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韩晓艳 视觉编辑 姚欣 校对 董雪2024年 11月 1日 星期五
6 汉风古韵

●文旅时评

●读史解人

钢琴音乐会、非遗技艺体验、
“中国咖啡故事”展览……来到北
京城市图书馆，人们遇见的不仅是
阅读，更是精彩的文化之旅。开馆
近 10 个月，北京城市图书馆到访
人次突破 330 万，成为备受市民喜
爱的新晋“打卡地”。作为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的代表，北京城市图书
馆走出了一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的新路径，展示了公共文化空
间“书卷气和烟火气兼而有之”的
更多可能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更加多样化、精
细化、个性化，对公共文化空间的
期待从过去“有没有”“多不多”升
级为“美不美”“好不好”。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
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优质
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加快优
化公共文化空间，大力提升文化服
务品质，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的时代必答题。

优质文化生活是人们美好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卓有成效，公共文化空间的数量和
覆盖面不断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和
水平持续提高。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美术馆等传统公共文化设
施提档升级，形成蓬勃繁荣的城乡
文化新场景。据相关数据统计，目
前，全国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文
化馆 3516 个、博物馆 6833 个、乡镇

（街 道）文 化 站 4 万 余 个 ，广 大 农
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基本实现全覆盖。一个个公共文
化空间不仅在个人学习工作和日
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激
发城乡活力、涵养城乡文明、助力
城乡发展注入更多动能。作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公共文化
空间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更优路径，
在提升公众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
程度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文化空间，文化是灵魂。公共
文化空间作为人们的心灵港湾和
精神家园，理应富有文化气息和生
机。而传承与创新并进，与时俱进
更新自我功能，不断挖掘并激活深
层次文化意义，正是公共文化空间
拥 有 生 命 力 和 时 代 感 的 内 在 要
求。当前，各地公 共 文 化 空 间 积
极创新求变，或跨界发展实现业
态融合，或借助科技之力加快蝶
变，或突破人群圈层激发活力，一
大批有特色有品位的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先后涌现。比如，江西资
溪“24 小时微型图书馆”让阅读不
打 烊 ，广 西 涠 洲 岛“ 海 岛 智 慧 书
房”无人值守 、完全自助，广东广
州“天河湿地文化角”融美术馆 、
图 书 馆 、咖 啡 馆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
新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
收藏、阅读、展览的空间，还是提供
教育项目、文化活动、信息资源的
综合体，成为助力个人发展与终身
学习的“社会大学”。

文化空间，是实实在在为民造
福的空间，为了避免徒有其表、流
于形式，做好供需对接是关键。让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当以基层
实际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供需对
接机制和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切实
增强文化服务针对性、精准性和实
效性。具体而言，文化空间建设既
要关注亲子、养老、议事等便民服
务的刚性需求，又要考虑阅读、教
育、社交、分享等文娱休闲的软性
需求；文化空间既要有大而全的综
合服务中心，还要有小而美的各种
特色生活场景。如四川成都中海
社区“漫生活服务馆”开展亲子教
育、便民政务、公益慈善等多项服
务，浙江近 2 万个“农村文化礼堂”
就近提供为民服务等，都是因地制
宜打造文化空间的有益实践。

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需
要持续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坚
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
共建共享理念，引导更多文化资源

主动走向基层。在实践中，一些公
共文化空间积极创新服务模式、不
断拓宽服务渠道，如打造“15 分钟
阅读圈”、文化特派员下基层、“图
书馆流动车”进农村社区等，把文
化资源送到人们的家门口。还要
看到的是，当前基层特别是农村和
偏远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仍存在一
定短板，优质文化资源供给相对不
足，文化空间布局运营、文化人才
队伍培养等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任重
道远。

向着更美好的未来，需要更加
注重以人为中心推进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探索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
层的更优解，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光明日报》）

王蓬先生新作《秦蜀
古道与石门石刻》，共计 30
篇 文 章 41 万 字 ，图 文 并
茂，鲜活生动。

1992 年，王蓬随摄制
组一年时间拍摄《栈道》，
他撰写的解说词由央视赵
忠 祥 配 音 。 央 视 多 次 播
放，多家省市电视台亦予
播出，秦蜀古道扬名天下。

之后，王蓬又持续 30
年踏访研究秦蜀古道，写
出至少 200 篇文章 200 多
万字，出版了《山河岁月》

《中国蜀道》《秦蜀道》《大
开通》《栈道 栈道》等多部
专著，获得多项奖励。中
国著名作家、评论家阎纲
先生说：“陕西名家群里，
不能没有他……之后又精
编为《中国蜀道》，集古道
之大成，成一家之言，捧之
不禁忭然……是史传，是
游记，是报告，是散文，是
当代作家徐霞客！”

秦 岭 巴 山 南 北 的 先
民们披荆斩棘，至少四千
年 前 就 踏 勘 出 褒 斜 道 和
通 往 巴 蜀 的 道 路 。 大 禹
治理汉江、商武丁妇好征
讨 巴 蜀 、周 王 祭 旱 山 、褒
姒 入 朝 、秦 军 伐 蜀 等 等 ，
都走秦蜀古道。

长 安 通 往 巴 蜀 的 道
路，就是秦蜀古道。汉中
是 这 条 古 道 的 枢 纽 和 中
转站。

书 中 讲 述 从 关 中 翻
越 秦 岭 到 达 汉 中 有 五 条
古道。

子午道，北起长安子午谷，翻越秦岭，经宁陕、
石泉，过西乡、城固达汉中市区（古时南郑）。唐
人记载，子午道全长 841里，其中山路 660里。公
元前 206年 4月，刘邦率军由此道到汉中。

傥骆道，北起周至县骆谷口，经厚畛子、都
督门（老县城）、华阳镇而达洋县。《元和郡县图
志》载：“（长安）西南至洋县六百三十里。”是长
安至汉中里程最近、最难走的路。顾祖禹《读史
方舆纪要》说：“谷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八十
里，凡八十四盘。”

褒斜道，北起眉县斜谷，经太白县进入留坝
县，南出褒谷口到达汉中，全长 760 里。此路是
穿越秦岭唯一不翻大山的古道，其中谷间山道
470 里，成道时间在 4000 年以上，《华阳国志》
曰：“秦岭道路，起于三皇。”作者指出留坝县是
褒斜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褒斜道在该县境内
与陈仓道、连云栈道等栈道连通，形成四通八达
的路网。

褒谷口往南几里就是王蓬一家特殊时期流
落汉中的张寨村，王蓬当了 18 年挣工分的农
民，无数次在褒斜道上行走劳作，其对古道的熟
悉和感受，自然和别的专家大有不同。

陈仓道，又叫周道、故道、散关道、嘉陵道，
因刘邦大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闻名天下。
北起宝鸡陈仓区，经大散关翻秦岭，沿故道至凤
县，经徽县至略阳，接沮水道（勉县）抵汉中，或
经略阳境陈平道至大安驿，接金牛道入川，或由
凤县南星乡经留坝境，接褒斜道到汉中。

祁山道，1800年前诸葛亮大军伐魏（即六出
祁山）所走之道。从汉中出发，经勉县入陇继转
陇县或陈仓。此道宽阔平缓，还可利用嘉陵水
系运输粮草。

作者还写了翻越大巴山的三条古道：
金牛道，是由汉入川的主要道路，川陕公

路、京昆高速、宝成铁路、西成高铁均沿此道修
建，开通至少三千年，五丁开道广为人知。自宁
强县大安镇烈金坝村上金牛道，翻五丁关至四
川广元。

米仓道，南郑境内山岭均为米仓山，翻山入
川的三条主要道路都叫米仓道，起点均为汉中。

荔枝道，因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而闻
名天下。北从子午道过宁陕、石泉，向西至西乡
县古城，拐向南过堰口、镇巴县城，再南过渔渡
镇经达州、大竹到涪陵。

以 上 八 条 路 ，兴 废 随 时 ，秦 蜀 之 路 从 未
中断。

本书说清了古道生成、走向等基本情况，讲
述了各时期的路况变化。归纳了古道的六大功
能：生命之路、智慧之路、邮传之路、贸易之路、
战争之路、石刻之路。这六路之提出，得到许多
古道专家认可，川陕蜀道申遗时引用了此说。
写清了古道的山川河流地理情况，文后注明了
重要集镇、关隘、渡口等。记叙精准确凿，堪称
秦蜀古道权威史料。此书文字优美语言生动，
史料性、文学性、哲理性、趣味性兼具，阅读使人
兴致盎然。

作者还记述了行走秦蜀古道的 6 位外国
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罗马尼亚使节米
斯列库、日本汉学家竹添井井、德国学者李希霍
芬、美国记者吉尔门、意大利神父南怀谦，都经
古道到过汉中，并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

此书中有 8 篇文章涉及石门，分别是石门
石刻的诞生记、传播记、保护记、凿迁记，还有与
之关系密切的四位人物。作者通过生动描写，
具体介绍了吴大澂、杨守敬、于右任、王世镗、张
佐周、张茂功、范文藻和保护国宝作出贡献的一
批人。

褒斜道南口的石门凿通于东汉永平年间，
石门长约 15米，宽高各约 4米，是世界上第一个
可以通车的人工隧道，开凿方法至今是谜。

30 年前，王蓬先生以《山祭》《水葬》为代表
的小说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界的一座高峰。

30年后，他以秦蜀古道为内容的系列文章，
让我们看到了古道研究的一座高峰！

优质文化资源如何直达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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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府志》记载 ，李遇
知是明朝末期汉中洋县人，
父 亲 经 商 做 买 卖 ，家 境 殷
实。李遇知天资聪慧，十岁
时，既会背诵儒家经典，又能
吟诗作赋，是学校师生公认
的“学霸”，街坊乡亲眼中“别
人家的孩子”。成年后，李遇
知参加院试、乡试、会试，一
路过关斩将，最终高中进士，
被朝廷任命为东明县令。

东明县地处黄河入鲁第
一站，由于河堤年久失修，一
到 雨 季 ，河 水 泛 滥 ，淹 没 农
田 ，冲 毁 房 屋 ，百 姓 苦 不 堪
言。李遇知在赴任的路上看
见许多衣衫褴褛、神情憔悴
的逃难百姓，心如针刺。等
他到了县衙安置停当，把日
常政务交给副手打理，自己
则带领两个精干随从，轻车
简从走乡入户，一来了解灾
情 ，二 来 征 求 治 理 水 患 建
议。冬季农闲时节，李遇知
先把寻访到的水利专家和筑
堤工匠召集在一块，召开治
理黄河动员会议，同时，现场
拿出全部工资，按一定标准
发放给他们，要他们务必尽
心 尽 责 ，把 好 工 程 质 量 关
口。随后，李遇知发布通告，
要求全县每户百姓出壮劳力
一个，自备工具，统一由水利
专家调度，分段整治黄河河
道。乡绅富户按田亩多少出
钱纳粮，保障河工每天的吃
喝用度。

李遇知忙得不可开交 ，
白天巡查，及时解决工地上
出 现 的 新 问 题 、新 状 况 ；晚
上 加 班 熬 夜 审 查 当 日 钱 物
支出登记簿，生怕亏了民工
的吃喝，伤了百姓的心。两
个 冬 天 ，李 知 遇 都 是“ 月 光
族 ”，也 不 曾 睡 过 一 个 安 稳
觉。黄河治理完工那天，全
城百姓涌集在县衙前，敬若
神明一样跪谢李遇知，众人
齐呼“李公堤”。

公元 1612 年，李遇知因
政绩突出，被明光宗朱常洛
召回京城，提拔为谏官。当
时 ，锦 衣 卫 头 头 、太 监 总 管
魏忠贤权势熏天，党徒把持
多个要害部门，爪牙遍布朝
堂 内 外 。 李 遇 知 上 疏 直 言
魏忠贤的罪状，奏请朱常洛
罢免魏忠贤的职务，清除他
的同党，任用东林党人邹元
标 、冯 从 吾 等 清 廉 名 士 ，净
化 朝 堂 ，重 塑 朝 纲 ，还 朝 野
一片清朗。

李遇知动了魏忠贤的奶
酪，魏忠贤岂能善罢甘休，便
以邹元标曾经“抨击时弊、触
犯 皇 威 ”为 借 口 ，反 诬 李 遇
知“ 举 荐 匪 类 ，献 媚 东 林 ”。
朱常洛听信了魏忠贤，把李
遇知革职为民。事已至此，
魏忠贤依旧不肯放手，他命
令 心 腹 日 夜 监 视 李 遇 知 的
行 踪 ，找合适的机会制造一
场意外弄死李遇知。

至交好友担心李遇知的
安危，多次提醒他尽快离开
京城去往他处，避免遭到魏
忠贤的暗算。李遇知简单地

收拾了点行装，与妻子乔装
改扮混迹在一个商队里成功
躲过魏忠贤爪牙的视线，平
安地回到洋县老家。

《汉中府志》里说，李遇
知回乡后，看见一些受灾的
乡亲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很
是心酸，他拿出部分积蓄在
集镇上开设粥厂，救助无食
果 腹 的 灾 民 和 无 家 可 归 的
流浪汉。洪水冲毁了桥梁、
道 路 ，李 遇 知 捐 出 一 些 银
两 ，并 带 领 乡 亲 们 修 桥 补
路 。 若 有 乡 邻 向 他 借 钱 治
病 ，他 来 者 不 拒 ，事 后 也 不
讨 要 。 有 善 因 就 会 有 善
果。魏忠贤不死心，派杀手
追查到洋县，四处打听李遇
知 的 住 所 ，乡 亲 们 知 恩 图
报 ，没 有 一 个 人 告 知 实 情 ，
使得李遇知躲过一劫。

公元 1627 年，李遇知重
返仕途。这一年，熹宗朱由
校 病 亡 ，朱 由 检（崇 祯）继
位。东林党见魏忠贤的靠山
倒了，集体上书，请求崇祯严
惩魏忠贤以慰冤魂。朱由检
下旨罢黜魏忠贤所有职务，
放逐凤阳。魏忠贤自知罪孽
深重，不得善终，就用一根绳
子了结自己。朱由检清楚李
遇知的为人，很赏识他的人
品，派特使火速把他召了回
来，任命为左给事中，专门负
责清理魏忠贤的财产。李遇
知不辱使命，钱财物登记详
细准确，分毫不差，朱由检提
拔他为太常少卿。后来，李
遇知换岗到工部，监督建造
庆陵（朱常洛陵墓），因工程
质量优良，经费开支少而受
到朱由校的表扬，他的官职
也由仓场尚书一路升迁至吏
部尚书。

但是 ，朝廷的表彰和官
位 高 升 的 荣 光 并 没 有 给 李
遇知带来喜悦，反倒让他忧
心忡忡，原因不仅在于朝廷
赋税摊派过重，农民生计艰
难 ，暴 力 抢 劫 事 件 与 日 俱
增 ，社 会 秩 序 犹 如 潮 水 涌
动 ；也 在 于 官 员 结 党 营 私 ，
争权夺利，整天只顾攀比享
乐，很少有人关注北方虎视
大 明 江 山 的 满 族 部 落 。 明
王朝已是千疮百孔，年过花
甲 的 李 遇 知 自 知 凭 一 己 之
力 根 本 撑 不 住 即 将 倾 倒 的
大厦，于是，他向崇祯递交辞
呈，请求告老还乡，可是，朱
由检不松口。

公元 1644 年，李自成率
众攻打京城，李遇知的夫人
王氏为不拖累丈夫，保全名

节，先行了断。京城陷落之

后，李遇知整整齐齐地穿上

朝服，戴上印绶，把自己吊在

皇陵旁边的红庙里。然而，
随从不懂他的心思，强行解
开套在他脖子上的白绫，就
在他们争夺绫绳的时候，叛
军 冲 了 进 来 ，将 他 们 擒 获 。
李 自 成 的 部 将 给 李 遇 知 许
诺，只要他归顺闯王，就可以
继 续 做 官 ，享 受 荣 华 富 贵 。
李遇知怒斥：“你们这帮流寇
贼匪到处烧杀抢掠，祸害黎
民，我岂能与你们同流合污，
要杀要剐，赶快动手。”之后，
李遇知不吃不喝，绝食七日，
以身殉葬。

城固的架花是我国民间刺绣工

艺的一种，被誉为“立体的水墨画，

民俗的活教材”。传统架花以白土

布作底，用针将棉线挑绣在底布经

纬交织的网格上，图案造型有团花、

折枝花、盆花、花蝶、果卉等。

在城固，以丁茹为代表的年轻

“ 守 艺 人 ”不 仅 传 承 匠 心 而 且 敢 于

创 新 ，还 掸 去 岁 月 灰 尘 ，让 架 花 这

一 凝 结 着 先 辈 智 慧 的 传 统 技 艺 不

断焕发华彩，让非遗传承和产业发

展的路越走越宽，让古老技艺重现

熠熠光彩。

老绣品活起来
在儿时的记忆中，丁茹经常看

到家中老人认真刺绣的身影，一幅

幅 活 灵 活 现 的 作 品 让 她 十 分 惊

叹。那时，只有几岁的她常常偎依

在她们身边，扯线团、穿针线，偶尔

也会跟着绣上几针。耳濡目染下，

那“ 一 针 一 线 ”也 成 了 丁 茹 心 中 的

一份热爱。

20 世纪 50 年代，架花绣品仍是

城 固 女 子 的 必 备 陪 嫁 。 仅 仅 过 了

二 十 年 ，架 花 绣 品 在 民 间 黯 然 失

色 ，其 传 承 陷 入 困 境 ，特 色 针 法 几

近失传。

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古玩市场

无 意 间 看 到 老 绣 品 的 丁 茹 眼 前 一

亮，她开始留意并收藏老绣品、走访

架花老艺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十多年的努力，丁茹先后收集了

近 1000 件老绣品，为架花技艺传承

和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给老绣品安家并活起来，

丁 茹 先 后 建 成 城 固 架 花 藏 品 博 览

厅、多媒体非遗技艺培训传习厅、城

固架花文创产品展示厅，保护城固

架花藏品 2000 余件。同时，创建省

级非遗就业工坊、市级非遗传习基

地，与延安大学、西安美术学院、西

安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成立大学生教学实践基地和传

统非遗文化研究基地，常态化开展

城固架花非遗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工作，对传统架花开展系统性普查

研究，潜心钻研城固架花工艺精髓。

架花人多起来
传 承 发 展 离 不 开 年 轻 人 的 参

与，需要源源不断注入新活力。丁

茹目光敏锐、思路清晰。2018年，她

拿出经营园林公司挣的钱，首次开

展 锦 绣 城 固 架 花 培 训 志 愿 服 务 项

目，到城固的农家院落为留守妇女

开办了 10 期架花培训班，由苏焕美

等省市级传承人对学员进行培训，

并免费提供绣线、底布等材料。因

培训效果显著，每年都有不少在家

照顾孩子、没有收入的妇女前来学

习。她们逐步掌握了技艺，实现增

收、顾家两不误。籍此培养出专业

架花绣娘 516名，这些人也成了传承

城固架花的中坚力量。

除了进社区进农村，架花还走

进了校园。丁茹和其他传承人在城

固县考院实验小学、润智九年制学

校等成立城固架花社团，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架花

种子”。

2021 年开始至今，丁茹不遗余

力参与承办城固架花绣品展示暨绣

娘技艺大赛，为广大架花爱好者提

供展示技艺、相互交流的平台，吸引

更多妇女参与进来，共同传承这一

传统手艺。同时不停地在民间寻找

优秀的架花刺绣手工艺人，提升城

固架花整体技能水平。

为了更好地推介这一特色文化

产品、打开市场，丁茹不断到北京、

西安、成都等地参加各类研讨会、展

销会，开发旅游产品。借助苏陕协

作的契机，在江苏南通等地举办专

场展览。

色彩美起来
传 统 架 花 以 黑 、白 、蓝 为 主 色

调，色彩不够丰富。“设计理念如何推

陈出新？针法图案如何再梳理创新？

绣品与现代生活如何更好融合……”

这 些都成为丁茹每天思考的问题。

最终丁茹秉持“绣随时代”理念，坚

持守正创新，在遵循传统技艺的基

础上，主打年轻化、生活化，大胆用

色、创新图案，以新的载体呈现架花

艺术，赋予传统架花更为现代的表

达方式。

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城

固架花知名度逐渐提升，不少客商

主动联系，订单越来越多。为了让

绣娘获得稳定收入，工坊同绣娘签

订了长期订单合同，以高于市场价

20%的价格收购绣品。商品化、市

场化、产业化的运作，让架花这一非

遗项目“活”起来，也让勤劳的绣娘

实现家门口就业，用一针一线绣出

幸福新生活。

对于城固架花，丁茹有着新的

思考，要让这一传统手工技艺从历

史长河中回到寻常百姓家，还要在

时代浪潮中扬帆远航。

耿直爱民李遇知
高晓亮

一针一线绣出幸福新生活
——记城固架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丁茹

丁望

凌
霄

卢
玉
芬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