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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我爱泉州世遗”征稿活动持续进行中，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各地旅行爱好者、外国友人等，提供
与泉州世遗的相关故事、文字、图片等，共同展示泉州世遗与人之间温馨美好的故事。来稿字数在
800 字以内，图片需注明拍摄者和图片内容概要，本报将择优予以刊登，或深入采访后进行报道。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zkb@qzwb.com，或者拨打泉州晚报社 24小时热线 96339 提供线索。请
注明“我爱泉州世遗”征稿活动，提供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稿件和线索刊发后，将寄付稿酬。

征稿
启事

晨光熹微，风过林梢，闲云几缕。
大山庄严肃穆，满面自然清芬。远处，
漫漫飞鸟归林，老君的身影在云雾缥
缈间若隐若现，相辅而成。

步入深山，行走在林间的木栈道
上。置身其中，树的浓香和晨光，还有
那连绵的鸟鸣声一起倾泻下来，瞬间
将我湮没。没过多久，眼前一片明朗，
老君岩就在眼前。

《泉州府志》记载，“石像天成，好事
者为略施雕琢”。寥寥数语，使之更具神
秘色彩。

传说，老君一日下界游赏人间美
景，忽闻一阵骚乱惊扰了他的雅兴。
而后他发现原来是一个到处喷火的
妖怪，他制服了妖怪后，因怕妖怪继
续在世间为乱作恶，于是他便化出一
尊神像，坐镇清源山中。

一个悠闲的老头儿——这是我
对他的第一印象。

再仔细看他，刀刻柔而刚又劲，
夸张不失其意，浑然一体。只见他头
戴一顶风帽，清晰的额纹未显沧桑，
倒是添了些许慈祥。他双眼平视，又
似乎含着笑，温和地注视着天下众
生。是啊，他是含笑的，他是如此热爱
这世间。

这时，忽然看见一位头戴明黄
风帽的道士，手持木鱼，虔诚地跪在
石像下诵经。伴着节奏平缓又有力
的木鱼声，他低沉绵长的声音更显
脱俗。待他结束唱诵，他也注意到了
站在他身后多时的我。他问，你想知
道关于他的故事吗？他抬头望着老
君询问我。

从他口中得知，老君原来是在道
场包围中，雄伟的真君殿、北斗殿吸
引了不少历代文人墨客。后来，所有
建筑都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只留
下老君还在这。可我觉得他却不显得

孤单，倒有着涅槃重生的超尘。他倚
仗青山，巍然端正，更显空山幽谷，清
新脱俗。他仿若知道一切，包容一切，
理解一切。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阿”。春秋战
国时期，百家争鸣，老子写下了《道德
经》这一巨著。《道德经》旨“道法自
然”，有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的玄妙，这与山中的造像形神合
一，傲然是老子伟岸的身影。

清风拂过，转身离去。不舍地又
一次回头，我好像看到了他。他立于
石像之下，周身绕着一层云雾。

我突然明白，为何他有名。他的名
不仅出于文化，更是因为他的自然，是
因为他融入了青山，造就了人工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

他隐没在山林间，在晨光下熠熠
生辉。他恍若与山川同在，与日月同
辉。他与大山相互成全着，融为一体，
尽显自然。

蓦然回首，满山青翠，满山鸟鸣。
（柳林，泉州一中学生）

闻道老君岩

教育题材的藏品与古
代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远
古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等
器物上，就刻有许多与教育
相关的内容，如祭祀、礼仪、
道德规范等。随着历史的演
变，教育题材的藏品逐渐丰
富，如碑刻、书籍、字画、文
房四宝等，都成为教育信息
的载体，反映了各个时期的
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教育
方法。

教育题材藏品的内涵，
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是这些藏品是研究我国
古代教育史的重要资料，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教育的演

变过程和发展趋势；二是这
些藏品蕴含着丰富的教育
思想和理念，如儒家的仁爱
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等，
对于我们理解和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三
是这些藏品反映了古代社
会的教育状况，有助于我们
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
文精神。

泉州收藏爱好者万冬青
认为，教育题材藏品是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该加以传承和保
护。我们应关注其历史价值、
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才能
充分领略藏品的魅力。

蕴含着丰富的
教育思想和理念

观一幅教育勃兴画卷
通过教育题材藏品展示泉州教育发展史，让人进一步了解近现代中国教育兴盛之路

近日，“教育兴国泉州教育藏品专题
展”在泉州庄正故居展出。展览精选数百
件清代至当代的教育藏品，藏品构成丰
富、形式多样，代表了各个时期泉州的教
育特色和发展历程，展现了泉州教育的多
样性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曾广太 文/图

核心提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中国古代教育自萌芽始，
历经多个阶段，教育类文物作为教育演化、
进步、发展的载体，具有珍贵的保护价值和
收藏价值。

常言道，“物载文史，史赋物蕴”，宋元时
期，泉州教育鼎盛发展，有“海滨邹鲁”之盛
誉，至清代，地方文化沿袭明制，弘扬尚学传
统，尚普及型教育。晚清时期，随着新式学堂
的兴办，泉州开始近代化国民教育的进程。

泉州在科举时代硕果累累，据泉州市方
志委此前的统计，仅进士就有2502人。唐以
后，特别是宋元以来，伴随中国经济中心的
逐步南移和海外贸易的兴盛，文化中心也随
之南移，泉州多元文化空前融合繁荣，文化
教育也迎来了鼎盛时期，各领域人才辈出。

近日在泉州庄正故居展出的“教育兴国
泉州教育藏品专题展”精选数百件清代、民
国时期及当代的教育藏品，藏品构成丰富、
形式多样，涵盖了孔庙有关教育拓片，清代
进士、贡生等木匾，教科书等教学相关发展
史料、教具，瓷器、木雕等传统文化摆件、挂
件……这些展品代表了多个时期泉州的教
育特色和发展历程。

泉州收藏爱好者曾国思认为，通过梳理
藏品，发掘藏品背后与泉州教育发展史相关
的节点，我们可以发现，文化教育的兴盛为
泉州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奠定了
深厚的根基，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教育
藏品是文明传承的载体，是文化发展的见
证。众多社会贤达始终情系桑梓、持续为泉
州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值得我们尊敬。

以古观今，方能自勉。我们可以通过藏
品展示泉州的教育发展史，进一步了解近现
代中国教育所走过的道路，从而传承中华民
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

物载文史
见证文化发展

该展展品尤其引人注
意的是：20世纪的教科书、
课本以及清代教科书等；
教师教具：14K金笔、粉笔
擦、粉笔、蜡纸、算盘、讲义
夹等；学校教师证、学生校
章、奖章；学生证、毕业证、
学生成绩单等。

书籍方面，泉州在古代
曾是出版业的重要中心，尤
其是宋代，泉州出版的书籍
在全国享有盛誉。这些书籍
包括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
涵盖了古代教育的各个方
面。此外，泉州还有许多地
方志、族谱等，为研究地方
教育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字画方面，泉州历史上
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
客和书画家，他们的作品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
价值。这些字画作品中，有
很多以教育为题材，如《孔
子讲学图》《颜渊请孝》等，
反映了古代泉州教育的精

神风貌。
文房四宝方面，泉州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房
四宝的制作和传承具有悠
久的历史。这些文房四宝
不仅是古代泉州文人墨客
的必备工具，也是现代收
藏家们青睐的藏品。

碑刻方面，泉州的古代
教育遗址和名人故居，留下
了许多碑刻。这些碑刻记录
了泉州教育的历史沿革、名
人事迹等，具有很高的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

泉州民间艺术品方面，
木雕、石雕、剪纸、纸扎等有
许多以教育为题材，如“孔
子教学”“孟母教子”等。

泉州收藏爱好者郭福
荣认为，泉州教育题材藏品
反映了泉州教育的历史渊
源和文化底蕴，为我们研究
泉州教育史提供了宝贵的
实物资料，同时也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为研究泉州教育史
提供实物资料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西吴壁村南，
南距中条山仅数公里，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
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
宋等时期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遗
存最为丰富。

2021年夏，在2018年以来历年发掘和研
究工作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
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西
吴壁遗址继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龙山
晚期、二里头、二里岗及东周等多个时期的考
古学文化遗存。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主要是灰坑，共45
座。其中，H552坑内发现牛、羊、猪、狗等动物
至少22只(头)。除最顶部的几只(头)被后期破
坏，保存不全，大多为整牲。

发掘报告显示，除上述动物外，发掘还获
得了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肢骨，应为后期混入。
所有动物骨骼均未见明显人工砍斫痕迹。

考古人员认为，兽骨坑H552非常有特色，
该坑犬3颈椎处发现的素面鬲足，指示其时代
为二里岗下层。此坑临近冶铜遗址核心区，应
是与冶铜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大型祭祀活动遗
存，为研究冶铜手工业面貌提供了新的视角，

是探索二里岗时期手工业祭祀的难得材料。
另外，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牛羊猪

狗”祭祀用牲组合，在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
小双桥、安阳殷墟等都城区域的夏商祭祀遗存
中未见。这种祭牲组合，上承二里头文化东下
冯类型的传统，下启商周“太牢”礼制，对探索
三代祭祀制度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新)

10 月 17 日，历史的动脉——“一带一路
与万里茶道”实证研究成果汇报展在北京开
幕。展览共分为世界茶故乡、茶道通万里、共
饮一杯茶和复兴在路上四个部分，用500余件
（套）文物讲述了万里茶道以及中国茶联通世
界、兼收包容的历史。图为观众参观展出的俄
罗斯镀银茶炊。 （新华）

“一带一路与万里茶道”展开幕

山西西吴壁遗址发现一座兽骨坑
系最早“牛羊猪狗”祭牲组合

遗址遗址HH552552坑内坑内，，发现牛发现牛、、羊羊、、猪猪、、狗等狗等
动物至少动物至少2222只只((头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图图))

清代清代““选魁选魁””木匾木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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