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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滨湖新区魏屯镇齐官屯村一带
的衡水学院新院区校址上，出土了一通古
碑。这通古碑为清光绪年间齐官屯村“养
正书院”遗存。

碑文题目《養正書院增置田畝記》(图1)，
记载了关于养正书院增置田亩、管理书院
相关事宜。碑阴（图2）所记载的是捐地人
的姓名、地亩数量、座落位置，光绪二年七
月立。古碑碑文是由齐官屯村的“钦加同
知銜辛酉科优贡廂白旗汉教习武清县儒
学训导”正五品官员齐继坡所撰。齐继坡
是本人的五世祖，有光绪皇帝封诰齐继坡
父母的圣旨传世（图3）。

养正书院这通古碑在性质、碑文内容
和体现的办学精神与衡水学院文脉相

通，气息相连。衡水学院与养正书院相
隔几百年后，在同一位置办学，遥相呼
应，将对学院文化建设起到潜移默化的
作用。

其一，文脉相通，一脉相承。养正书院
从前明至清末存续 400多年，可谓源远流
长。关于养正书院，《枣强县志》（古代齐官
屯村属枣强县）里有点滴记载：“旧良党、
大市、纸房、崔家庄四义学不知废于何年
矣！续访得义学六：一曰齐官屯义学，在县
北，名养正书院……”该书院覆盖面积比
较大，造就了很多人才，仅齐官屯一个村
就出了优贡、庠生多人。书院的名字也很
古朴文雅。“养正书院”石碑出现以后，周
围出现了很多以养正命名的单位，如养

正学堂、养正园等等。如今，衡水学院
在此建新校区，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
必然。

其二，崇文重教，官民有责。先辈对教
育对办学高度重视，深度理解，无私奉献。
枣强县人物志记载：“齐继坡，钦加同知
衔，辛酉科优贡，廂白旗教习，武清县儒学
训导。捐十多亩给养正书院，以供聘请师
资之费，又重修校舍，以为童蒙受教之
地。”光绪二年，齐官屯养正书院资金不
足，以致不能按时开学。齐继坡约同父老
乡亲捐助书院，事成后，立此碑，碑文上记
的是父老乡亲共同商定的经管书院的规
章。齐继坡把这些经管的制度笔录下来，
加以梳理，修辞成章。在农耕时代，土地就

是农民的命根子，甚至比命还要重要，土
地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繁衍的唯一保证。
尤其在清末社会日益腐败，农民日益贫困
的情况下，先辈们拿出自己祖辈的土地无
偿捐赠给书院，其境界和远见值得我们后
代学习。

第三，董子研究，再谱新篇。衡水市是
一个文化底蕴丰厚、人文环境优良、高度
重视教育的宝地。衡水学院在综合实力上
越来越强，尤其在董子研究方面成绩斐
然。养正学院是衡水先人弘扬董子儒学的
重要场所，而养正书院古碑则是重要的文
物见证。因此，建议将养正书院古碑作为
董子研究的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并使之纳
入董子纪念馆藏品。

衡水学院与养正书院古碑
齐佩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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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系统、生动呈现百年
冬奥史（24 届）瑰丽画卷的图
书《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
年》中、英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同
步推出，即日起在全球发行。

该书系统介绍了历届冬奥
会的基本情况、赛事设置、精
彩片段以及传奇人物，重点选

取众多冬奥百年历史上有特
点、有趣味的人和事进行讲
述，既是介绍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科
普读物，也是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故事的精彩集锦，展现了追
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的体育精神。 （新华社电）

《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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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虎鞋 张友兰 中国美术馆藏

虎的形象在民间美术中十分常见，
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民间与虎相关的
民俗、生活用品比比皆是。陕西关中嫁
女需配送面老虎；孩子小时候要戴虎头
帽，穿虎头鞋；土家族则自称为白虎之
后，家家户户常年供奉白虎。这些民间
美术中的虎，既是对古老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也是民间表达吉祥意蕴的象征与
寄托。

风筝《虎娃献寿》
徐立 中国美术馆藏

“虎”在民间美术中的表现形式丰
富，有刺绣、版画、剪纸、泥塑等，应
用于玩具、服饰、家具等日常用品，出
现在日常起居、岁时风俗、人生礼仪等
生活场景。为何“虎”在民间如此受欢
迎？大概源于远古留下来的图腾崇拜以
及世世代代扎根于民众内心的吉祥观
念：辟邪、镇宅、佑福。远古时期的虎
图腾，是把“虎”形象放在神圣的位
置，追求“虎神佑我”，而民间美术中的

“虎”形象则是为我所用，是物化了的
“为我服务”的审美心态，体现着人民群
众对生命的颂扬，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老虎菊花缎童帽 中国美术馆藏

顺应不同场景和特殊含义，“虎”形
象在不同领域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时
而威严，时而可爱，时而夸张，时而顽
皮，如民间剪纸中的虎大都调皮活泼、
灵活生动，表现吉祥、与人亲近；在木
版画中，虎的形象则偏向于凶猛、威武，表
示其震慑四方的威严与不可侵犯；而在服
饰等更为实用的日用品中，比如以虎为形
象的虎头帽、虎头鞋、虎肚兜、虎枕头
等儿童用品，则是集功能性、审美性和
文化性于一体，直接服务于生活。例如
山东兰陵县南桥镇石埠村的虎头帽，在
设计上就非常有趣，在头顶上开个大小
适中的圆孔，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开
窍”，寓意孩子思维敏捷、聪明伶俐，并
且由于小孩子爱跑爱跳容易出汗，出汗
后立即脱帽怕着凉，所以“开窍”的虎
头帽在功能上还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尽管这些“虎”形象都被以不同的
形式与载体呈现出来，但它们的造型都
洋溢着积极昂扬的主旋律。这离不开民
间艺人富有创意的生活智慧和哲学思
辨，以及被民间艺人外化成物质形态的
精神寄托。

杨家埠年画《山林猛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山林猛虎》是山东杨家埠辟邪纳福

类年画的典型题材。该作品为母子花斑
虎写实造型。母虎为下山虎，白眉长
须，身姿矫健，气势如虹。左下角为一
小虎，匍匐卧地，昂首顾盼，望向母
虎。为了突出虎的威猛气势，山林背景
被简化为数丛草木。

中国人的观念中，老虎不仅能够驱
鬼镇宅，还能保护财富。俗谚“镇宅神
虎多清净，当朝一品封兽王，不立深山
合松林，持守金银聚宝盆。”

山西虎枕玩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山西吉祥虎枕（也可作为玩具），为
意象化的猛虎造型。其造型元素与民间
虎头鞋、虎头帽样式如出一辙。虎呈站
立姿态，鼻子造型中融入了艾草叶造
型。民间观念中，老虎是百兽之王，人
们常用艾草制成老虎的形状来驱除疾
病，而艾草本身也可治百病，相当于百
草之王。虎眼、虎牙、虎耳、虎尾皆用
拼装化构件组合而成，身躯上亦分布有
花型毛旋，形成吉祥喜庆的装饰风格，
与年画之虎相比多了一份稚拙与可爱。
布虎多是母亲为孩子所做，体现了中国
妇女的心灵手巧和聪明才智。一针针、
一线线的缝制，都融入了满腔的爱意。

山东高密剪纸生肖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密剪纸生肖虎，为民间艺人随心
所剪，造型简约率真，有虎猫同型之
感。虎的面部造型为剪纸艺人着意刻画
的细节。面部多为圆形，额头正中那清
晰的“王”字，衬托出无比勇猛威严的
气势。身上的旋纹幻化为牡丹等花卉造
型，增添了更多吉祥喜气。

民间美术的造型形式是精神主导下
的产物。任何载体的外在形式不外乎
形、色、质的组合重构，这些物化因素
之外的精神追求，才是“虎”形象的最
高表现形式。民间美术中的虎，并不是
指具体的哪一种属科的生物，而是超越
虎形象的超然物外的意识再造形象。还
以虎头帽为例，对老虎的造型进行创造
性的添加，比如：把鲤鱼、石榴、莲
花、寿桃、瓜果、蜻蜓、喜鹊、公鸡等
添加到老虎身上，并不受客观物象的拘
束，可见老百姓对虎形象的运用非常灵
活。虎的形象也因此成为具有视觉冲击
力的“吉祥符号聚宝盆”。

现代民间画《虎娃真威武》 董芬珍

民间美术是普通老百姓、民间艺人
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的原生
态和泥土性。学者张道一说：“民间艺术
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这
句话非常深刻，它指向一种不断孕育出
新艺术的可能性，这正是民间美术的魅
力。可以说，这种来自民间美术的“孕
育”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代艺术家立
足本土文化语境，融合现代艺术表现手
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正是来自“民间美术”这位母
亲的遗传。或许可以说，所谓的“当代
艺术”仍然可以理解为“民间美术”，只
不过是一种“笔墨当随时代”的民间美
术。

在中国文化中，虎是勇敢和力量的
象征。虎年将至，我们以民间美术中的

“虎”，祝每一位读者如虎添翼、虎虎生
威！让我们一起到民间去，激发起干事
创业的激情。（作者顾群业系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万象更新 虎虎生威
——民间美术中的“虎”

（上接B1版）力争在 1个月后
的冬残奥会上发挥出最佳水
平。

2 月 4 日，记者来到牛少
杰家——饶阳县牛赵村，对他
的家人进行采访，并通过电话
连线牛少杰，了解他的近况。

“高山滑雪是冬奥会中最具挑
战性的雪上极限项目，从山上
滑下来时速很快，那种感觉太
美妙了。尽管平时训练强度很
大，但一想到冬残奥会时有望
在家门口为祖国添彩，心里还
是蛮激动的。”当天，身在张
家口的牛少杰在电话中如是
说。

1999 年，牛少杰出生在
饶阳县饶阳镇，他的左手3个
手指先天缺失。虽身体残疾，
但牛少杰从小意志坚强，有一
股不服输的劲头儿。他和正常
孩子一样读完了小学、初中，
并 顺 利 考 入 了 高 中 。 2016
年，在读高二时，牛少杰参加
了市残联的运动员选拔，并到
哈尔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试
训，由于身体素质出众，他被
选拔为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集
训队的运动员。从此，牛少杰
便开启了专业运动员的生涯。

在牛少杰家，记者看到墙
上贴着一些成为运动员后他所
获得的荣誉。这几年，对于牛
少杰而言可谓收获满满。2017
年，在河北省残疾人高山、单
板滑雪锦标赛中荣获项目组男
子第四名；在 2017—2018 年
度全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锦标赛
中荣获男子大回转项目站姿组
第二名；2019 年，在全国第
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中荣获高山
滑雪大回转第三名……“因为
热爱，加之教练的悉心培养，
孩子取得了这些成绩。”牛少
杰的母亲白淑芬指着墙上的这
些荣誉感慨地说，冰雪项目经
常在室外训练，环境艰苦，孩
子摔跤受伤、手脚有冻伤是常
有的事。“每一项荣誉都来之
不易，是孩子用汗水和泪水换
来的，这些年受的苦，他从没
主动跟我们说过，怕我们担
心，也怕我们心疼。”

去年 4 月牛少杰休假在
家，仅待了4天，便接到国家
队的通知，于是就离家归队参
加集训。从那时起到现在，父

母就一直没有见过儿子。“去
年孩子一直在备战北京冬残奥
会，特别忙，偶尔通过微信和
他联系，了解他的近况。有时
晚上聊着聊着就没动静了，到
第二天才知道是孩子训练累得
睡着了。”白淑芬说。今年春
节，牛少杰在网上给家里买了
年货，给奶奶买了奶粉，给爸爸
买了茶叶，给妈妈买了烤鸭，还
给弟弟买了饮料。“虽然春节不
能与家人团聚，但孩子时时刻
刻惦记着我们，懂事孝顺，特
别仁义。”说起牛少杰，白淑
芬眼中满是自豪与骄傲。

在父亲牛广顺的心里，儿
子牛少杰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积
极乐观、独立能吃苦、勇于不
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人。

“少杰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会
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不断努
力突破自我。几年来取得的一
些成绩，都离不开他的努力与
坚持。”牛广顺说，由于平时忙
于训练和参加各种比赛，牛少
杰已经 4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积极
备战、专心投入训练，想家时
只能打电话回来，父母对此也
非常理解并且全力支持他。

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
是牛少杰对自己的要求。每个
运动员在平时训练中，都会出
现时好时坏的状态，牛少杰也
不例外。每每在心情或状态不
好时，牛少杰就会通过倾诉或
运动，尽快调整自己，第二天
一觉醒来，他又会变得激情满
满。前不久，在一次比赛中，
因为失误牛少杰摔了一跤，导
致成绩下降。“当时心情很糟
糕，都不想再继续练高山滑雪
了，通过向教练、朋友、家人
倾诉，自己很快便调整了状
态 ， 对 冬 残 奥 会 充 满 了 期
待。”牛少杰坦言，一路走来
太不容易了，相信自己在未来
的比赛中一定会越来越好！

23 岁的牛少杰，正处于
职业生涯的高峰期，谈及这次
冬残奥会的目标，他充满期
望：“比赛一直在路上，超越
永无止境，我会把这次冬残奥
会当做检验自己水平的一个舞
台，不管结果怎样，我都会拼
尽全力，突破自己，为家乡、
为祖国争光。”

（上接B1版） 守护患者生命
健康的医护人员，值守在交
通卡口、检疫站点以及负责
运输保障的交通人，保障辖区
平安稳定的公安民警，奋战在
保电一线的电力人……各行各
业的劳动者，为了肩上沉甸甸
的 责 任 ， 放 弃 与 亲 人 的 团
聚，春节坚守在平凡的岗位
上，用责任和担当为广大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
的春节忙碌着。

春节期间故城突发疫情，
我市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积
极抗疫，志愿者们纷纷请战，
贡献力量。看到村里事儿忙缺
少人手，回故城老家过年的衡
水市民苏传峰，主动请缨做志
愿者。从除夕下午开始，他穿
上防护服，站到全员核酸检测

一线，帮助诊所医生录入数
据。全村400多人每天都需要
做一次核酸检测，因此，他需
要把每个人的信息登记下来，
并录入系统。与他同做志愿服
务的还有两位村民，早晨六点
半顾不上吃早饭，他们就早早
赶到村委会服务，同时帮助村
里做好疫情防控宣传。“防控
疫情，每个人都有责任。这里
是我生活的家园，这时候我不
能缺席。”苏传峰参与见证了
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每
听到一轮全员核酸阴性结果公
布时，我都激动得想哭。”他
说，虽然春节不能串门走亲，
但能参与到一线抗疫，这样的
春节更有意义。希望疫情快点
过去，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

拼尽全力为祖国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