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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大繁荣是我们国家的
重大国策，是伟大工程，我们要绝不
含糊地贯彻执行，但是我们在举办以
文化为主题活动的时候，从上到下，
总是欠思考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轻内
容重形式，缺乏深挖细掘，粗放式的
举办活动，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在内
容上冷冷清清，达不到真正的目的和
初衷。

我想以州内某村举办的文化节
为例，谈论一下以文化为主题的节
日太多精品太少，产生的利与弊的
问题 。今年 8 月 10 日，在《迪庆日
报》和《香格里拉网》均刊播了相关
消息，该报道说，近日，我州某村举
办了首届民俗文化节。全村男女老
少、镇村干部和来宾欢聚一堂。

民俗文化节主要以藏民族茶会
歌、婚歌、情歌、劳动歌及传统锅庄
舞蹈等为主题，还开展了以藏族传
统体育项目为主的比赛，如藏棋、搬
石头、拔河等。

村民们在舞台周围搭建帐篷，
并将各自家中的特色展品展示出
来，供大家欣赏。活动旨在“挖掘和
弘扬传统藏文化、和谐发展、共同富
裕”，众手推出节日文化品牌，立足
当地丰厚的藏族历史文化资源，找
准藏族历史文化与时代文明的结合
点，实施“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品
牌战略。以特色文化带动经济发
展，以传承文化与村民致富相结合，
培育有群众基础和时代特色的共同
精神追求和文明风尚，塑造积极向
上、文明和谐的藏区农村新风尚。

8月14 日，我们《迪庆藏文传媒》
微信公众台也刊发了该消息，我就产
生了疑问，在一个小小的村里有两个
文化节，从 2015 年开始某家企业也
在举办文化节，到目前已经举办了两
届，社会反响还不错。现在村里又举
办类似的文化节，从内容与形式看两
个文化节大同小异，连宣传报道的内
容也是几乎一样，但为什么不能村与
企业集中力量联合举办起来，使文化
节做大做强，提升质量与效果。

我就把该文化节的藏文版消息
又转发到我的私人微信圈里，让朋友

们一起分享，并写上了导语，目的是
抛砖引玉。导语是这样写的：近年
来，迪庆在赶一个时髦，就是在赶举
办文化节的时髦，这在内容与形式的
结合中，出现了一些轻内容重形式的
问题，人曰我曰，东施效颦，最为突出
的是不见各自的特色，趋于雷同，连
自己也不像自己，对文化传承与保护
还有多大的意义？发出去了之后，就
引起了朋友们的热议，热议的内容也
不少，从朋友们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
出，朋友们是在担当传承和发展民族
文化的责任，也算是有责任心的热心
人，都有自己的经历，都有自己的思
考和见解。在此摘录其中如下：

和翠堂评论说：“成立各种各样
的协会（分会）和举办各种没有多少
实质内容的文化节，群众是不大喜
欢的，只是不愿意出声而已。”

康巴雪评论说：“一窝蜂地凑热
闹式文化节。”他又评论说：“的确，
用心用情才能做好，急功近利和浮
躁只会毁了文化。”

格咱-阿来-阿奔评论说：“迪庆
因为缺乏文化底蕴，举办者对文化
肤浅认识，因此永远停留于自娱自
乐的怪圈。且喜欢搞一些藏区山寨
版，让人欲哭无泪。”他还补充评论
说：“在迪庆人的观念里，只要会唱
一首藏歌或者跳一曲锅庄舞，大家
都认为是懂文化的人，甚至是属于
搞大文化的人。”他又更进一步地对
文化进行阐述说：“文化是一种生活
方式及态度，更是一种长年累月积
累起来的思想内容、触及灵魂深处
的再现，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总
体反映，寄予了丰富内涵的无价之
宝。无论任何潮流都不能因为践踏
文化而居功自傲，而是有了文化的
存在，认识自己的价值，那我们就没
有随波逐流。”

还有一个朋友圈里的微名叫唯
有我独尊的评论说：“喜欢跟风。”

的确，迪庆实施“文化兴州”以
来，可以肯定地说，成效显著，但有
些部门和单位的举措存在东施效颦
的模式，尤其是目前以文化为主题
的节日太多精品太少，反而使自己

不像自己了，失去了自己的样子。
有时候正如我们藏族俗话里所说，
狐狸模仿老虎跳，狐狸的腰杆被狗
折断。这句俗话很有哲理，我们可
以深深的领会一下，会有不少的启
发。

关键是当前我们在实施文化项
目中，应该多留心留意，抓住文化的
本真，不曲解，不放大，不缩小，创新
有本源，不离谱，不出格，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如果办不好文化节，别
人会取笑我们，别人还会说，他们又
在憨纵乱跳，办一些没名堂的活动。

其实，举办文化节要的就是内
容，以内容为王，内容才是本源，没
有本源，再好的形式也没有生命力。

举办文化节不是不好，而是很
好，能够把文化持续传承下去，能够
把文化持续发展下去，不忘初心，但
要做到宁缺毋滥。

我还认为举办文化节，要办精
品文化节，办拿得出手的文化节，让
人震撼的香格里拉品牌的文化节，绝
不能停留在自娱自乐的文化节上，通
过文化节把文化带动起来，把文化活
起来，让文化变成真正的“活化石”。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将对
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起到重要的作
用。我们要抓住这一良好的机遇，
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实施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深度挖
掘节日文化的价值，打造精品文化
节日，传承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增强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总而言之，我们要坚信文化是千
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并不
是在一两天里就能做好的，而是通
过长期的积累、长期的传承和发展
而来的，因此我们既要过节，更要过
好节，必须去珍惜它、关注它、呵护
它，让它永远活在我们的当下，实现
其真正的价值，这才是文化传承和
发展。

文化节日太多精品太少令人忧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可见

古代冬天有多漫长；而“瀚海阑干百丈冰，愁去
惨淡万里凝”，足以看出古时冬天有多寒冷。如
此漫长寒冷的冬天，古人是如何度过的？

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农耕时代，古人取暖
主要方法是烤炭火。不过，这烤火取暖也分三
六九等。

穷苦人家一般都用泥制的盆装烧火做饭
剩下的灶灰来取暖。后来有了火塘，也叫火
坑，内有孔道，与灶台相通，烧饭做菜时柴火燃
烧产生热量通过孔道进入坑内，使坑内温度加
升。

富贵人家则是用木炭来取暖，装木炭的器
具也更加精致和考究，有火盆、熏炉、手炉、足
炉等，不一而足。火盆一般是用铜制成的。熏
炉就是火盆外面加上一个笼罩，下部为盆，上
部为罩，防止失火或掉进别的东西。手炉是方
便手握的小火炉，内置炭火，炉外加罩，形状多
样。足炉比手炉大，是用锡或铜制成，民间称

“汤婆子”，装上热水，可以放到被窝里焐脚，与
现代的热水袋相似。宋代黄庭坚诗云“千钱买
脚婆，夜夜睡天明”，指的就是这种暖具。

宫廷中取暖的方式就更绝了。汉朝时皇
宫就建造了“温室殿”。据《西京杂记》记载，殿
内有各种防寒保温的特殊设备，如壁面披挂锦
绣，以香桂为主，设云母屏风，有鸿羽帐，地上
铺着西域毛毯等。明、清皇宫有了“暖阁”，将
宫殿的墙壁砌成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
墙下挖有火道，炭口里烧上木炭火，热力就可
顺着夹墙温暖到整个大殿。这种火道还直通皇帝的御床和殿
内其他人睡觉的炕下，形成“暖炕”。宫中取暖用的炭也不是寻
常百姓家的炭，而是一种“瑞炭”。《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记载：

“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
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
可近也。”宫廷里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冬季取暖相关事宜的机构，
比如惜薪司，就是专管供应皇宫内薪炭的机构。不要小瞧这些
机构的官员，他们在明代是很有地位的，可以直达皇帝御前奏
事的，有“近侍牌子”之称。在烧炭的配额上，不同身份也各不
相同。乾隆年间，宫内每日供应的标准是：皇太后 120 斤，皇后
110 斤，皇贵妃 90 斤，贵妃 75 斤，公主 30 斤，皇子 20 斤，皇孙 10
斤。

古人除了烤火取暖，暖和的衣服也必不可少。利用动物皮
毛、禽鸟羽毛做冬装，是古人御寒最早想到的办法之一。上古
尧帝便冬天穿裘皮衣，夏天穿粗布褂。《韩非子·五蠹》中有记
载：“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裘是有钱人的冬装，类似于现在的

“皮草”。用以做裘的皮毛很多，如狐、犬、羊、鹿、貂、兔等，其中
狐裘和貂裘最为珍贵，属于奢侈品，为达官贵族所穿；鹿裘、羊
裘则品质略逊一筹，但也非普通百姓所能享用，穿得起的至少

也算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身上穿着缕金
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
翠撒花洋绉裙”，林黛玉“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青金闪
绿双环四合如意绦、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奢华之极。普通
百姓只能穿袍了。从史料记载来看，上古三代人们已普遍开始
穿袍了。袍是上衣和下裳连成一体的长衣，有内外两层，夹层
里放入柔软的御寒填充物。袍也有高档与低档之分，如果夹层
里所填的是“纩”，即蚕丝絮，称为“茧”；如填充的是“缊”，即絮
头、细碎枲麻等，才叫“袍”。

寒冷的天气虽然十分难熬，但古人却不忘苦中作乐，创造
了许多冬日消遣方法，把严寒的冬天过得极有情趣。我国民间
一般将冬至叫作“数九”，即从冬至开始，每隔 9 天分为一个

“九”，共分成 9 个“九”，数到 81 天时便“九尽桃花开”。数九习
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元代形成了一种颇为风雅的画九九
消寒图。画素梅一枝，花八十一朵，从冬至日起，每日染红一
朵。花涂满则寒消。还有一种小孩喜欢的画法，就是把“庭前
垂柳珍重待春风”或“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九个字写下来，然
后再用白纸蒙上，影写成空心字。九个字的繁体笔画每字九
笔，每天描一笔，描完之后，正好是严冬过去，春暖花开之时。

闲话古人过冬
●陈洪娟■张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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