创产品中，凝聚中
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恒久力量。

文化传承需要更多“凤冠冰箱贴”式的巧思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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