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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新郑喜爱书法的赵中祥，名
气虽然比不上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
祥，但他的作品和刻苦钻研书法绘画
的劲头儿却在新郑家喻户晓。昨日，
当记者见到赵中祥时，他正在自己摆
满字画作品的书房里凝神运笔，挥毫
泼墨，一会儿工夫，一幅得意之作就

“诞生”了。
提起赵中祥这个名字，很多新郑

人都耳熟能详。他从小酷爱书法，年
轻时上完班回到家后，就钻进屋子练
习书法：“字可是人的‘脸面’啊。只要
不忙，就写字，刚开始看着自己写的字
可不顺眼了。”别人的字为什么那么
好，自己就不能练就一手好字？赵中
祥不信这个理，为了提升自己的“脸
面”，他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苦练”。功
夫不负有心人，当书房的墙角里堆满
一沓子厚厚的宣纸后，他的书法也有
了成效。退休后，赵中祥把全部心思

都扑到书法上了，书法在他心中的地
位也提高了，由爱好上升为终生的事
业。自打 1986 年当选为新郑市书协
主席，他更闲不住了。可以说，他一
天除了吃饭、睡觉和“写字”外，就是
和会员们讨论、学习书法。在他的带
领下，该协会多次参加书画类大赛、
展览，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还曾经邀
请全国书协主席张海亲自传授书法
理论知识，与“内行人”切磋书法技
巧，进一步促进交流。

如今，已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的他，为让众人了解人文始祖黄帝
的神采与丰功，多次将自己的书法
作品带到海外，且赠送给世界各国
友人。他参加了台湾第 21 届世界恳
亲大会，并将自己的 20 多幅关于黄
帝文化的作品都赠送给友人。另
外，在加拿大第四届华商大会上，他
将自己的满意之作赠送给世界各国

著名华商。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在
传播书法艺术，同时也是在向人们
讲述黄帝文化。”正是这种纯朴的艺
术情感，使他致力于黄帝文化的传
播。2009~2010 年，赵中祥担任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黄帝故
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新郑市炎黄
书画院院长期间，在他的精心策划
筹备下，作为戌子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第
一届全国炎黄书画展顺利举办，此
次活动共收到了张海、李刚田、范
曾、李峰、陈国桢、冯志福等来自全
国 26 个省市的 350 名书画家创作的
350 余件作品。这些作品，构思新颖
巧妙、用笔酣畅淋漓，使参观者陶醉
其中，充分感受到了炎黄文化的无
穷魅力，也为书画界人士交流书画
艺术、进一步传播和弘扬黄帝文化
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李诫在建筑方面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
他曾负责主持过大量新建或重修的工程，五
王邸、辟雍、尚书省、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
景龙门、九成殿、太庙、开封府廨、钦慈太后佛
寺等十一项工程都经他手。

在绍圣四年（公元 1097 年）末，李诫奉旨
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
成书，并于崇宁二年（1103 年）受诏颁行于
世。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说：“李诫编写

《营造法式》，是在他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参阅古代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依靠并集
中了工匠的智慧和经验而写成的。”李诫在

《营造法式》一书“总看详”中称：“今编修海行
法式，总释、总例共二卷，制度十五卷，功限十
卷，料例并工作等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
卷，总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内四十九
篇系于经史等群书中检寻考究。其三百八篇
系自来工作相传、经久可用之法，与诸作谙会
工匠，详悉讲究。”即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
实践经验。《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
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
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
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
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料例部分对于各种
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
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
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
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营造法式》是我们
理解唐宋建筑、研究宋代建筑法式制度的一
把钥匙；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
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填补了中
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被认为
是我国流传至今最详尽最全面的一部建筑科
学技术百科全书。

李诫还是一位书画兼长、精通音乐的艺

术家和渊博的学者。他研究地理，著有《续山
海经》十卷；他研究历史人物，著有《续同姓名
录》二卷；他懂马，著有《马经》三卷，而且善于
画马，他画的《五马图》得到绘画艺术造诣颇
深的宋徽宗的赞赏；他研究文字学，著有《古
篆说文》十卷；他精通音乐，著有《琵琶录》三
卷；而且还对博艺游戏有一定研究，著有《六
博经》三卷。可惜他的这些著作都已经失传，
但从保留至今的这些书名来看，他是一个涉
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另外，李诫还“工
籀篆，草隶皆能入品。善画，得古人笔法”。

这些多方面才能对他在建筑设计创造方面起
着深刻影响。

李诫于北宋大观四年（公元 1110 年）病
逝于虢州知州任上，去世时正值壮年，享寿
估计不过四十五至五十岁。李诫爱好广
泛。从《营造法式》的文字、体例以及绘图
中，我们可看出他踏实、勤勉、严谨的作风。
梁思成对李诫在建筑学上的成就及广博的
学识、踏实的作风推崇备至，因此为自己的
儿子取名“从诫”，希望他能成为像李诫那样
的一代大家。

李诫死后归葬梅山脚下（今新郑龙湖镇
于寨村西）的李氏祖茔，2003年值《营造法式》
颁行900周年之际，在李诫墓前修建一座木结
构纪念亭；2006年5月25日，李诫墓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是李诫
逝世 900 周年，在新郑市委、市政府和郑州市
文物局的关心支持下，由新郑市旅游和文物
局负责对墓园进行整修，整修后的墓园包括
墓冢区、碑亭区、祭拜区和甬道等部分。整修
后的李诫墓园将成为千千万万建筑业人凭吊
祖师的纪念载体和精神寄托。

流淌了千年万年的洧水，自登封出发，穿超化，越新
密，过大隗，一路欢歌跳跃，到新郑的裴李岗村附近拐了一
个弯儿，又向东南滚去。河岸崖头下那年代十分久远、周
围黄土被火烧红的窑洞，村西高高低低的冈峦，显得空旷
和寂寥，除了一块刻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裴李岗文
化遗址”字样的青石标牌和偶尔露出地面的土陶片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然而，就在这空旷、寂
寥，甚至有些荒凉的冈峦下面，却埋藏着令考古界为之震
撼的8000年前的繁华！

是啊，如果我们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透过这空旷、
寂寥去认真考察和研究这片黄土地下面丰富而深刻的内
涵，就很难想象 8000 年前的人们是如何将石片、兽骨打磨
成石器、骨器，把黏土烧制成贮粮、装水、盛饭的陶器，又怎
样用这些石器、骨器、陶器捕鱼、狩猎和耕种稼穑，冲破愚
昧、蛮荒和黑暗，迎来原始农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更难
理解远古的稷粟、石器、陶器与今日之卫星、宇宙飞船、杂交
水稻之间的传承关系。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与一位耄耋老人密不
可分。老人姓薛名文灿，是新郑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第一任
所长，从事文物考古事业近半个世纪。他已年过古稀，孱弱
多病，但精神尚好，目光炯炯，虽平时寡言，然对新郑的历史
了如指掌、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文化古迹、历史文物是沉
默不语的精灵，富有活力，充满传奇。

新郑是文物之邦，地上地下文物遍地，馆藏文物5万多
件，居全国县级之首。1995 年县博物馆落成，新郑又添新
景。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间，裴李岗村一带的田野里，时有
石碾盘、石棒和陶钵片等，被当地老百姓用来搓衣、做过河
的垫脚石。

1977年春，裴李岗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挖出石器、陶器、

玉器、骨器。一位叫李铁旦的村民，把这些宝贝送到县上
文物部门。这一重要发现立即引起国家、省地文物部门的
高度重视，即在新郑举办文物考古培训班，边培训边发
掘。一时间，裴李岗村成为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安志敏先生得知消息，非常兴
奋，当即中断会议专门听取汇报，组织对样品进行碳测
鉴定。苏秉琦老先生更是一眼认定此为距今 8000 年前
先人所用的器物。考古学家裴文中、安志敏两位先生
亲赴现场指导，先后四次进驻裴李岗，共发掘面积 2700
多平方米，发现灰坑 22 个，陶窑 1 座，古墓 114 座，得碾
盘、棒、铲、镰、刀、凿、矛、斧、弹丸等磨制石器 127 件，
陶鼎、罐、壶、钵、碗、盘、盆、勺等陶器 268 件和骨针、锥、
镞等骨器、饰品。后在河南 20 多个县相继发掘出沙窝
李、新密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和巩义铁生沟等 50
余处同期文化遗址。因首先在新郑裴李岗发现，故称裴
李岗文化遗址，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新中国文物考古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夏鼐先生总结道：“新石器
时代考古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发现的
早期新石器文化，在黄河流域中游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
裴李岗文化。”安志敏先生则称：“一直作为缺环的早期新
石器遗存，由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发现，开始有所
突破。”认为它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原始农
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和新的考古依据，填补了我
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一段空白，被列为 20 世纪中国百项
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赵锡铭贺艳妍文 王聪 图）

浓墨重彩绘人生
本报记者 万斌李楠楠高凯 文/图

裴李岗之光

省市专家调研
古籍保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通讯员 牛永强）11 月 2 日下
午，新郑市图书馆迎来了一批“客人”：河南省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王爱功，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
任刘中朝及省、郑州市古籍保护专家一行 6 人，来到新
郑市图书馆调研古籍保护工作。

调研组就此次调研的目的、意义以及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就图书馆资源建设、数字
化建设、服务建设及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调研组还到新郑市图书馆古籍书库进行了实地察看，对
馆藏古籍进行初步甄别，并现场进行业务指导。

炎黄读书节启幕
同享阅读之快乐
本报讯（记者 赵丹）11 月 5 日，以“同享阅读快乐·

共建美好新郑”为主题的 2010 新郑第六届“炎黄读书
节”开幕式暨“黄帝故里·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家庭教
育讲座在新郑市图书馆隆重举行。

开幕式向全体市民发出了《全民读书活动倡议
书》。市农委等10个局委向和庄镇付庄村等10个基层
单位捐赠了图书。

开幕式后，有关专家主讲了《信息时代如何做一个
合格的家长》的精彩演讲，与会市民听得非常认真，受
益匪浅。

慰问演出进矿区
文化大戏乐矿工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 通讯员 薛冬）10 月 28

日，新郑市辛店镇赵家寨煤矿的职工们乐得合不拢嘴。
这天，河南省曲剧团舞台艺术慰问演出来到赵家寨煤
矿，为他们送来了盼望已久的文化大戏。

随着开戏鼓声的拉近，舞台幕布的拉开，曲剧团的
演员们为大家带来以颂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为主旨
的传统古装戏《安安送米》，演员们一个个精彩的亮
相、一句句通俗的唱词，引起台下观众们的阵阵喝
彩。观看节目的职工们表示，这次演出不仅给他们
送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还让他们增添了宝贵的知
识财富。

一代建筑学宗师李诫
本报记者 高凯尹春灵 通讯员 王凯文/图

日前，新郑市城
关乡胡庄小学结合该
市第六届“炎黄读书
节”，组织开展了以
“好书伴我行”为主题
的读书活动。图为该
校四一班学生在相互
交流、阅读。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田松岭 摄

走遍新郑

⇧裴李岗时期的石磨盘

⇨裴李岗时期的红陶壶

文化资讯

李诫，字明仲，北宋时期郑州
管城县人，生活于北宋晚期。根
据他在将作任职期间的属吏傅冲

益所作《李公墓志铭》，北宋元丰

八年（1085年），时任河北转运副
使（后为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
夫）的李诫的父亲李南公，为李
诫捐了一个小官，为郊社斋郎，

后任曹州济阴县尉；之后，于元
祐七年（公元 1092年）调往将作

任职，从主簿逐步升迁最终做到
将作监。直到大观二年（公元
1108年），因奔父丧辞职，才离开
了将作。

⇧一代建筑学宗师 李诫

⇦李诫墓

（上接第一版）通过以上措施，实现了基本法
制教育、基本素质教育和基本技能教育的有
效衔接，提升了全社会的综合文化素质、法制
意识和就业能力，提高了城乡群众的整体收
入水平，形成了“学好学业、安置就业、全民创
业、安居乐业”的良性互动局面。

抓队伍建设，让基层既有钱
办事、更有人管事

新郑市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基层、建设基
层，整合各类资源，强化专职综治队伍、信访
稳定、公安防暴、治安巡防、交通协管、民事调
解、“六护员”、技防监控、保安员和责任查究
等十支队伍建设，着力构筑“党政统一领导、
政法综治牵头、部门各司其职、专群防治结
合、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整合组织资源。在市一级，成立新郑市社
会管理创新服务中心，与市委政法委合署办
公，建立领导包案、集中会审、公检法司信访

“五长”联席办公等工作制度;在乡镇，成立社会
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整合综治、稳定、信访、派
出所、司法所、人民武装、民调等部门力量，高
标准建设平安建设中心和综治工作中心，并为
政法信访稳定战线的干部解决实职待遇、乡镇
办综治中心主任兼任纪委书记、信访办主任解
决副科级待遇，形成了一条龙服务、规范化管
理的社会管理工作体系。

整合投入资源。坚持平安建设投入随财
政增收逐年增长，先后投入1200多万元用于
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表彰奖励，投资5000
多万元用于改善政法、综治、信访等部门办公
条件和更新装备。投入8500多万元加强城乡
技防物防设施建设，全市实现旅店服务业50张
床位以上监控管理系统全联网以及重点部门、
要害部位、主要街道路口和繁华地段可视监控
全覆盖，93%以上村庄安装了“平安互助网”报
警系统等实用技防设施。

整合队伍资源。围绕重大群体性突发事
件的应对，投入200万元组建了100人的特警
大队，实行全天候24小时值班备勤，确保关键
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控得住，在郭店镇2·25
事件、辛店镇袁集村企地纠纷等突发事件处
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社会治安秩序的
维护，投入1000多万元，建立100人的市巡防
大队、350人的乡镇专职巡防队、150人的社区
巡防队，通过城区24小时巡逻、重点部位重点
巡防，全市可防性案事件下降40%以上。围绕
基层平安建设的长效管理，按照“公益事业大
家办、公共设施大家管，一岗多职、一员多能”
的思路，投入2500多万元，在充实加强村治保
会的基础上，为每个行政村配备 4~6 名护村
庄、护电力设施、护林木、护道路、护井渠、护土
地的“六护员”，每人每月给予400~600元的岗
位补贴，通过保待遇落实、保作用发挥，促进了
社会管理工作在基层较好落实。

新郑市通过以上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
和谐，维护了大局稳定；促进了民生改善，惠及了
广大群众；促进了经济发展，壮大了综合实力。
今年1至10月份，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06.5亿元，
财政总收入37.3亿元，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3.6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