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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县长谈文化

三湘动态

湖湘文化名篇共赏析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这首著名的五言律诗，出

自 唐 代 大 诗 人 孟 浩 然（689—

740）之手。他是湖北襄阳人，

早年隐居故乡读书，40 岁时游

京师，应进士不第，结识了张九

龄、王维等诗人。玄宗开元二

十 一 年（733），张 九 龄 当 了 丞

相，他便写了这首诗赠送给他，

意在得到张九龄的赏识和录

用。这虽然是一首毛遂自荐的

干谒诗，但写得极为委婉含蓄，

不卑不亢，不露半点寒乞之相。

此诗前四句是描写洞庭景

色的。在诗人笔下，八百里洞

庭不但浩淼无垠，而且充满活

力：金秋八月，涨满的湖水几乎

和岸上平接，远远望去，水天一

色，汪洋的湖泊和缥缈的天空

融混成一个整体，显得格外神

奇、壮观。洞庭的气势是如此

雄伟，蓄积的自然力量是如此

丰富和强大，以致长江两岸沼

泽地带的土地和人民，都得到

它的滋润、哺育，连湖畔的岳阳

古城似乎也感受到其万顷碧波

的伟大震撼力！接下来的四句

诗是即景生情，意在言外，曲折

地表达了希望得到张九龄引荐

的心愿。正如古代诗评家所

言：“老杜有《岳阳楼》诗，浩然

亦有。浩然虽不及老杜，然‘气

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亦自

雄壮。”（曾季狸《艇斋诗话》）此

诗和杜甫《登岳阳楼》都被书写

在岳阳楼上，供游人观赏。

唐开元年间，又一著名诗

人王昌龄（690—756）晚年由江

宁（今南京市）丞贬为龙标（今

湖 南 中 方 县）尉 。 山 西 太 原

人。获罪之由仅仅是由于“不

护细行”。当李白听到他的不

幸遭遇后，曾经从远道寄给他

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杨

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

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

到 夜 郎 西 。”李 白 诗 中 的“ 五

溪”，即今湘西的辰水、酉水、巫

水、潕水、沅水一带，古时是著

名的蛮荒之地，龙标县就在沅

水和潕水汇合处。王昌龄在龙

标尉任上，心胸倒是比较开朗，

留下不少诗章。他在《龙标野

宴》一诗中写道：“莫道弦歌愁

远谪，春山明月不曾空。”他还

写过如下词情并茂、各具特色

的送别诗：

送魏二

醉别江楼桔柚香，

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犹在潇湘月，

愁听清猿梦里长。

送柴侍御

流水通波接武冈，

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从以上诗篇看，王昌龄确

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前诗

上半写实景，下半乃虚拟。它借

助想象，从视（月光）听（猿声）两

方面营造了一个典型的旅夜孤

寂的诗境，颇具朦胧之美，深化

了知交难舍难分之情。后诗从

龙标、武冈山水相接，虽是两乡

却又毗邻而居着笔，唱出了“送

君不觉有离伤”的欢快调子，但

这既不会被柴侍御也不会被读

者认为诗人寡情，恰恰相反，人

们于此感到的倒是无比的亲切

和异样的深情。这是生活的辩

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比那

一览无余的直说，更耐人寻味。

这两首送别诗，与诗人的名作

《芙蓉楼送辛渐》可说是异曲同

工的姊妹篇。芙蓉楼原名西北

楼，遗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西

北。王昌龄送好友辛渐北上，正

在江宁丞任上，他在诗中留下了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玉壶”的千古名句。清嘉庆年

间，黔阳县令曾钰在风光秀丽

的黔城西香炉岩也修建了一座

“芙蓉楼”，以纪念这位贬谪龙

标的“诗家夫子”，后亦成为楚

南上游的名胜。

湖光山色总关情
胡光凡

近年来，怀化市紧紧围绕省

委“四化两型”“两个加快”发展

战略，强力推进文化建设，文化

保障力、竞争力、凝聚力和影响

力显著提升。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省第十次党代会和省委十

届二次全会精神，按照周强书记

新年上班第一天视察省直文化

单位时的讲话要求，把文化强市

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

“四位一体”来统筹，纳入党委政

府工作全局来考虑，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来布局，以文化

强市推进富民强市新跨越。

强化保障
扎实推进文化强市战略

坚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牢固树立“文化兴市、

文化强市”的理念，从政策上、组

织上、体制上、资金上，进一步强

化 保 障 ，扎 实 推 进 文 化 强 市 建

设 。 一 是 抓 领 导 ，强 化 组 织 保

障。坚持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

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对 文 化 重 点 项 目 实 行“ 一 个 项

目、一个责任单位、一名联系领

导、一套工作班子”的全程服务

模式，每季度召开一次调度会，

对项目进展、存在的问题进行调

度，并在项目建设用地、投融资、

税 费 减 免 等 方 面 开 辟“ 绿 色 通

道”，加大推进力度。强化文化

建设考核，把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主要领导干部抓文化建设的

成效，与政绩考核、干部任用、评

先评优挂钩，重点考核对文化工

作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投入

力度。二是抓改革，强化体制保

障。按照中央和省委确定的文

化体制改革时间表、路线图、任

务书，在组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广播电

视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

理顺体制，激活机制。抓好县（市、

区）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综合执法

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经营性文化

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全面推进公益

性国有文化单位劳动人事、收入分

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三是抓

投入，强化资金保障。为更好地满

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我们将进一步

加大文化事业发展资金和文化产

业引导资金的投入，资金今后随本

级财政的增长逐年增加。积极创

新投融资模式，做实政府融资平

台，将市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重点文化场馆

交由城建投承担，积极推进 BT、

BOT 等 融 资 方 式，提 升 融 资 能

力。出台鼓励和促进基层发展文

化事业的优惠政策，以项目补贴、

贷款贴息、税收减免、企业冠名等

形式，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

方式投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调

动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

整合资源
打造本土文化品牌

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怀化发

展的最大财富。我们将依托资

源优势，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

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打造武

陵山区文化高地。一是着力突

出地域特色，培育文化品牌。挖

掘培育龙舟文化、福寿文化、湘

商文化、夜郎文化、屈原文化、生

态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品牌，依

托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着力

打造和平文化，兴修和平塔、和

平 村 、和 平 湖 等 纪 念 性 文 化 设

施，全力建好湖南省首个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继续办好“中国·芷

江国际和平文化节”，将怀化建

成“世界和平名城”；依托袁隆平

在怀化培育出杂交水稻，大力挖

掘和整理稻作文化，保护建设好

安江农校纪念园，继续办好“世

界杂交水稻论坛”，将怀化打造

成为“国际稻都”。二是着力传

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积极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加强对洪江古商

城建筑群、沅陵龙兴讲寺、会同

高椅古村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利用，传承苗族歌

鼟、辰河高腔、侗锦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加强对民俗文化、民间

艺术、人文景观、生活习俗等传统

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保护、

规划、建设好黔阳古城等重大文化

遗址及古镇、古村落、古民居，推进

通道侗族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三是着力弘扬民族文化，推

进文艺精品生产。推进优秀民族

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加大侗

族、苗族文化的挖掘和利用，扩大

芦笙节、大戊梁歌会等民族文化节

庆活动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加

大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组织

力度，推出一批深受群众喜爱、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

精品力作。

依托区位优势
构筑文化物流高地

怀化地处湘鄂渝黔桂五省

（市、区）接边地区，区位优势明

显。我们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着力构筑文化物流高地。一是

加快武陵山区文化物流中心建

设。通过资产重组、强强联合，

大力发展印刷、出版物流中心。

对全市现有的 155 家印刷企业进

行 整 合 ，开 展 技 术 设 备 更 新 改

造，组建一批具有亿元产值潜力

的印刷企业。在河西经开区、鹤

城区和中方县规划一批印刷产

业园区，不断提升行业竞争力；

抓好福兴数码、银河音像和昌顺

图书城三个出版物流中心的提

质增效。二是加快发展文化旅

游。以通道侗族古建筑群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打造这一

国际文化旅游名片，以此整合串

连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古城古

镇古村及名山名水名人等优质

资源，加快通道会议纪念地、粟

裕同志纪念馆等红色文化旅游

项 目 建 设 ，全 面 推 进 芷 江 和 平

文化园、洪江古商城和中国·湘

西文化村建设，接通张家界-怀

化-桂林国际旅游品牌，实现资

源 共 享、信 息 互 通、客 源 互 送、

市 场 共 拓 、品 牌 共 铸 、合 作 共

赢 ，推 进 整 个 大 湘 西 文 化 旅 游

发展。三是加快推进文化创意

产业。把文化创意作为全市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来 培 育 ，加 大 文

化 与 科 技 的 融 合 ，运 用 高 新 技

术 改 造 传 统 文 化 产 业 ，提 高 文

化 产 业 的 科 技 含 量 和 装 备 水

平 ，加 快 中 方 湘 商 科 技 文 化 产

业园建设；推动文化与“数字湖

南”建设相结合，重点抓好怀化

日报社五省接边地区数字报业

一体化项目和怀化电视台移动

网络电视平台建设；推动文化与

工艺、会展相结合，规划建设集

花鸟奇石、美术雕刻、书画会展、

动漫游戏等为一体的杨村文化

创意产业园，培育一批过亿元的

文化创意企业和过 10 亿元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

创新公共服务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坚持内容为王、创意制胜，

突出文化服务载体、手段、形式

创新，提升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不同

层次的需求。一是创新载体，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

化。围绕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

和省级文明城市，开展“文明素

质 大 家 谈”“ 知 我 怀 化、爱 我 怀

化”等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形成

良 好 的 社 会 风 尚 和 公 共 秩 序 ；

依 托 抗 战 胜 利 受 降 旧 址 、湘 西

剿 匪 胜 利 纪 念 馆 等 爱 教 基 地 ，

继 续 抓 好 免 费 开 放 工 作 ，加 强

市 民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和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依 托 文 化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工 程 、文 化 活 动 室 、农 家 书

屋 等 文 化 阵 地 ，开 展 送 戏 下 乡

和 多 样 式 的 群 众 文 化 活 动，引

导 人 们 树 立 共 同 理 想 信 念 ，倡

导 文 明 风 尚 。 二 是 创 新 手 段 ，

政府购买文化服务。把办群众

喜 爱 的 活 动 作 为 突 破 口 ，坚 持

“政府买单、群众看戏”，市、县、

乡三级每年将从新增文化事业

经 费 中 拿 出 30%的 经 费 作 为 民

间 文 化 产 品 专 项 采 购 资 金 ，在

组 织 开 展“ 三 下 乡”“ 广 场 文 化

月 月 乐”“ 乡 村 流 动 大 舞 台”和

经 贸 招 商 等 活 动 中 ，面 向 民 间

剧 团 公 开 招 标 演 出 剧 团 和 剧

目 ，既 让 主 办 单 位 购 买 到 符 合

群 众 需 求 的 文 化 产 品 ，实 现 文

化 与 经 济 的 联 姻 ，又 让 群 众 在

参 与 中 受 益 、在 受 益 后 主 动 参

与 ，在 文 化 服 务 上 得 到 更 多 实

惠 。 三 是 创 新 形 式 ，支 持 群 众

自 办 文 化 。 加 强 教 育 引 导 ，鼓

励 企 业 、社 会 团 体 和 个 人 参 与

文化建设。按照“有制度、有设

施、有规模、有品牌、有影响、有

保 障 ”的 标 准 ，扶 持 经 济 基 础

好、热心公益文化的群众组建文

化 实 体 ，开 展“ 文 化 大 户 ”创

建 ，实 行 挂 牌 命 名 管 理 ，为 群

众 提 供 便 捷 高 效 的 文 化 服 务 ，

实 现 身 边 人 影 响 身 边 人 、教 育

身边人。

3 月 1 日清晨，我们从省委大

院出发，乘车 5 个小时，经教字垭

集镇，行车 20 分钟，再穿过一个

山洞，豁然开朗。田园、小溪、民

居，青山、绿水、白云，像一幅幅油

画在眼前徐徐展开。这便是我们

的目的地——张家界市中湖乡。

下午，我们住进了野溪铺农

户老汪家里。之后的 7 天，我们

行走乡间，串门入户，坐谈走访，

深深感受到了中湖干部群众对文

化的热爱、自信、渴望，感受到了

文化建设给中湖带来的变化。

这里建起了堪称“牛气”的乡

镇文化站，还有一处处篮球场、乒

乓球场、健身广场、跳舞广场等文

体活动设施，组建有一个个篮球

协会、书法协会、阳戏剧团等民间

社团，培育了一支支在当地十分

活跃的花灯、鱼鼓、腰鼓、管弦乐、

打溜子、舞龙耍狮等队伍。群众

参与踊跃，热情高涨。今年该乡

举办了农民春晚，各村争相选送

节目，有 40 多个，长达 5 个小时。

这些文体活动坚持 13 年没有间

断。

乡镇如何抓文化建设，我们

有三点感悟。一是突出农民群众

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当乡村文化

的主角。农民需要文化，文化更

需要农民。乡村是文化的沃土，

蕴藏深厚的乡土文化。毛主席

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

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

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

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用

农民的话说，“咱农民演的戏最好

看。”农民中有一大批文化能人、

民间艺人，是乡村文化中最活跃

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中坚作用。

二是文化工作应符合农民的

需求，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农民

需要文化，但农民也最讲实惠。

只有让文化有益于农民的现实需

要，农民才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支持

文化建设。中湖乡有一条经验，就

是用文化观念推动农村环境整治，

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文明

素质，并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

让农民切身感受到文化带来的积

极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

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三是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

设，整合资源、量力而行、分期分

批，建设农民迫切需要的文化基

础设施；抓好文化队伍建设，培育

扶持民间文化团体发展，争取在

每个村拥有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

民间文化组织；抓好文化活动开

展，结合实际，统筹安排，多开展

丰富多彩、群众便于参加、喜闻乐

见的文化活动。

这次调研，我们特别关注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

多数被访问的区县、乡村干

部认为，文化产业在乡村与在城

市一样，同样可以大有作为，需要

我们在政策、法规、税收和信贷等

方面加以引导和支持，并给予更

大的倾斜。

我们认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的根本问题在市场。当前，解决这

个问题，可以把握三条路径：

一是立足本地市场，提高和

引导农民文化消费需求。长期以

来，受到收入低、消费习惯等方面

的影响，农民文化消费有限。而

现在乡村农民文化消费快速增

长，呈现出追求新时尚、体验新生

活、不断求新求变的趋向，文化服

务型消费成为农民文化支出的主

流。应鼓励各种面向农村、面向

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为当地农

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积极鼓励民办社会文化

团体、文化经营户发展，支持其以

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重点发展农村演艺市

场，大力扶持民间职业剧团和农

村业余剧团的发展。

二是借助旅游市场，开发有

人文特色和自然风光的乡村文化

旅游。蹲点所驻村野溪铺，开发

了清风峡谷徒步探险游，组织本

地农民演出团队，开展民俗风情、

民间艺术表演，用本土文化吸引、

留住了游客。该景点去年每天平

均接待游客 60 人次，单日接待最

高 突 破 200 人 次 。 全 村 家 庭 旅

馆、农家乐一年接待游客约 5 万

人次，其中有 20 多家开设网页在

互联网上揽客，旅游经营收入最

少户 10 万元、最高户 30 万元。该

村把文化注入乡村旅游中，有效

提升休闲、生态、旅游业态的品

质 ，从 而 产 生 了 更 大 的 吸 引 效

应，让农民从中得到更多的经济

实惠。开发乡村文化旅游，应该

注意在尊重历史风貌和景观特

色的基础上，保持乡村特点，展

现美好的人文特色、田园风光和

生态环境。

三是开拓外向市场，深度挖

掘和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乡村文

化产业发展的载体。积极引导和

支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

化发展，使乡村民间手工艺品、绝

技绝活、民俗用品、民族饰品、特色

食品，乃至农副产品，挖掘出其中

文化的内涵，释放出文化的风采。

关键是培养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发展一批农村文化经营人

才，培育一批乡土文化品牌，开发

出乡村文化产业“一乡一特”“一村

一品”，从而让具有本地特色的文

化产品“走出去”。

深入中湖乡，看到了乡村文

化建设的希望，也发现不少困难

和问题。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和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的指引

下，有中湖乡党员干部的努力和

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相信中湖

文化强乡的目标会成为现实。（作

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文化产

业办党支部成员）

在中湖乡的所见所思
龚永华

4 月 11 日，书法家汪剑响（左三）来到湖南省军区东湖

干休所，为老红军和老八路挥毫泼墨，书写并赠送了 10 多

幅作品。98 岁的老红军陈云忠（左二）、95 岁的老红军张生

荣（左四）、85 岁的老八路郑红杰（左五）开心地收到了汪剑

响书写的《福》字。汪剑响书法集众家之长、风格多样，其

作品布局严谨、行笔精湛、独成一家。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卫 摄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通讯员莫胜）日前，湘籍国际知

名音乐家谭盾欣然接受江永县政府

的邀请，担任“女书习俗申遗大使”和

“女书文化艺术传承大使”。

谭盾亲自制定了“女书拯救

计划”。构想完成一部《女书》纪

录片的拍摄，创作音乐作品《女

书》交 响 曲 ，在 国 内 及 全 球 巡

演。建立女书保护与传承赞助

体制，对当地女书原件、女书村

落开展全方位保护，建立女书网

站进行立体宣传，共同推动女书

“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

工作。

据悉，“女书拯救计划”很快

得到了各界的踊跃加盟，其中音

乐作品《女书》将 与 费 城 交 响 乐

团、NHK 交响乐团、巴黎国家交

响乐团，以及著名竖琴演奏家伊

丽莎白·海伦、亚洲著名的竖琴演

奏家藤井遥、国内众多竖琴演奏

家一起合作完成。该作品是《地

图——寻回消失中的根籁》的姐

妹 篇 ，是 一 部 从 人 类 学 角 度 出

发，结合现代科技、古声源、女书

视觉的交响乐，明年便可与广大

观众见面。

谭盾担任“女书习俗申遗大使”

郴州发现北宋时期“夫妻墓”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通讯员陈鹏）记者近日从郴州市

文物处获悉，经过一段时间的考

古清理，在桂阳县仁义镇旺山一

座宋代墓葬，出土了铜钱、陶牛角

坛、堆塑罐、瓷碗等 10 多件文物。

3 月下旬，郴州市文物处接到

市民报告，在桂阳县仁义镇旺山

一农民建房工地上，发现一座古

墓。3 月 28 日，郴州市文物处考

古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对古墓进

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葬坐北

朝南，有两个墓室，墓室既相连又

独立，专家认定为并排的“ 夫妻

墓”。两墓室后部均有一龛，呈宝

塔形，分别放置陶牛角坛、堆塑罐

等随葬品。墓中出土 2 枚铜钱，其

中1枚的文字显示为“皇宋通宝”，

经查为北宋仁宗赵祯（公元1039年

—公元1053年）年间所铸。

专家介绍，墓葬出土的几件

陶器，与 2010 年桂阳刘家岭宋代

墓葬发现的陶器类似。出土的几

件残缺的瓷碗，分别是刻花白瓷、

窑变黑瓷、印花青瓷，均具宋代瓷

器的特征。从出土的器物等各方

面综合推断，此墓为北宋中期平

民墓葬。

怀化溆浦“文化下乡”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黎鑫）

近日，怀化市溆浦县文广新局工

作人员来到王江乡麻池坳村，为

当地乡亲们送来用于指导农业生

产的图书 2400 册，满足农民群众

对春耕生产知识的需求。

据溆浦县文广新局局长张建

平介绍，从 2002 年起，该县每年坚

持开展 2 至 3 次免费送图书、送科

技下乡活动，其中春耕时节是每

年固定的送书时间。“春耕时节，

农民群众渴望了解新信息、学习

新技术。我们急群众之所急，送

书 进 农 家 ，为 春 耕 生 产 助 力 加

油。”张建平说。

据统计，溆浦县已为各乡镇

免费赠送各类图书近万册，期刊

1000 余册，编印、发放各类农村科

技资料 20 多种 20000 多份，复制、

发放由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

理 中 心 下 发 的“ 文 化 共 享 助 春

耕”“共享知识、和谐万家”“共享

书香、快乐阅读”等各种光碟 1000

多张。

把文化强市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共怀化市委书记 李亿龙

中共怀化市委书记 李亿龙

文化调研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