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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西方各自走着

不同的道路。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狭

小的区域使他们以城市为中心生活，每

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城邦国；我国地域广

大，土地肥沃，先民们以聚落为中心，以

农村或牧区为中心生活。后来城市才

不 断 发 展 起 来 。 因 此 ，中 西 文 化 的 不

同 ，自 其 源 起 就 奠 定 了 根 基 。 冯 友 兰

说，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

国 家 的 人 是 知 者 ，大 陆 国 家 的 人 是 仁

者。然而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

者乐山；知者动，忍者静；知者乐，忍者

寿”。红山文化先人以其生动的历史符

号诠释了大陆国家人们早期的生活形

态。

一、红山文化的历史符号
红山文化八千多年的历史，地域辽

阔，遗址众多，出土文物数量不是很多，

但种类多。纵观其历史发展脉络，可用

九个字概括红山文化的内容，即村、城、

粟；石、陶、玉；冢、坛、庙。九个字分三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村、城、粟”是物质

层面，居住与饮食；第二个层次“石、陶、

玉”是技术与审美层面；即生活用具与

艺术品；第三个层次“冢、坛、庙”是精神

层面，即祭祀与礼制。

（一）村、城、粟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红山文化各种

类型遗址中，聚落遗址非常重要。聚落

就 是 人 们 聚 集 生 活 的 地 方 ，唐 代 古 诗

云：“万烟生聚落，一崦露招提”。通过

聚落遗址，我们可以了解史前时代人类

生活的某些特征，可以推测那个时代人

类生活的某些状态。

“村”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是红山文化重要符号，它代表了红山文

化时期的诸多聚落遗址，是人类生活的

基本形态。红山文化地区的聚落，最晚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最早的

有代表性的是兴隆洼聚落，被称为“华

夏第一村”，距今八千多年的历史。兴

隆洼遗址分两期，其中一期聚落布局规

整，秩序井然，这是中国迄今所知保存

最完整、年代最早、经过全面考古发掘

的惟一一处原始村落。兴隆洼聚落以

单 体 圆 形 为 主 ，后 发 展 到 双 生 圆 形 聚

落，如白音长汗遗址，又发展到长方形

聚落，使聚落形态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

特征。红山文化聚落形态从总体上看，

有三个重要阶段：兴隆洼文化、红山文

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 从社会经济形

态来看，从早期的采集、渔猎经济，发展

到开始出现原始的农业经济。到了夏

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

聚落形态不再仅仅是生活的场所，已经

具有了政权的某些特征，或许是国家的

早期形态。随着祭祀形式的发展，或许

礼制已经开始出现。

“城”，在这里指的是石城，是红山

文 化 时 期 具 有 防 御 功 能 的 生 活 聚 落 。

石城主要分布在以赤峰为中心的内蒙

古东南部、辽宁省西部及河北承德地区

等。石城在赤峰阴河与英金河流域的

100 公里地带，就有 42 处遗址，在敖汉旗

赵宝沟遗址群中发现了 45 处遗址。据

考古学家考证，石城从分布来看，呈点

带状布局，并且与高山、河流相连，形成

了庞大的防御系统。石城的排列长线

与我国古代秦汉长城处于同一条线上，

有的专家认为石城的城址可能是古长

城的最初形态，或者是古长城受到石城

的启发。因此，这里的“城”与“长城”有

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 粟 ”，是 粮 食 种 类 之 一 ，古 代 称

“稷”，脱壳即为小米。粟主要产在我国

北 方 ，是 北 方 农 业 地 区 主 要 的 粮 食 作

物。夏商两代农业均以粟为主，以后的

朝代粟也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唐诗云：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国成语中

也多次出现“粟”，如沧海一粟、不辨菽

粟、一丝半粟等。可见，“粟”在我国古

代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史

前文明中，“粟”最早发现于红山文化之

兴隆洼文化时期。2002 年，在内蒙古赤

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中，发

现了 1500 多粒古代植物黍和粟种子的

碳化颗粒。其中粟颗粒经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用碳 14 等手段鉴定后，认

为是人工培育形态最早的谷物，距今已

有 8000 年。如果这项测定结论准确无

误的话，说明八千年兴隆洼文化时期，

农业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人类生

活在采集、渔猎基础上，生产生活方式

已经走向多元化。

村、城、粟三种历史符号，代表的是

物质层面人类生存下来所需要的基本

形态。有了村落、有了防御的功能、有

了农业生产，红山文化先民基本上能过

上相对稳定的安居乐业的生活。

（二）石、陶、玉
石器、陶器、玉器从最初的本质上，

都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用品。人类在求

生存的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石器

是最便捷可用的工具。在红山文化发

展的早期、中期阶段，石器都是人类不

可 或 缺 的 用 具 。 直 至 青 铜 器 、铁 器 出

现，石器才大部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 20 世纪，农业生产仍在使用石器，仍

在用石磨盘磨面、磨豆子，仍在用石磙

子种地。20 世纪中晚期，开始用现代化

的工具磨制面粉、豆子，但石磙子种地

在农村仍然可见。广义红山文化时期

石器从打制石器发展到磨制石器、细石

器，石器多种多样，充分利用，表现了人

类的智慧。人类利用石器，不仅仅重视

它的功用，更重视它的美学效果。红山

文化时期，石器通体打磨，既方便使用，

更具有美的效果。小河沿文化时期骨

柄石刃刀，采用白、黄、紫等彩色构成，

是典型的艺术品。

陶器是人类社会利用自然制造出

的第一件物品，是一项重大的发明。红

山文化先民利用生长环境中的泥土，烧

制出各种陶器，用于生活器具。陶器的

生产经历了由低级的夹砂粗陶向泥质

陶、彩陶的转化。陶器的纹饰起初可能

只是放在编织席上陶胎的印记，后发展

到有意识地设计“之”字纹、鳞纹、水波

纹、花卉纹、旋纹和方格菱形纹等。到

红山文化晚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陶器的质量越来越高，彩陶纹饰更加美

观，纹饰更加讲究布局、重视笔法、强调

对比等手法。陶器已经不仅仅是生活

用器，更是一件件工艺品。

玉 ，在 古 代 常 常 用 作 配 饰 ，是 缘

于 它 的 外 表 美 ，更 是 因 为 它 内 在 的 品

质 —— 玉 之 德 。 玉是内在美与外在美

的完美结合，是美好的代名词。以亭亭

玉立形容女子的美丽可爱，以玉树临风

比喻男子的潇洒帅气，以冰清玉洁形容

人的品德高贵。儒家学派认为玉有仁、

义、礼等多种美好品德。古人认为玉与

美人、君子相匹配，人们也以玉的品质来

要求自己、规范自己。古人学习玉的温

婉、大气，玉的平和安静，故有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之说。

周 朝 非 常 重

视礼制，玉是尊贵

的象征，常常用作

礼 器 。 六 瑞 礼 器

有 玉 璧 、玉 琮 、玉

圭、玉璋、玉琥、玉璜，分别代表天、地、

东、南、西、北。《周礼·春官·大宗伯》中

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

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

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

北方。对于当时的王权，也以玉器代表

上下尊卑，《周礼·春官》载：周制王执镇

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

执谷璧，男执蒲璧。

在史前文明的广义红山文化时期，

玉器从石器的利用中被发现，经历了兴

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时期。红山文化先民发现了玉的美及

玉的品质，认为玉具有灵性，能通神，在

祭祀活动及墓葬中常常使用玉器。从

周礼及后代人们对玉的重视程度 ，可以

推测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重要价值。

（二十三）

博大精深：红山文化之内涵（上）
○王升

赤峰阿鲁科尔沁籍歌手徐伟达，从一

个爱好唱歌的农村小伙儿，一路唱到了综

艺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全国总决赛。从业

余到专业，从学生到白领，从乡村到城市写

字楼，一路走来，这位赤峰小伙儿成为歌手

的圆梦之旅很励志。

爷爷是启蒙老师
徐伟达的老家远在阿鲁科尔沁旗新民

乡，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普通农民，甚至往

上数几代也没有“出奇”的人物。

徐伟达的爷爷徐荣是一位抗美援朝老

兵，他从小是听着爷爷唱的歌长大的。没

事的时候，爷孙俩就一起唱，有的歌现在叫

“红色经典”，但有的歌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歌名。长大后，徐伟达才慢慢懂了，爷爷唱

的那些不知名的歌是战士们在战场上随机

编的。

上世纪 90 年代的偏远农村物资匮乏，

徐 伟 达 家 里 非 常 困 难 ，没 有 任 何 音 响 设

备。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徐伟达

赶紧跑过去看电视，当看到屏幕里有歌手

唱 歌 时 ，小 小 年 纪 的 他 就 有 了 音 乐 的 梦

想。

打零工考音乐学院
徐伟达 7岁的时候就给父母做饭，到 10

来 岁 的 时 候 ，几 乎 大 部 分 的 农 活 都 会 做

了。在徐伟达父母看来，读书才是正道。

徐伟达也很有志气，高中时考上了当地最

好的天山一中。高二的一天，学校综合楼

里传来唱歌的声音，徐伟达好奇极了，循着

歌声找到这间教室，在门外，他听到有老师

弹钢琴教唱歌。

“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敲门就进去

了。我说我也想学唱歌，老师说，过来听听

你的声音。我当时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老 师 感 觉 我 音 色 还 不 错 ，就 让 我 跟 着 学

了。”徐伟达说，在跟着陈松华老师学习的

那段时间，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歌

词，不到一学期就学会了 100 多首歌曲，还

学会了曲谱知识。高考时，徐伟达报考了

赤峰学院音乐学院，并被顺利录取了。

应聘企业唱歌受欢迎
大学四年，徐伟达师从李津生教授主

修声乐，更加系统地学习了音乐专业理论

知识，并开始在大小舞台上磨炼，但凡有演

出都积极参加。在校期间，徐伟达不仅钻

研专业基础知识、练习基本技能，而且还借

鉴了不同的演唱方法，先后在校内外各项

活动中获得了很多荣誉，成为了赤峰学院

音乐学院的“十佳歌手”。

毕业后，他被介绍到一家大型教育机

构，在那里做了 7 年高管。徐伟达性格开

朗、乐于助人，工作中处处展现着农家孩子

的优良品质，业绩很好。虽然没有从事音

乐相关工作，但这 7 年中他没有扔下音乐，

单位大小会议他都上台唱歌，许多同事纷

纷向他求教唱歌方法，甚至直接叫他“徐老

师”。

2021 年 7 月，徐伟达的身影出现在浙江

《中国好声音》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熟悉

他的人知道后的那一刻全都惊呆了。

专业歌手回报家乡
“要走就走专业歌手路线。在总决赛

上露脸后，我先后受到重庆、吉林、天津卫

视的邀请，写真、宣传海报都没少拍了。”徐

伟达说。

其实，早在这之前，徐伟达就参加过许

多歌手选拔活动。2014 年赤峰广播电视台

音乐节目《都来迷发烧》年度歌手奖；2017
年《快乐男声》北京赛区前三十强；2021 年

《星光大道》全国海选北京赛区前三十强等

等。这次参加《中国好声音》也是夺得内蒙

古赛区冠军后，代表内蒙古赛区进军全国

总决赛的。

“我的工作和演艺无关，当时接到通知

没打算去呼市决赛，但我的老板支持我、鼓

励我，就这样耽误了 3 个月的工作。”徐伟达

摘得内蒙古赛区桂冠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道。

正是这份不忘初心地坚持，促使他大

胆地参加了这种大型综艺节目的海选。他

孤身一人奋战，没有后援团，也没有策划团

队，台上台下只有他一个人。

他选唱的《洋葱》《新不了情》等歌曲均

为模仿唱，最终以一首《最美的太阳》征服

了评委。他无比感恩地说：“这首歌的塑造

和演绎，源于跟自治区级蒙古族长调传承

人哈斯巴图老师学艺所得，注入了民族唱

法 ，从 而 奠 定 了 这 首 歌 曲 的 成

功。”

2022 年，徐伟达前往中国音

乐学院进修音乐理论，并入围全

国通俗歌手大奖赛总决赛。在北

京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打 磨 和 历 练

后，决心回到家乡赤峰教授更多

普通人学唱歌。

创立工作室帮普通人圆梦
在临潢大街一个坐北朝南的

巷子里，如水的琴声、歌声浸润着

往来的行人。曲径通幽处，一座

临街的四层小楼上就是“伟达音

乐工作室”。工作室里经常有成

年人和小朋友出入，他们都是这

里的学员。曾经与张伟、庞龙等

人同台演出过的徐伟达，如今安

静地坐在琴前推广着他的“徐氏

声乐教学法”。

“来这里学习的最大 50 岁，

最小的 4 周岁。很多成年人希望

平时在生日宴、同学会上表现一

下，学唱那么两三首歌就可以应

对一些场合。小朋友就是教歌唱

方法，科学、系统、专业地学习训

练。”徐伟达说。

六 一 幼 儿 园 的 王 三 雷 小 朋

友 上 了 三 四 次 课 后 ，家 长 反 馈

说，孩子说话声音明显洪亮了，

上 台 也 变 得 勇 敢 了 。 还 有 学 院

附中的郑萧旭，声音条件很好，

徐 伟 达 对 她 的 气 息 和 声 音 位 置 进 行 了 指

导。看到学员们的起色和进步，徐伟达感

到非常欣慰。“徐氏声乐教学法”是他结合

自己多年的实践和舞台经验，研究的一套

针对性强的发声方法，突破传统的模式化，

改掉撑、挤、压喉、下巴僵、舌硬、漏气等问

题，立竿见影。这种快速训练的方法，很受

学员欢迎。

徐伟达说，家乡有无数胸怀音乐梦想

的 孩 子 需 要 歌 声 的 浸 润 ，需 要 艺 术 的 滋

养。所以马不停蹄地上课、备课，源源不断

地输出自己的音乐理论，希望帮助到更多

的人走上舞台，展现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32 岁的徐伟达还对 18
岁以下喜欢音乐、家庭困难的残疾孩子，及

留守儿童免费教学。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回

报社会，并决定终生做这个事。同时，他还

连续 4 年做公益，向儿童福利院捐衣捐物、

为河南水灾捐款等，用点滴善举践行着社

会正能量。

徐伟达痴迷唱歌圆梦舞台
○武朝晖

松州艺览

弘扬六德文化
塑造德善赤峰

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

——〔唐〕孟郊《答姚怤
见寄》

■原典
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

贤哲不苟合，出处亦待时。而我
独迷见，意求异士知。如将舞鹤
管，误向惊凫吹。大雅难具陈，正
声易漂沦。君有丈夫泪，泣人不
泣身。行吟楚山玉，义泪沾衣巾。

■释义
“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

出自孟郊的五言诗《答姚怤见
寄》。表面上描写的是一种自然
天象，本意却是为下两句“贤哲不
苟合，出处亦待时”作铺垫。“日月
不同光”，源自《吕氏春秋·大乐》：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
以尽其行。”意谓日月各有自己应
行的轨迹。

诗人一生多困顿失意，却依
然积极进取，渴望用世。“而我独
迷见，意求异士知”可谓道尽肺
腑。然而现实的境况又让诗人极
为失望愤懑。九、十两句“大雅难
具陈，正声易漂沦”是诗人泣血的
哀吟。接下来两句“君有丈夫泪，
泣人不泣身”又陡然高扬，表达了
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
既是写友人，又是对自己的激励。

孟郊“春风得意”的日子非常
短暂，一生几乎都沉落下僚，穷愁
潦倒。其诗感伤遭遇，多寒苦之
音。孟郊和贾岛向来被人并称，
有“郊寒岛瘦”之说。

花褪残红青杏小，又是人间夏月来。 唐淑君 摄影

徐伟达在弹奏钢琴。 朝晖 摄影

近日，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会特邀评论

家、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犁夫以《新时期中

国闪小说的理论架构与创作实践》为题，在赤峰学院举办

讲座，这是闪小说首次走进内蒙古大中专院校。赤峰学

院文学院 200 多名师生在崇学楼大礼堂聆听了讲座。

犁夫在讲座中，围绕闪小说的定义、文学样式、理论

构建、创作实践等方面，讲述了中国闪小说的发展历程和

特点。犁夫说，一曲短调唱古今，一句台词书胸臆。这就

是对目前活跃在网络、活跃在手机、活跃在报刊的新兴文

体“闪小说”的形象评述。

闪 小 说 2007 年 在 中 国 兴 起 ，迄 今 已 经 十 五 个 年 头。

从 2007 年 1 月全球第一本华语闪小说选集《卧底》出版，

至 2020 年程思良的第三本闪小说评论集《走向世界的闪

小说》付梓，华语闪小说在网络王国里，萌芽、扎根、开花、

结果，芬芳了世界华文文坛，给华语读者圈带来了温馨和

暖意，充满了勃勃生机。

闪小说的正规组织纷纷成立。当前，国内已有二十多

个各级各类闪小说组织。2016 年 9 月 16 日，国家一级学会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民政部注册）召

开常务理事会，通过了成立闪小说专业委员会的决议。从

此，中国闪小说界有了引领、推进全国闪小说发展的正规组

织——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

闪小说作者队伍数以万计，老中青兼有，遍布全国各

地、各行各业。报刊、网站、移动终端和新媒体，成了闪小说

的最佳阵地，这种时代特色的“微阅读”，成为一种时尚，为

受众提供着精神食粮。

近年来，赤峰闪小说异军突起，被业内人士称为“赤峰

闪小说现象”，程思良会长也评价赤峰是北方闪小说重镇。

可以说，闪小说兴起于网络，发展于网络，依存于传

播，腾飞于受众。众多知名网站的闪小说版块或专栏，成

了闪小说作品刊发和阅读的舞台，无数闪小说爱好者在

这里交流研讨，好多 QQ 群与微信群都成了闪小说的部

落，闪小说微信平台和闪小说报刊，更成了作家作者沟通

展示、修正提高发展的“策源地”和“摇篮”，好多作家作者

在这里成名成长。目前，中国闪小说群落已经基本形成

了全国“一盘棋”、活动在地域的互动局面，“川味”“高原

味”“咸腥味”各种风格特色的闪小说群落，正在逐渐形成

气候，闪小说的南北“菜肴”正在独领风骚，西北风东南风

劲吹“闪坛”，一股清新的源头活水，正在潺湲流淌，漫过

岁月，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迟占勇）

闪小说首次走进
内蒙古大中专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