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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徐来，细雨飘飞，又是一年清明时。如何认识这个有着深厚渊源，
而又颇具文化情怀的节日？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编著的 《清明 （寒
食） 文化的多样与保护》给我们揭晓出其中的答案。全书从清明的由来、文
化的意蕴、后世的迁演等方面，对这一传统节日进行了全面的诠释。让清明
淡淡的忧伤，穿越岁月的浪花，跃上时光的车轮，悠然站在历史的晴雨表
上，盘桓、萦绕，随风逝去。让清明的雨滴洒遍大地，洗去那份惆怅，金色
的阳光透射进来，朗照着一个个隽永的风物。让雨后的清明在风姿绰约中，
最终站成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伴随着二十四节气而来，它们顺应农事，在千百
年的赓续和传承中，逐渐形成了浓郁的节日文化。清明，作为祭奠和怀念先
人的节日，历来就得到国人的重视。如今的清明节，系由历史上的寒食、上
巳、清明三节合一而来，是一个多来源的节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
意义。上巳节尽管已基本消失，但其踏青、插柳等传统习俗已被融合进了清
明节之中。因此，清明既有祭扫、寒食等感伤性的内涵在其中，又有踏青、
蹴鞠等亲近自然的众多民俗活动。如今，清明节的很多习俗经过历史演变，
有了新的形式，比如传统的插柳习俗在现代社会已发展成为植树活动等等，
各地群众借着这一传统节日，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全书以“让清明文化点亮春光”为由，畅谈了抢救和挖掘民间文化，特
别是节日文化的重要性。指出，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发扬光大，是每个人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接着，就传统节日文化的研究，以及增强对节日文化的
认识，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考。作者认为，清明伴着洁净、素雅的春花
而来，在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下，显得优雅而浸淫着诗情画意。2008 年以
后，清明被纳入法定节假日，文明祭扫，绿色祭奠，移风易俗过清明，成了
新的时代课题。在作者看来，缅怀逝者，感念先恩，一些陈腐而不合时宜的
过节方式，理应予以摒弃，代之以清新拂面的祭祀之风，方是过好清明节的
应有之义。对其所蕴含的怀念、感恩等核心要素，作者主张要在“尊重民
俗、尊重历史现象”的基础上合理取舍，“让清明节的精神传承后世，而不致
演变为一个单纯的假日。”

书中，颇长知识的是各地域清明节的风情介绍。既有上海、天津这些大
都市过清明节的场景披露，还有朝鲜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清明习俗的
展示，同时，对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过清明的景况，亦从文化迁移及其
嬗变的角度，进行了饶有兴趣的点评。以全球化的视野，审视清明及其深厚
的文化，充分说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清明，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但寄予着国人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怀，而且，它所凝
结的尊祖敬宗、继志述事的人文思想，也被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所认同。知
恩图报，感念先祖，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操守，纵然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清明文化的内在气韵和独特魅力，始终伴随着人类，甚至漂洋过
海，惠及世界各地，深深润泽着当地人民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清
明文化，就是传承泱泱中华文化，彰显国人的责任与担当，进一步造福全世
界人民。

冯骥才说：“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其中包含了文化传统。对于一个民
族来说，传统文化是根基、是身份、是标志，更是内核。”清明，作为时令季
候中的一个节日，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它凝结着中国人温暖的民
族情感，体现着国人敬贤思齐的道德追求。每一个清明节的来临，都是一次
饮水思源的情感教育，它把各民族人民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告诉我们，岁
月安好，是无数前人负重前行的结果，不忘来时的路，珍惜现世的美好，才
能走好未来的征途。

让清明文化点亮春光
——读冯骥才《清明（寒食）文化的多样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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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读懂一座城市的历史，可以去博物馆；但要读
懂一座城市的性格，就要探访那些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民
间收藏馆。这些收藏馆是城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
城市文化担当与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今天，让我们一起
走进天下奇猪艺术品收藏馆，通过这些凝固了城市记忆的

“猪宝贝”，探寻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印记。
天下奇猪艺术品收藏馆通过“有豕于家”“富贵乌

金”“天蓬值岁”三个主题展区，从历史、文化、艺术、
民俗等多维角度讲述猪的故事。展馆以不同材质的小猪
艺术品为主题，呈现了形态各异的猪形象：有的高达数
尺，有的小巧可置于掌心；有的憨态可掬，有的肥硕健
壮；有的正襟危坐，有的慵懒舒展；有的朴实浑厚，有
的俏皮可爱……这些猪艺术品个个做工精湛、惟妙惟
肖，令人过目难忘。

收藏馆的猪藏品按材质可分为四大类：陶瓷类、玉
石类 （包括青田石、寿山石、岫玉、南阳玉、和田玉
等）、金属类 （青铜器及仿青铜器）、木雕类 （采用红豆
杉、红木、鸡翅木等名贵木材）。从表现形式看，既有玉
猪、铁猪、瓷猪、猪俑等立体造型，也有画作中的猪形
象、饰品上的猪图案，以及与猪相关的甲骨文字、猪邮
票等。造型风格上则分为卡通形象、仿真造型、合家欢
形象等，寓意“子孙满堂”“猪送如意”“群猪闹春”等
美好愿景。

藏品年代跨度极大，从汉代出土的陶猪到现代工艺
品，古今中外、风格各异的猪艺术品应有尽有，且无一
重复。每件藏品都体现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历史传
承，反映了人们对猪的喜爱与崇拜。通过这些多姿多彩
的猪形象，观众可以了解中华先民对猪的认知，感受古
今人们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期盼，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天下奇猪艺术品收藏馆馆长朱万紫说：“这些不同年
代、不同造型的猪艺术品，印证着工艺品自我更新的脉络，
收藏的意义就是让这些工艺品在科技创新和人文传承中
重获新生。”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朱万紫的收藏之路也是充满了
执着与坚守。有一次去成都出差，他在古玩市场偶然发
现一件汉代陶猪，造型古朴浑厚，正是馆藏体系中所缺
的重要品类。然而藏家惜售，几次洽谈都未能如愿。朱
万紫没有放弃，在成都多停留了整整一周，每天都去拜
访那位藏家，从学术价值谈到文化传承，最终用真诚打
动了对方。这样的故事在他的收藏生涯中不胜枚举，为
了寻找具有代表性的猪艺术品，他的收藏遍布亚洲、欧
洲、非洲、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每一件藏品背后都凝
结着这样的坚持。朱万紫表示：“收藏是一种乐趣，一种
情怀，一种坚持，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经过 26 年的积
累，目前馆藏已颇具规模。自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
四五万人次。我们正在开展针对青少年的研学活动，这
对培养他们对华夏文明的崇敬与热爱，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天下奇猪艺术品收藏馆共收藏国内外猪工艺
品3500 余件，其特色鲜明的专题收藏填补了猪艺术品领
域的空白。2009年8月，凭借丰富多样的藏品体系，该馆
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总部授予“收藏各类猪艺术品数
量之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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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水悠悠，夕阳下的淮河美不胜收。日前，我们来到了电视剧 《六姊
妹》的淮南取景地，寻找着剧中印迹，在拍摄地打卡、品味着属于自己的时
光记忆。

跟随这部剧的脚步，我们走进九龙岗这座充满民国风情的小镇，体验一
次穿越时空的旅行。我们先到何家新宅参观。眼前出现了早餐店、杂货商
店、低矮的两层楼房，《六姊妹》集体合影的大幅照片被印在一面大大的隔墙
上，很多人在这里留影。参观何家新宅的游客排起了长队，室内存放着那个
年代的生活用品。

继续随着队伍前行，我们看到了那陈旧低矮的水塔，上面摆放着盛放酱
油或者酱菜的大缸，还有大缸上盖着的、不知用什么材料编织的圆锥形的、
被风吹雨淋变色的盖子。旁边那一排长长的筒子屋和宽阔的生了锈上了锁的
两扇铁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厂房或者是仓库，似乎有忙碌的工人在干着
繁重的工作。淮南矿业所办公楼建筑群也出现在眼前。

我们又去了错落有致的青砖黛瓦的何家老宅。这些老宅大多建于民国时
期，历经百年风雨，它们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变迁，也承载了无数人的记
忆与情感。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精美的雕刻和装饰，无论是门楼上的飞檐翘
角，还是窗棂上的木雕图案，都透露出匠人的精湛技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些细节不仅增添了建筑的艺术价值，也让游客在欣赏中感受到了那个
时代的文化底蕴。

我们还品尝了地道的淮南美食——淮南牛肉面，感受到淮南人民的热情
好客。

下午，我们参观了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不仅是一座县级博物馆，还是
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建筑设计彰显了楚人“四方筑城”“荆楚高台”的建筑
理念，通过“瓮城”“方城”“斗城”建筑布局，融合了现代院落和极简主义
设计手法。展馆内容包括“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两个基本陈列和“寿
春寿文化”专题陈列。有些展品是仿制品，真品已被国家、省、市博物院

（馆）收藏。
我们来到久负盛名的寿县古城墙前，登东门宾阳门，沿阶梯拾级而上，

只见城下的护城河水波清澈，装饰着彩花的游船在水面轻轻飘荡，岸边有游
人戏水拍照。这座古城墙是全国七大古城墙中保存较完好的一座宋代城墙，
砖壁石基，周长7147米，有东、西、南、北四门，东为“宾阳”，南为“通
淝”，西为“定湖”，北为“靖淮”，四门原都有护门瓮城。城墙古朴雄伟，气
势磅礴，如苍龙环绕，是安徽省重点保护文物。寿县地处皖中，控扼淮淝，
古为南北要冲，是兵家反复争夺的地方。公元383年的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
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次战役再次创造了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给
后人留下了“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历史典故。

在安徽这片文化沃土上，我们深刻体会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优良的家风家教，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血脉根基，更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
纽带。我们看到了好的家庭、家教和家风所带来的幸福人生，也更加明白经
由历史沉淀的许多良好家风，其精神内核不会因时光流转而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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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猪艺术品收藏馆全貌

馆长朱万紫对自己的藏品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