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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敞着一

扇门，我迷朦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

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

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

望远方出神……”在 2022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韩红演唱

的一曲《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唱到了

人们心里，唱得人热泪盈眶。那么

多人，那么多有趣的灵魂，那么多

温暖的眼神。听着深情的音乐，看

着朴素的歌词，让屏幕前的卢芳

禁不住感怀那么多有诗有画的往

常，感念那么多有情有义的故事，

感 恩 那 么 多 有 名 有 姓 的 力 量 。

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未来还有

那么远的路，卢芳感动的心，如

一帧帧清远深美的封面，如一页

页亲切唯美的诗篇，热烈滚烫，

自带芬芳。

卢芳，如花一样的名字，如

花一样的女子，如花一样的日

子。每天缱绻在诗和画之间，

徜徉在书和茶之间，也逐梦在

屏和纸之间。这样的时光，是守

望，是成长，也是绽放。

没有一粒种子不会发芽，没

有一棵小草不会开花。文学，是

卢芳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每

天坚持必写的日记，有时写在纸

上，有时印在心里，这是她对这粒

种子矢志不渝的陪伴与呵护。从

小学那一刻起，从未间断。从小学

到初中，每一次的作文都被老师评

为范文，在同学之间传阅和诵读，这

让她感到欣慰且幸福。卢芳希望这

份热爱能成为自己毕生的坚守。哪怕

是换一种方式，在别处开花、结果，也好。

有 些 路 可 以 拐 弯 ，但 终 不 会 迷 失 方

向。1997 年，年轻的卢芳从内蒙古工业学

校毕业归来。一本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证

书，似乎要让她与自己的这份热爱分道扬镳。一

年后，在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选择了

赤峰第三印刷厂。她想，那里有浓郁的墨香，有

馥郁的书香，也许还会有花朵的芳香。

没有热爱就无地出发，不够成熟就难以放

下。在光与电的辉映下，在轴与齿的交响中，卢

芳置身其中。排版、设计、校对、调色、裁切、胶

钉……在繁琐和忙碌中，她专注于每个细节，专

心于每件小事。努力热爱，不断成熟，只为那一

页页精彩装订成册，化纸为城。手抚，贴心，幸

福，满足。在如此嘈杂逼仄的空间里，她看到的

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捧食粮。她也不仅仅是勤

奋的生产者，她还是虔诚的阅读者。仅此，她的

人生终将与众不同。

只问耕耘，收获就会不期而至。1998 年，记

得那是一个秋天，一封来自锡林郭勒日报社的信

件飞到卢芳面前。打开一看，那是一份刊有自己

诗作的样报。淳朴、清新的诗歌，倏然从报纸上

跃入眼帘，仿佛是一株植物，开始了新一轮的茁

壮成长。窗外，已是秋意渐浓，而卢芳文学的春

天仿佛才刚刚开始。

热爱无形，却是自己内心的灯塔。2002 年，

卢芳带着自己的热爱与执着，走进赤峰百柳印刷

厂。和其他印刷厂不同，这是一个以印刷文学书

刊为主的工厂。仅此一点，就让她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这里。成熟的心理和娴熟的技术，让她在这

里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地工作。所有的环节当

中，她最乐意做的是排版和校对。一段一排，一

字一校，这是工作，也是欣赏。有时候，她甚至沉

入情节，渐入佳境，无法自拔。也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从一节节文字开始，她结识了享誉赤峰乃

至全国的诗人、作家、书法家、美术家、学者。她

仰止于名家的学识、修养和品行，而他们则看中

了眼前这位才女的专心、热情和上进。年轻的卢

芳，以这样的方式涵养着自己的这一份热爱，并

乐此不疲。

是植物就要成长，是花朵就要绽放。2016年，

卢芳成立了概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是她的又

一次成长与绽放。工作忙了，时间紧了，压力大

了。但是人们发现，眼前的卢芳仍然是那个爱唱

爱跳爱玩的卢芳，仍然是那个坚持每天看书写日

记的卢芳。在细碎的日子里，她总愿意把自己的

心思、感想和寄语写在空间里，写在内心中，写在

纸页上。不与人知，却足以给自己以慰藉和快

乐。在《赤峰日报》青纱副刊、《红山晚报》柳丝丝

副刊、《百柳》等报刊一角，偶有卢芳的诗作刊发，

那是在营营役役的日子里开出的热爱的花朵。

生活的美好，远不止花朵，还应该有甘甜的

硕果。十几年来，她所设计的《百柳》杂志版式和

风格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典范。她的精心、精细

和精致，更是让数以千计的书目成为精品，视为

经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和热烈欢迎。

2017 年，赤峰市委宣传部策划推出的大型展览图

集《风雨兼程七十年》，以其精美的装帧设计和丰

富的图文内容成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的献礼之作；赤峰市委组织部策划出版的《鸿

雁引才计划》，装帧质朴，风格亲切，成为赤峰招

贤引智的亮丽名片；《赤峰市松山区古籍文献汇

编》（全十册）、《清朝内蒙古盟旗印章汇辑》等典

籍装帧古朴，设计考究，格调雅致，有着作者对历

史的深沉敬畏和思想在时光中的负重前行；《璀

璨草原》《赤峰市廉政文化书法绘画作品集》《兴

安盟教育志》《东乌旗年鉴》《村上春树新论》《遇

见、记录、传播》《地名，赤峰的故事》《游赤峰·品

红山》等书目灿若繁花，各具风采。对于每一部

书而言，她是例行工作，也是第一读者，是阅读和

欣赏，也是量身定制嫁衣，以己所欲，施于人，所

以无限热爱，无限精彩。《轻描淡写》荣获第二十

二届北方优秀文艺图书奖一等奖，《草原金枝：元

朝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研究》（全二册）荣获中

国蒙古学 2019年度著作奖，《庆陵：内蒙古辽代帝

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全二册）荣获

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

府奖三等奖……卢芳的心思与智慧，让每一本书

都有了自己的名片，捧在手中，无限惊喜。

所谓完美，不过是多用一些心思而已。卢芳

的完美，是一如既往的热爱与坚守，是舞动阳光

的成长与绽放。持证机电工程师、考取工程建造

师、加入赤峰知联会、成为赤峰市政协委员……

卢芳用奋斗装帧着自己完美的生活，生活也给了

她不一样的精彩。一帧帧精美的书籍封面，就是

她展现给读者的美。一行行唯美的随想文字，就

是生活回应给卢芳的美。她知道，向美而行，就

会遇见最美的风景。这风景，落在心中，是轻灵

的诗章；洒在路上，就是花朵的芬芳。

辽祖州祖陵、辽上京（契丹皇都）南

面有一条河，葛华廷先生撷采诸多材料

研究指出，此河，辽时称潢河，亦称潢

水；今称白音高洛河，俗称沙里河。

有关史料、诗文和墓志铭文对这条

潢水均有所记述，比如《辽史·仪卫志》

载：“太祖仲父述澜以遥辇于越之官占

据潢河沃野，始置城邑。”述澜占据潢河

沃野所置城邑,号“越王城”，据考古调查

可知，越王城即今辽祖州东南 20 里张

店村古城遗址。该城坐落于沙里河北

岸，可知，辽时称今沙里河为潢河。

再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

曾于宋至和二年（1055 年）十二月，持节

前来辽上京祝贺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

事 毕 返 宋 ，出 辽 上 京 城 即 兴 赋 诗 一 首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紫貂裘

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月，笑语同来

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诗文明确告

诉我们，欧阳修出上京向南行，首先看

到的景色是“潢水冰光射日月”。辽上

京城外最近的河只有沙里河。从以上

两条史料看，辽时，沙里河既有潢河之

称谓，又有潢水之名号。另外，2000 年，

辽上京博物馆在林东镇王家沟村盘龙

岗山下清理一座被盗辽墓，出土了《故

守太子太傅西北路招讨使十万兵都统

军萧公（萧兴言）墓志铭》。

志文说，该墓在“西楼”（“西楼”代

指辽上京）潢水北三十里……实测辽上

京与萧墓二者所处方位、距离等与墓志

记载相符，可证今沙里河即辽之潢水。

正是因辽上京濒临潢水，故辽太宗耶律

德光于会同元年（938 年）下诏改皇都为

上京“府曰临潢”。

辽上京所在地巴林左旗，水资源充

沛，河溪纵横，主干流是发源于乌兰坝

群山中的乌力吉沐沦河，辽称狼河。另

有七八条支流融汇其中，构成辽上京地

区丰沛的水系，沙里河（潢水）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支。

潢水，处于西起查干哈达苏木、东

至林东镇地区的一条风沙带上，沙质河

床，在太阳的映照下，河水泛起淡黄色

的光芒，因之，辽时名之曰黄河，为了区

别于其他黄河，而写作潢河或潢水。该

河发源于辽祖州南 25 公里的二道沟，众

多泉水从山间谷地中喷涌而出，汇集成

溪，蜿蜒北上，在乌力吉日一带与自西

北向东南流的德布吐河相汇，潢水得以

壮大，湍湍东北行，经查干哈达苏木、林

东镇地区，至福山地村蜘蛛山处汇入乌

力吉沐沦河。潢水流长虽然只有 50 多

公里，流域面积也只有 645.8 平方公里，

但得益于潢水的滋润，这里气候较为温

润，草木愈显丰茂，故被誉为“潢河沃

野”。

在潢水与德布吐河汇合的地方，形

成了一个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南

面是平川沙野，其北为峰峦簇拥的山地，

辽祖州和辽祖陵就坐落于群山之中。

辽祖州，是契丹皇族的故园，辽太

祖耶律阿保机四代先人所生之地，耶律

阿保机创业立国的舞台。辽祖陵的奉

陵邑，是辽一代二百年间最重要的祭祀

中心。

祖陵地处祖州西五里的山谷中，以

山为陵，凿山为殿，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和 皇 后 述 律 就 葬 在 豪 华 的 地 宫 之 中 。

还有许多皇亲国戚和文臣武将的陪葬

墓分布于陵域各处。祖陵是辽代万众

敬仰的圣地。同时，这里峰峦叠嶂，流

泉响溪，古木参天，凸显契丹本土风光

之雄奇。

潢水绕过辽祖州祖陵，继续向东北

奔 流 过 程 中 ，又 有 祖 州 独 石 山 下 的 溪

流 ，祖 陵 陵 园 内 的 液 泉 和 南 部 哈 巴 气

河、柳树沟河注入，水量大增，在与乌力

吉沐沦河汇流的地方，再次形成了一个

三角地带，这片土地，南面为平原沼泽，

北部为低山丘陵，丘陵东南镶嵌一座雄

浑博大的古城，这便是驰名中外的契丹

皇都——辽上京遗址。

辽上京为辽朝五京之首，是吸纳中

原儒家文化、融汇西域文化、铸造契丹

游牧文明的熔炉；创制契丹大、小字，产

生因俗而制等先进治国方略的温床；是

开创中国北方多民族和谐共处地方政

权的基地。昔日辉煌建筑虽然塌颓不

存，但遗址尚好，被誉为我国保护最好

的古都遗址之一。

为了加强对辽文化的发掘研究展

示，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的联

合 考 古 队 进 驻 巴 林 左 旗 ，先 后 对 辽 祖

州 祖 陵 、辽 上 京 进 行 了 勘 察 和 考 古 发

掘，逐渐剥去千年封尘，显现出契丹辽

文化璀璨光华。在稳步推进考古发掘

的同时，为了将辽上京研究保护提升至

国际层面，加强文旅结合、建设辽文化

国 际 旅 游 胜 地 、推 动 地 方 经 济 文 化 发

展，巴林左旗委、政府不失时机地开始

了申遗和建设辽上京、辽祖州祖陵大遗

址 公 园 的 申 请 工 作 。 2012 年 11 月 17
日，辽上京、辽祖州祖陵荣登“中国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 年 12月，

辽上京、辽祖州、祖陵进入“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立项名单”。此后，经过多年的

艰苦努力，在环境治理、城市建设、社会

服务等方面均取得辉煌成就，如今，辽

祖州祖陵、辽上京国家大遗址公园以其

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游人面前，并已开门

迎客。

悠悠潢水，犹如一条盘曲婉转的彩

带，将辽祖州祖陵、于越王城、辽上京等

契丹顶级文化遗产，辽代石窟——真寂

之寺、辽上京南塔、开悟寺遗址、宏福寺

遗址，众多辽代聚落遗址及七锅山冰臼

群等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串联在一起，

集中地呈现给世人。

又像一位见证千年往事的老人，打

开 记 忆 的 闸 门 ，以 潢 水 跌 宕 涌 动 的 节

奏，向游人述说着昔日契丹往事和大辽

风采。

“帧”心自芬芳

原典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

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
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

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
故经须传也。……由此言之，书
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
得道质。折累二者，熟为玉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
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
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
者，非通览之人也。

释义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

者在草野”出自东汉哲学家王充
的《论衡》。王充一生尽力于反
对宗教神秘主义和目的论，发展
了古代唯物主义。

王充自称“伤伪书俗文多
不实诚，故作《论衡》之书。”他
批判了“天人感应”说与谶纬迷
信，提出“知物由学”“须任耳目
以定情实”。他认为：“知屋漏
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
经误者在诸子。”草野：民间。
意思是：房屋是否漏雨，住在屋
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是否有
过失，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经书
是否有错误，诸子的著述中写
得最明白。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

在草野。

——［东汉］王充《论衡·
书解》

弘扬六德文化
塑造德善赤峰

●金永田

悠悠潢水忆契丹

6月 27日，游客在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
园体验漂流（无人机照片）。

夏日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的湿地与白桦林景色如画，引人
入胜。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额尔古纳夏日风光

●乌凤军

装帧设计的书籍。

查阅资料。

“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人运来了中国商品。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

伸展，到处鲜花盛开。”这是北宋时期维吾尔族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

创作的《福乐智慧》中对于商队穿越丝路到中亚地区进行贸易的描述。

说到丝路带到辽地的文物，最特别的就属玻璃器了。2015 年出土于锡

林郭勒盟多伦县小王力沟辽贵妃墓的墨绿色带把儿莲花纹玻璃杯，口径

8.8厘米，残高 8厘米。杯子造型精美，外形为直口，圆筒状器壁至器底部向

内收。它的把儿为扁圆形环状，其上有蘑菇状凸起，这样的把手便于拿

握。杯子呈深绿色，颜色浓郁，质地为半透明状。在杯子表面还装饰有三

重仰莲纹，为半浮雕状。这件文物是典型的波斯风格玻璃器，属于舶来品。

墨绿色带把儿莲花纹玻璃杯

玻璃盘，赤峰博物馆南馆征集而来，整体呈淡绿色，质地纯净，下有圈

足。上面虽然没有纹饰，但在当时能制作出质地如此纯净的玻璃盘，可见

制作技术的高超。

玻璃盘

包金錾花绞丝黑玻璃管，1988 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扎斯台苏

木，一组三件，为黑色半透明的玻璃管，外表包有镂空扭结绳状金片。这三

件玻璃管制作工艺基本一致，只是长度不同，应为同一时期制作完成。这

一组玻璃管质地纯净、颜色浓郁，为辽时玻璃器中的佳品。

包金錾花绞丝黑玻璃管

玻璃在我国古代也称琉璃、料器。唐时诗人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有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宋洪迈也在《夷坚丁志·瑠璃瓶》中

有“瑠璃为器，岂復容坚物振触？”均点明了玻璃易碎的特性。这些精美的

文物历经丝路的颠簸走到辽地，同时历经千年，展示于世人面前，可谓实属

不易。各位朋友如果您想一睹这些穿越历史而来，带着浓郁丝路风情的异

域文物，不妨来西拉沐沦大街体育场西侧的赤峰博物馆南馆一睹真容。

来源：赤峰文博院

——那些藏在赤峰博物馆南馆里的玻璃器

千年古道话丝路千年古道话丝路

●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