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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如何融入地方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日前与贵
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签署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文化扶贫合作协议》，在黔西南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将对其“非遗”项目展开研究，组织专业培
训，设立教学研究基地，转化“非遗”成果，扩大文化扶贫
的实际效果。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张政介绍，黔
西南州各族群众在大山里生活了千百年，创造出了灿烂的民
族文化，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为了保护好
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黔西南州在搬迁过程中专门对搬迁地
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统计分类，记录保存。此次与中国
艺术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将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一起对搬迁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挖掘整理，让搬
迁地区的民族文化得到传承，让搬迁的群众依靠民族文化资
源就业创业，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住得好。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表示，从更深层次上看，扶贫
的关键是要精神扶贫、智力扶贫、文化扶贫。文化扶贫是从
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以帮助，从而提高当地人民
素质，尽快摆脱贫困。文化扶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扶贫
工作的效果，是促进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的重要因素。

大梁江村位于太行山腹地——河北井陉县西部南漳城
镇的一处山沟里。据考证，这里唐时即有人居住；明万历
年间，山西平定城西村梁氏家族迁居于此，渐成村落；清
代梁氏家族繁衍壮大，村亦名之“大梁家”。大梁家栖居缺
水山区，出于对水资源的渴盼，后更名为大梁江。大梁江
村拥有太行山区保存完好、特色鲜明的明清古村落建筑
群，保存完整古民居院落 162 处，房屋 3000 余间。这些民
居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兼有北京四合院格局和冀晋民居
传统构造形式。

大梁江村群山环抱，周围山体是一道天然屏障。其民居
多为石头建筑，部分辅以砖木结构，建造形式色调简洁、粗
中见细、朴中带雅。民居院落使用石砌或砖砌外墙，不仅防
御性能好，而且构造合理。这种院落形式在冬季抵御寒风之
余，还可吸收春秋季节的阳光，同时还能够调节夏季的气温
舒适度。山区民居建筑将厚重石块加工规则后，采用当地白
石灰勾缝黏合，屋顶采用薄而宽的石板铺盖，房屋窗格楞使
用木材，与石材搭配形成石头房屋建筑形制。石、砖、木

“三雕”精细华美，有富贵之气，具有较为典型的晋商大户人
家私宅特点。

历史街巷是古村落的精髓，是体现传统村落品质的标志
性公共建筑设施。大梁江村共有上街、下街、中街3条街道、
10条巷子，总长3700多米，全部用青石和卵石铺成，井然有
序，四通八达。在街巷，抬眼可见古色古香的石雕、门楼与
斑驳的院落墙体。

武举大院在大梁江村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其体量最庞
大、气势最宏伟、构造最讲究，还有点戒备森严的气氛。大
院因清乾隆年间，梁氏后裔梁深考中武举人而得名。梁家四
代有功名，三世出名医，享有“武魁”“清正流芳”“誉满杏
林”之美称。大院门上悬挂“武魁”匾额，当地俗称“一宅
九院”。大院占地两亩，9 个四合院各有门户，又互相连通，
房屋100余间。其所有房屋呈“奎”字形结构，层楼叠院，精
巧雅致。在大院门前有一方校场，传说是习武之人——房主
梁深当年的运动场。门侧石头上的斑斑点点印痕被想当然为
梁深练功，天长日久手指具有深厚功力的见证，也为梁家武
科上取得成就留下更多的说辞。9个楼院既互相独立，又彼此
相通。进正门或旁门，都能走遍九重院落。整个院落，院中
有院，院里有楼，楼上有楼，楼顶有院，楼能通楼，院能通
院，攻防兼备，是我国北方较为罕见的四合楼院群，被称为

“深山里的大宅门”。
大梁江村的民俗文化韵味非常浓厚，至今仍保存了各种

传统习俗展示空间和祭仪场所。古戏楼、古庙宇气势不凡。
但凡乡村民宅精湛建筑连片的地方，公共建筑更不含糊。始
建于清乾隆二十年的古戏楼是村里村外看戏的热闹场合，晋
剧在这一带很受欢迎。龙王庙、岱王庙、关帝庙、老母庙、
奶奶庙等庙宇是就地取材的特色人文范例，也是太行山区古
村信仰文化的代表性建筑群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村中一棵据说是栽植于唐代的千
年古槐树。槐树树心部分已腐朽，树皮活泛，树身摇摇欲
坠。村民们用拱形牌楼支撑树身，老树得以枯木逢春，延年
益寿。从中也可领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

大梁江是一部石头民居的教科书。在一个大山深处的
穷乡僻壤间，遗存了这么多令人荡气回肠的村落民居建筑
文化遗产，靠的不仅仅是武艺、武功和武德，在崇文重
教、智慧修为等方面更能体现造屋者的远见卓识和内在品
格。所以，文武兼备才是大梁江人志存高远的功课涵养和
发展方向所在。包括大梁江村在内的太行山人家，开天辟
地，不仅是武出举人，文出监生，当今更是人才济济，在
太行山上经年累月打磨出一个个绚丽夺目的乡居文化样本。

粥，又称“糜”，是我国饮食文化的精粹之一。早
在四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以粥充饥了，据 《汲冢
周书》记载：“黄帝始烹谷为粥。”可见，粥与中国人
的关系，正像粥本身一样，浓稠绵密，化解不开。

然而，不知大家在啜粥之余，面对袅袅粥香，有
没有细思一下：“粥”字“米”的左右两边，为何各有
一个“弓”呢？有一则谜语即由此而来：粥变米 （打
一四字成语），谜底为：左右开弓。

关于“粥”字，百度百科的解释是：“会意。从
米，从二弓。‘米’指米粒，‘弓’意为‘张开’‘扯
大’。‘米’与‘二弓’联合起来表示‘把米粒从左右
两边同时扯大’。本义：用火和水把米粒体积增加到最
大时候的米饭。”

查阅 《汉语大字典》，“弓”并没有“张开”“扯
大”的义项。显然，这种解释纯属望文生义，成了糊
涂“粥”了。另外，2008年 l1月14日《光明日报》曾
刊登李国文的杂文《文学的“粥化”》，文中就“粥”
字有如下解读：“如今，把煮粥的办法运用到文学上
来，几乎成为作家的手段……‘粥’字若没有其中的

‘米’字，就是‘弱’。因此，弱化的作家，写出粥化
的文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对此，《咬文嚼字》
2009 年 第 5 期 《李 国 文 误 说 “ 粥 ”》 一 文 指 出 ：
“‘粥’字去掉了中间的‘米’，怎么会是‘弱’呢？
应是‘弜’字嘛。‘弜’少见应用，音jiàng，本义指
弓有力，引申为‘倔强’。《说文·弜部》：‘弜，彊
也。’古人注曰：‘凡言倔强，当以弜为本字。湖湘间

称人之性刚不驯曰弜。’”
但是，这篇纠错文章与百度百科的上述解释一

样，还是从“粥”的楷书字形上进行分析，并没有摆
脱弓箭之义，仍然是不着边际。

“弓”和“米”，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为此，
我们要从“粥”的字源上加以探究。下面是“粥”的
字形演变：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粥”字最早见于金文，甲骨文中尚无此字。由
“粥”的金文可知，它是由“米”和“鬲 （lì） ”组
成的会意字：

粥 米 鬲

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沈括在 《梦溪笔谈》 中
称其“三足皆空，中可容物”。我们再看“粥”的金
文，下部为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 象形意味
很浓。由此不难推测“粥”的造字本义：把米放在鬲

中熬煮。
“粥”的金文尚无左右两个“弓”，它们出现在其

小篆字形中。“粥”的小篆为“鬻”，大家看，中间仍
是上“米”下“鬲”，但两旁加上了屈曲上升的符号。
相信您看后一定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煮粥时锅中冒
出的热腾腾的蒸气吗？加“弜”表示米已成粥了。古
人造字真是太形象了！

鬻 米 鬲 弜

那么，两道蒸腾的水汽怎么会变成两个“弓”了
呢？在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及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
的转折点——隶变。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字
由小篆转变为隶书，从而结束了古文字阶段，进入今
文字阶段。在隶变过程中，有些汉字字形不是按照常
规演变的，而是产生了讹变。

在隶变中，“粥”字便发生了讹变。隶书误将小篆
“鬻”中的蒸汽状的曲线讹变为两个“弓”，同时省去
下面的“鬲”，写成 “粥”。同时，“鬻”字仍然使
用，作动词“卖”解，读作yù。

小篆 隶书 小篆 隶书

这正是：粥字何来左右弓？腾腾蒸汽鬲中冲。今
文古字不同面，溯本探源觅旧踪。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
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

□ 中国最美古村

大梁江村：
隐于太行山的大院

王锦强 文/图

中国艺术研究院与黔西南合作

扶贫搬迁中深化“非遗”研究

陈晓星

□ 汉字故事

“粥”字何来左右“弓”？
杨立新

□□ 文化传统与文化传统与文化文化自信自信

““年年华未阑华未阑”：”：文文化的反思与会通化的反思与会通
罗剑罗剑波波

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尤尤
其是在东亚其是在东亚，，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文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文
明的中心明的中心，，四周则称夷狄之邦四周则称夷狄之邦。。这种这种
严内外之分严内外之分、、明华夷之辨的文化使命明华夷之辨的文化使命
感感，，曾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曾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晚清之晚清之
际际，，这种文化的优势发生了重大变这种文化的优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化。。鸦片战争以来鸦片战争以来，，西人东进西人东进，，中国中国
这个老大帝国先受挫于英法这个老大帝国先受挫于英法，，中英中英
《《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中英中英、、中法中法 《《北京条北京条
约约》》 签订签订，，圆明园被野蛮焚毁圆明园被野蛮焚毁，，甲午甲午
战争中战争中，，又被日本所打败又被日本所打败。。亡国亡国、、亡亡
种的焦虑代替了理性的价值评判种的焦虑代替了理性的价值评判，，富富
国强兵成为压倒一切的最终目的国强兵成为压倒一切的最终目的。。

近代华夷之辨的文明变化

面对西洋文明的强烈攻势，往日的“华夷之
辨”演化为近代的“中西之争”，名称改易的背后
隐藏着文化心理的巨大转变。洋务运动的失败，刺
激了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1896
年，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写 《原
强》《救亡决论》 等文章的原因时，也强调“溯源
竟委，发明富强之事”。显然，在对富强的急切期
盼中，近代知识精英接受了这种隐含文化霸权的思
想。

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文
化自信力渐渐丧失的历程。晚清文人对中华文化的
怀疑日渐加深，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日臻极致。有人
将传统文化看作近代化的绊脚石，主张一切风俗惟
西方文化马首是瞻。

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晚清政府和精英们不断
地兴工厂，造铁路，行宪政，改官职，翻译西书，
选派留学生，暂且不论其实质与效果，却将西风越
煽越劲。民国肇建后，兴共和政体，改满清旧俗，
而局势并未得到改观。

若说国家沉疴日重，而向西方寻求救治良方已
数十年，至此仍未见奇效。民主革命并未带来人们
所期望的结果，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动乱和更大的失
望。胡适悲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
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
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
人，音乐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
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正是在这种“百事不如
人”的心理暗示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全

盘西化”的浪潮。
“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陈序经说：“救治目前

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在这种
思想的映照下，传统典籍、节日风俗、语言文字等
中华民族曾经引以为豪的传统文明，也在向西方狂
奔的路上被弃之如敝屣。

现代国粹主义的文化反思

对于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来说，曾经辉煌灿
烂的文化是其民族内心最深层的骄傲。如果说西化
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中国于危亡，那么在很多人看
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首先在于其文化的独立性
与自足性。

在这个层面上，“全盘西化”浪潮与救亡的目
的也不乏南辕北辙之嫌。由此思路，章太炎提出了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号召。近代
国粹派的产生，使得西方文化至上论受到重击。他
们试图“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国学之精义”。试
图打通中西，以中证西，进而昌明国学。在此之
际，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再度树立起文化
的自信心。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还给欧洲人开
出了具体的药方：“西洋文明不成。为欧洲人的前
途计，应该接受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应该欢迎我
们中国的孔子之道。”

这也正映照出当时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两种思
路，即严复所言“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即为逢迎
变化之随波”。当复古资源不足以支撑文明体系
时，西方文化成为了革新的方向。如何处理两者的
关系，使之互相融合，并朝着既定的变革方向发
展，也成为了重要的时代命题。

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已摆脱了当年迫在眉睫的
民族危机，而如何协调中西文化的任务还远未完
成，只是这一工作今天可以更为从容和理性。只要
我们仔细谛听百年前的声音，自有足资今天借鉴的
地方。“会通”一派的声音就弥足珍贵。

当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会通

“会通”一词，源于《易·系辞上》：“圣人有以
见天下之功，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对此孔
颖达释为“观其物之会合变通”。应该说，“会通”
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思想资源，包容开放是其最重要

的特质，融会贯通是其最根本的要求。
在近代文明冲突与交流空前猛烈的时代，对于

如何在老大帝国中重塑新型文化，就有人提出会通
的理论：“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西种之学参互
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这种不
偏不执的态度，被视为重建文明的理性之举。“欲
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是重塑文明的第一
步。

所谓“会通”，意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就要
绝对避免陷入“中体西用”的心态。在理论层面
上，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
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方法论
上，钱穆也指出其中的要害：“实在也不知道中学
之体是一个什么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
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
这恐怕也是今天文化建设须重加思考的问题。

中西文化皆自成体系，文化会通更要注意避免
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性损害。如西方的政治
制度，是建立在其基本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对西方
文明不加甄别地吸收的代价是中华文化的沦亡、
消解。欲求会通，必先博观约取，为现世所用。

所谓文化会通，不是一种文化为主，他种文化
为宾；更不是一种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他种文化
只有被吸纳、被消化的命运。在急剧变化、观念多
元的今天，没有哪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方法可以放
之四海而皆准。以政治生活为例，中国 2000 余年
的帝制固不足取，而西式民主难道就绝无瑕疵？

文化会通就意味着要打破对任何文化的绝对
迷信，重新评价一切文化的价值。发掘传统文化
中精华和现代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
西方文化中，寻找到合适的接榫之处，理性地衡
估其是非优劣。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欧洲中
心主义日渐衰歇的时代，多元文化如百舸争流。
奉西方文化即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也已一去不
返。处于此际的中华文化，自然不必如百年前那
般妄自菲薄，去羡慕西方的蓝色文明；也不宜文
化自大，自弹自唱。

文化会通的意义在于全面展现华夏文化中海纳
百川的气魄、永无止境的气势，是其他文明的优长
映照进中华文化的母体，再造一个气势磅礴的新文
明。今时今地，在新的时代关口，新型文化的确
立，不仅要会通古今，也要会通中西。若能如此，

“会通之义大矣哉”！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