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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 伍蠡甫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瑰丽的宝藏，是
一扇洞察传统文化精髓的窗口，以浓郁的地
域特色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反映老百姓的生
活轨迹，构成一幅幅浓缩的社会生活场景，
呈现传统文化的经脉。

每个人都过着有苦有甜的生活，短暂的
“逃离”之后，我们似乎找回了自由热烈的灵
魂。那么，也要继续回到生活中。

在无私、温暖、智慧的大爱中，人们的心
会被融化，这种爱和温暖时时感化着每一个
人。人们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爱，能够感受
到久违的喜悦、幸福、美好。

在这种大爱里，人们真正学会了爱，爱
父母、亲人，爱老师，爱众生万物，学会了爱
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厨房里，平凡无比的青菜萝卜，如果经
得起大火的烧炖，也能煮成珍馐美味。

就算是一文不值的废铜烂铁，只要肯接
受千锤百炼，也能铸成抗得住风侵雨蚀的

“金刚”。
人们有时会有一种“无力”感，会觉得自

己本事不够，也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很好的
头脑，或者没有很好的家庭出身，没有很好的
工作或者成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一辈
子就只能这样了啊”“只好听之任之吧”，然后
就随波逐流。其实，没有必要这样看待自己。

历史上有不少饱学之士、古圣先贤，自幼
家境贫寒，上不起学，读不了书，没有条件接
受启蒙教育，其中有的人也曾感到自卑，觉得
自己好比路边的一块破铜烂铁，一无是处。

后来，在某些人的启发下，或者一个偶
然的契机，他意识到，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没
有关系，只要肯在洪炉里熬炼，破铜烂铁也
能成钢。

黑暗里，永远有一道光，引领我们走向
波澜起伏的人生。

只要自己内心向善，很多时候，哪怕面
对别人的耻笑，我们都可以不以为意——因
为我们自知聪明才智不如别人，没有什么可
以抱怨的。

我们可以用勤奋的劳动来弥补不足，可
以用善意来接纳与承载，不断汲取智慧，不
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服务大众，甘于奉献。

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获得很多
正确的认知。有些所谓的委屈，所谓的吃
亏，所谓的被欺负，所谓的被打压，其实都是
在修正我们自己，为我们积累福德。

不要总看到别人做得不好，而要总看到
自己做得不够。有了不惧风雨的精神，任尔
东南西北风，亦可如一棵傲然挺立的大树，
充满力量，沐浴在照彻万物的阳光之中。

N 且听风吟

寂静的清晨
玉兰花蕾顷刻绽放
与花朵艳遇
春栩栩如生
一树一树的玉兰
被春天解锁

玉兰树下
每朵被春风缭绕的花朵
给时间以惊喜
每一朵玉兰
娇嫩柔美
芳香沁人

它们倾诉各自的心事
或淳朴或奇妙
言辞之外
是纯净与安宁
花开世界

玉兰树下
□ 琬 琳

参加了几次宁夏寻找安详小课堂《弟子
规》公益班的学习，收获很大，我感受到了久违
的喜悦、幸福、美好。我感觉自己有了非常明显
的变化。

心安了。在几天的学习时间里，我放下手
机、放下身心，人变得安稳了。心里平静、安定了
很多。学习结束了也意犹未尽，还想继续听课学
习，希望下次学习早点到来。

心化了。先前心中的很多不满、怨气，还有
在心里和亲人之间的隔阂，通过学习和每晚的分
享，大家都把它说了出来。在这温暖、安详的环
境中，在这个特殊的能量场中，学长们相互帮助

和鼓励，内心深处的积怨倾诉出来，伴着语言眼
泪尽情流淌，非常畅快。我体验到，说出来怨气
就没有了，就化掉了。

同时，老师和学长们的爱和温暖也时时感化
着我。真正认识了什么是爱，并且学会了爱，爱
亲人，爱老师，爱大家，爱众生万物，也学会了爱
自己。

在无私的、温暖的、智慧的大爱中，我的心被
融化了。

心悦了。在几天的学习中，我一天比一天欢
喜，完完全全的欢喜，从里到外的欢喜。就是高
兴、想笑，美滋滋的，轻盈盈的。晚课后，心情比

白天还兴奋，没有一点困意，我的身心无比愉悦。
柔软了。以前如果需要鞠躬，会感觉非常

为难，不知所措，弯不下腰。通过学习，每次鞠
躬十分自然，不仅自然，还很欢喜，发自内心的
欢喜。

明白了。我更加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特别是
看到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知道错在哪了，为什
么错了。让我不可抑制喜悦与幸福的是，郭文斌
老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怎么改，如何做，给我指
出了切实可行的一条修正的路。

迷茫中过了半生的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了自
己该做什么，信念坚定，充满力量。我想要一心

一意跟着小课堂，践行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帮助自己，服务大众，享受优秀传统文化带来
的喜悦、安详和富足。

说到富足，我现在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了。
学习了《弟子规》等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了传统文
化教给我的一些智慧；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郭文
斌老师的学生；结识了众多高能量的学长，打开
了心量……用网红“东北大爷”王德顺的话说，

“我现在也是一夜暴富，真正的暴富！”
我感觉到内心深处的幸福与喜悦，感叹小课

堂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魅力。从此以后，我就
是小课堂的一分子。

找到人生的方向
□ 李小军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又
称民间文化、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
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也可
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中卫历史
悠久，三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春
秋时期为羌族和戎族的杂居地，秦并六国后将中
卫纳入版图，自此有十代王朝设郡建县。因其东
连陕晋，西通甘新，北抵内蒙古，南达川滇，是“丝
绸之路”边陲要塞；前有黄河之险，后接贺兰之
固，扼守宁夏西大门，自古为西北地区兵家必争
之重镇。明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一月，以庆
王右护卫改置宁夏中卫，治元应理州城，鸣沙州
并入，隶陕西都司，中卫之名由此始。长期以来，
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生产、交往、交流、
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卫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瑰丽的宝藏，是一扇
洞察传统文化精髓的窗口。作为中卫传统文化、
民俗文化传承者之一的张国平，先后参与《中卫

地名志》《中卫县志·城乡建设环保篇》《中卫县总
体规划》和《乡镇规划》的采访、资料收集、编写等
工作，与民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多篇介绍
中卫民俗文化的文章在报刊登载，并出版《中卫
历史文化名村大观》《中卫民俗大观》。

《中卫民俗大观》汇集了“历史沿革”“村落居
住”“生产生活”“水利”“工具用具”“生育”“日常
生活”“婚丧习俗”“家庭、家族、宗族”“饮食”“茶酒
习俗”“服饰”“行旅”“传统节庆”“民间艺术”“体
育、游艺、竞技”等二十章内容，用通俗的语言，原
汁原味地记述了民俗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形式、
特征等，是一幅全面、真实反映中卫本土民俗风情
的绚丽画卷，是当地传统风尚、节日、习俗的系统
记录。尤其在时令、婚嫁、丧葬、生产、生活、服饰、
饮食、居住、节庆、工艺、礼仪、娱乐以及方言、俗语
等方面，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反
映了本地老百姓的生活轨迹，构成一幅幅浓缩的
社会生活场景，打通了中卫传统文化的经脉。

全书资料翔实、求真务实，有作者多年来的
调查搜集整理，也有为写作此书多次赴中卫城乡
各地再调查再核实。从着手创作到初稿完成，查
询资料、细化纲目、字斟句酌、披阅增删、反复推
敲，确保每个字、每句话、每幅图准确精到、至臻
至美，确保对中卫民俗介绍的真实性、准确性。
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从不
同视角展示了中卫的昨天和今天，展示了中卫五
彩斑斓的人文和历史，为人们了解、研究中卫历
史文化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素材。

全书结构严谨、文风端正，三十余万文字，近三
百多幅图片，突出史料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用民俗
文化这根线把中卫各民族的生产劳动、衣食住行、婚
丧嫁娶、节日、饮食、游艺等社会民俗、物质民俗、精
神民俗串联起来，系统地探讨了中卫民俗文化，既
是一本知识储备辞典，又是人们工作学习之余的休
闲读物，更是一本了解中卫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中卫民俗大观》很好地传承、保护和弘扬了中卫
的民俗文化，发挥其不可替代的规范、维系、调
节、娱乐等功能，在书写中卫历史，记录乡愁方面
有着巨大贡献。

当然，从苛求的角度看，《中卫民俗大观》一
书，也有不足之处。民俗文化既有历史性，又有
时代性。民俗文化既然具有时代性，那么在中卫
改革发展的今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中卫人民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书中虽有所涉及，但介
绍研究不够，有些章节内容略显单薄，从而无法
完整体现出今天的时代性，希望作者有机会让该
书再版时，能大量补充中卫在社会、物质、精神民
俗方面的新面貌、新风尚、新习俗，以便更能充分
展示当今中卫人民的新风采。

作者简介：王会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宁夏
作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

记录民俗 留住乡愁
——读《中卫民俗大观》有感

□ 王会平

福州早春的天气忽冷忽热，令人难以捉
摸。我这个来自北方的学子，决定出去走走，零
距离感受南国风情。

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可以看到整个车厢。
来来往往的人，可能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可
能是一个上车后从未抬起过头的年轻人，也可
能是对着手机讲着我听不懂的方言的中年妇
女。侧边的窗户是打开的，阵阵微风拂来，我的
头发随之飘动。旁边坐着一对母子，小孩的眼
睛亮亮的，不断地探着脑袋观察四周，发现我在
看他，做了个鬼脸。公交车上形形色色的人，让
我感受到浓浓的市井烟火气。

终于，我在一个江边下了车，开阔的视野让
人愉悦，泛着阵阵微波的江水，清朗高远的天
空，自由热烈的风，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使我如
同漂浮在无边无界的空间里。

正好，赶上了夕阳西下的好时机，我坐在
公交车站前的长椅上，贪婪地望着天边珍贵的
颜色，想用心留住。刚开始，只有淡淡的橙色
在天空中晕染开来，清澈却不失韵味，接着，
那抹橙色烧了起来，丝毫不吝啬地展示着她
不凡的美貌，肆意、张扬。我举起手机想要留
住这一刻，却发现照片并不能像眼睛那般，看
到属于晚霞的“生命力”。没一会，她走了，走
得很快，她在我的耳边低语了一句，我的心很
暖、很暖。

天色逐渐暗下来，我等来了回程的那班公
交车，没料到的是车上人很多，没有空座位。我
握着车上的扶手，身体随着车子一晃一晃的。
此时，一股浓烈的鱼腥味灌入鼻子，我回过神
来，寻找味道的来源，发现来自旁边座位的老
人。他的头发花白，有些散乱，穿一件军绿的旧
夹克，深蓝色的牛仔裤有些褪色了，裤脚磨损得
有点破，墨蓝色的小包斜挎着，已经变形，拉链
断掉半截，黑色的网面运动鞋上有几个若隐若
现的小洞。他的眼睛似乎很疲惫，不难看出他
的沧桑，不难想象他紧握着座椅的双手无数次
地泡在水里……但是，他极力打起精神，嘴唇紧
闭，神情坚毅。

许久，有了空座位，我坐下来，把书包移至
胸前抱着，长长地松了口气，并不怎么短的车程
站着还是很累的。我转头看向窗外，天色已经
完全暗下来了，路边的路灯配合着摆动的树枝
如星星般不断地闪烁而过，一幢幢的高楼是多
少人的一天的归处。还未入夜，正是各种小店
晚间营业的高峰，人们或是三五成群有说有笑，
或是一个人默然无语匆匆而行，即使背着沉重
的书包，也无法压抑雀跃的活力。

这是生活，我们每天都在度过的有苦有甜
的生活。短暂的逃离之后，我似乎找回了自由
热烈的灵魂。那么，我也要继续回到我的生活
中去了。

路过他乡烟火
□ 胡佳音

不知不觉中，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喜
悦在心中荡漾。大人小孩欢呼雀跃，敞开
心扉，迎接新的一天。新年的夜空绽放五
彩斑斓的烟花，绚烂的色彩如同一幅壮丽
的画卷。那红、黄、蓝、绿的火花，是宇宙
间神秘的色彩，点燃了夜，也点亮了我们的
心扉。

重温过去，有收获，有痛苦，有无助，也
有不知所措，更多的是温暖、感动。岁月给
予我们的是一份成长的厚礼，让我们学会坦
然释怀，迎接新的开始。

深爱我的家乡，可与苏杭比俊秀，可
与巴蜀比精致。这里有七彩梦幻丹霞山，
山不高却能容下大自然的气息；这里有
水，水不深却倒影婆娑，波光粼粼。这里
有丘陵，有平原，有沙漠，有驼铃声声，这
里有清澈的小溪，有湖泊，给我们无尽的

遐思。这里不仅有塞上大漠的风光，更有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里的
江南秀丽。

我一直有一个梦，像拍打着翅膀第一次
离巢的小鹰，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我也渴
望蓝天和白云，渴望着有一个能容下诗与远
方的地方，渴望着站在世界更大的舞台。我
知道我很渺小，但我相信心有多大，舞台就
有多大。我从不后悔，因为我一直走在梦想
的路上。

我想把灵魂的气息汇入春天，同草木一
同发芽，与杨柳共醉春烟；用一首歌唱出鸿
雁北归，小溪潺潺流水；用一首诗为在土地
上劳作的人们献上一份深情厚礼。作家杜
子建说：“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乡土气息”，就
让我们以诚挚的心，以满满的诗意，装扮一
个精致的新年！

春日絮语
□ 刘玉玲

小时候，赶集置办年货
是故乡人最忙碌最开心的
活儿，要准备得妥妥帖帖，
绝不能马马虎虎。赶集置
办的年货，既要欢送旧历年
的过往，又要庆祝新一年的
开始。

赶集不仅仅是筹备年
货，还蕴藏着一些琐碎的事
情，那就是趁着赶集的机会
与平时忙于农事好久不见
的亲朋好友们见见面，拉拉
家常，替各自的家人为对方
的老人孩子问好，聊聊今年
的收成收入，聊聊明年的农
事计划，顺带打问哪家亲戚
嫁女娶媳，自己好去搭礼祝
贺。当然，这些是次要的，重
要的是告知对方自己决定哪
天要准备囤肉了，有空的话
可以来帮忙，顺便带些鲜肉
回家过年。

不论天气好坏，也不论
路途遥远，风雪交加也不能
阻挡乡邻们赶集的脚步。
早饭过后，男女老幼邻居亲
友三五成群相约去赶集置
办年货。眨眼间，你会看到
通往乡镇、县城的马路和山
道上，赶集的人似一条缓缓
蠕动的长龙，满怀期盼和欣喜，在堆满积雪
的山道上踏出轻快而富有节奏的“嘎吱”声，
夹杂着欢笑声，还有骡马时不时发出的“突
突”声交织在一起，荡漾在河川里、沟壑间、
山道上。

车水马龙的集市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嘹
亮悦耳的秦腔和流行歌曲，林立的店铺前摆
满了各种鲜艳夺目的年货，漂亮的衣装、光
滑的绸缎、引人注目的各色灯笼、年画、春
联、墙纸。街道两旁售卖的蔬菜干果和酥油
饼干琳琅满目。五香的、干炒的、奶油的，有
色无色的，有时互不打扰各自“占山为王”，
有时又混合掺杂互相团结。而那此起彼伏
的烟花爆竹声弥漫出刺鼻的火药味又是另
一方天地，整个年市被噼里啪啦的炮声烘托
得热火朝天。

这些绚丽夺目的年货让人目不暇接，人
们拥挤在年货间穿梭，平时宽敞的街道此时
显得有些拥挤。老人们围坐在热气腾腾的
包子摊谈笑风生，叔伯们在茶摊旁挑拣搞
价，在瓜子糖果上称斤论两；女人们在布匹
上丈量尺寸，在蔬菜堆里挑挑拣拣；孩子们
在玩具店里爱不释手流连忘返。

香飘四溢的街道，五彩缤纷的年货，货
比三家的叫卖、人们的欢腾，一浪胜似一浪
的烟花爆竹声，将整个集市包围在活跃祥和
的氛围中。

赶

集

□

马
慧
萍

遥远的天幕，繁星点点
寻梦在远方，在梦的青色里

你是涨满春水的小溪
点燃十里花香

我愿顺着柔软的风
踏着春水，追逐彩蝶

听，鸟儿横空奏唱春的序曲
轻盈的脚步，踩出层层绿

豁然开朗后的一缕清新
如诗如画，满载沁心的温柔

是你，我的梦青色
是你，梦中的青色

春的序曲
□ 张 平

N 世 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