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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荆州”百期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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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荆 州 日 报·
文化荆州》专刊迎来了它

的第 100 期。
创刊以来，“文化荆州”始

终致力挖掘荆州大地上的深厚文化
底蕴，以文字为桥，连通历史与未来，将荆州的城市

故事、人文风情，乃至每一块砖瓦所承载的记忆，娓娓道来。
从“荆州风物”到“楚史春秋”，从“古城背影”到“三国故事”，从

“文物传奇”到“红色印迹”，每一个栏目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深
情告白，每一篇文章都是对荆州文化的虔诚礼赞。

百期之际，多位荆州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挥笔运思，描绘
“文化荆州”的未来蓝图。文章视角多元，不仅是对过去的回
顾，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深思。他们有的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
如何更好地传播荆州文化的策略；有的着眼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的融合，探讨如何让古老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
力；有的聚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强调在发展中不忘传承
的重要性。

通过这次深度对话与智慧碰撞，“文化荆州”将会迎来更
加丰富多彩的明天。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不断探索创新，让
每一期内容都成为打开荆州文化的窗口、连接读者的桥梁，让
更多人深切感受到荆州的独特魅力。

衷心感谢每一位作者的热情和奉献、每一位读者的支持
与陪伴，是你们的智慧和思想、热情与反馈，让“文化荆州”关
山飞度、沧海凌波。

古诗有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然而，百转千回之
后，我们怀揣的不仅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与坚定信念。

“文化荆州”，不仅是一份专刊，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我
们的目标是：让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如同心香一瓣，
绽放在每一个荆州人的心间。

未来，期待得到更多读者的支持与鼓励，用智慧点亮文化
星空，用情感滋养文化土壤，共同见证荆州文化之树根深叶
茂、硕果累累的美好明天。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生在庐山，竟然不知道庐山真面目。其实，这并不让人惊

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最为熟悉的
事物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当“文化荆州”即将出刊100期之时，
不禁令人想起了宋代诗人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词名句。

的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源于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命题告诉我们，“只有认识自己，才
能改变自己”，但认识自己，往往才是最困难的。对于每一个普
通的荆州人来说，纪南城的遗韵、章华寺的钟声、古城墙上的晨
曦，都是荆州最常见的风景，但“文化荆州”用一篇篇文章、图
片，深入浅出地探究着一砖一瓦中隐藏的历史密码和文化意
义，恰如其分的承担了文化启蒙和文化普及的重任，带给我们
一种精神享受和文化启迪，犹如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有些清
香、有些醒脑。

近些年来，文化寻根的兴起、传统文化的感怀以及对地域
文化、乡土文化的深度挖掘，都已渐成社会热点。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
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
件”。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中华民族正是
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
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荆州，作为国
家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域文化的厚重毋需多言。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荆州”应运而生。

文化需要整合，需要聚合。要让人读懂荆州文化，编者首
先要吃透荆州文化。报纸的张力，体现在文化的张力上。从

“文化荆州”推出的近百期内容来看，其探索无疑是成功的。“荆
楚渊源”“荆史趣谈”“人文荆州”和“风物寻踪”等栏目，显示出
编者很强的策划意识。四年多来，自己与“文化荆州”已融为一
体。记得 2020年春节前夕，《荆州日报》副刊编辑约我为即将
隆重推出的“文化荆州”专版写文章。当时，我正在组织荆州古
城城门春联的征集与评审，便以“春联”为题，写了篇《联花艳艳
耀古城》，并组织了以春联为主题的诗词，挑选了几幅对联，凑
了整整一个版面，算是为“文化荆州”开了头一炮。此后，不但
多次与编辑一起组稿，组织和撰写一些文物背后的故事，自己
还先后开设了“荆州文物之最”“读楚笔记”“二十四节气与荆州
习俗”“传统节日里的荆州”等专栏。伴随着“文化荆州”的成
长，我们这些作者们，也焕发了青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希望主办方能够认真
梳理和总结“文化荆州”出刊100期的得与失，进一步增强策划意

识，加强计划性与系统性，建立起编者、作者与读者的良性互动机
制，探索以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加持的传播方式，努力
将“文化荆州”办成荆州文化百科全书、文化名片和文旅指南。

焦聚热点文化。我觉得，“文化荆州”在焦聚文化热点中最
值得称道的是“文化经典与城市共鸣”系列谈。2024，荆州最具
冲击力的文化活动，莫过于“2023—2024 中国电影大数据 M
榜”圣典。编者紧紧抓住这个在荆州影响深远的文化活动，组
织了一系列文章，从“文旅内卷，文旅赋能”为突破口，就国内顶
级电影文化盛会对荆州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进行分析，从促
进经济发展、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管理水平等视角进行了深入
探讨。无疑，“文化荆州”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深耕历史文化。荆州的历史文化,不可谓不丰富。这片热
土上，市县博物馆里收藏的 20万件出土文物，以及被列为“国
保”“省保”“市保”“县保”的历史文化遗存，乃至写满沧桑的每
一片瓦砾，历史名人走过的每一处脚印，都需要我们去发现、去
研究。我们关注的对象，并非静止的东西，而是充满生命力的
活的历史、活的文化。“文化荆州”可以在“活”上下功夫，努力将
鲜活的历史动态地展现出来。

弘扬红色文化。荆州是一块红色沃土，是中国革命三大苏
区之一的湘鄂西苏区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军团的
诞生地，先后有数万优秀儿女投身革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对于读者来说，提供一
个话题和多重角度，可以达到最佳阅读感觉，也是最能使报纸
厚重、使思考深刻、使策划成功的要旨所在。“长征永远在路
上！”弘扬荆州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应是“文化荆州”的重点之
一。如，“石首焦山河会议”，对起义军进军洪湖，建立湘鄂西苏
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深入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展现荆州不一样的红色文化。

展示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旅的灵魂。民俗，是
依附人民生活、习惯、情感、信仰而产生的文化。现代社会，在
民俗文化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荆州是江
汉平原民俗文化汇集地，现有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有 11
项、省级 34项、市级 63项，以及数以百计的县市级项目。民俗
文化的研究与展示，可以很好地助推荆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是文化这个“万金油”最接地气的支点。

总之，人们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媒体认识前人走过的足
迹，也让我们常常能够歇下脚来回望难忘的历史记忆，希望“文
化荆州”既能是定格历史瞬间的照相机，更能成为聚焦文化的
放大镜，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今天，《荆州日报》“文化荆州”专刊第
100 期惊艳亮相，可喜可贺。作为专刊的
忠实读者，本人“以办出文化荆州特色，展
现荆州文化底色”为主题，谈几点感想和
期许。

其一，不断擦拭楚文化的本色。

众所周知，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距
离荆州城约 5公里的楚纪南故城，是战国
时期楚国的都城遗址，称为郢都。自楚文
王元年（公元前 689 年）开始，至楚顷襄王二
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纪南城被秦将白起
攻陷废止，先后有 21代楚王定都于此，历
时 411年，期间楚国跻身“春秋五霸”和“战
国七雄”之列。

产生和发展于荆州的独具特色的楚文
化，屹立于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
美术乐舞、老庄哲学、屈骚文学等六大支柱
之上，囊括了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
蓄、崇武卫疆、重诺贵和等五种精神，与当
时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辉映，也与同期
的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遐迩闻名。

知荆州首先必须知楚史。一直以来，
传承楚文化的精髓，都是文化荆州安排的
重点，这也就赋予了文化荆州的存在价值
和重大意义。今后，要依据《史记》等古代
文献，参考“清华简”等出土文献，借鉴当代
文献，进一步宣传和介绍伟大爱国诗人屈
原、杰出政治家孙叔敖等楚国优秀历史人
物的动人事迹，让筚路蓝缕等宝贵精神成
为荆州干部群众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其二，继续闪烁三国文化的亮色。

荆州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荟萃地。三国
时期，因为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地理位置十
分关键，是连接中原和江南的交通枢纽，所
以成为魏、蜀、吴争夺的焦点。荆州在三国
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著名的三国
历史事件和三国历史人物都与荆州有关。
例如，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向孙权“借荆州”
作为立足之地，开始他在荆州的经营和扩
张。关羽驻守荆州，最终“大意失荆州”，都
是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精品。

三国文化的载体十分丰富，包括历史
文献、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民间传说等。
荆州留下了许多与三国历史相关的文化遗
产和景点，如荆州古城墙、关公庙、张飞庙
等，不仅吸引了众多历史爱好者和游客前
来参观，也成为了荆州独特的文化名片。

讲好荆州故事必须重点讲好三国故
事。文化荆州开办以来，关于三国文化的
内容颇受读者喜爱，值得点赞。建议文化
荆州编者和作者，坚持史实介绍和故事
演义相结合的原则，把关羽、张飞等历史
人物在荆州的传说和遗迹，写好写活写生
动，写准写精写出彩，从而收到更好的宣
传效果。

其三，着力提升地域文化的成色。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约 5万——1
万年前，人类已在此生活、栖息和劳作。
新石器时代，先民三苗在此发展出大溪文
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显示出丰
富的史前文化遗存。

荆州曾经是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比如唐代荆州，经济和
文化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知名诗人
皆游历于此，写下佳篇；岑参、戎昱、刘孝孙
等荆州籍诗人闻名九州，留下佳作。有明
一代，荆州进士辈出，文化昌盛，万历首辅
张居正、石首三阁老两尚书一太史等名臣
显赫，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享誉文坛，三
袁文化源远流长。

荆州民俗文化和地方艺术多姿多彩。
南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记录
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具有重要的
历史和文化价值。荆州还拥有楚剧、荆州
刺绣、荆州鼓乐、荆州地花鼓、雕花剪纸等
多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
术，体现了荆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
好事物的追求。

荆州还是红色文化富集地和长江文化
展示地。比如红军长征途中的历史事件和
革命遗址等，孕育了荆州丰富的红色文化；
长江的浩渺与荆州历史文化相互交融，形
成了荆州独特的长江文化景观。

上述这些地域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
荆州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魅力。如果说
热爱荆州，就必须热爱多元文化的荆州。
笔者认为，荆州地域文化的成色有待提
升。这也就为文化荆州专刊赋予了将楚文
化、三国文化、地域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使
命，在版面安排、题材选择、体裁考量等方
面，要做好统筹协调，发挥更好效益。

最后，笔者以一首小诗，祝贺《荆州日
报·文化荆州》栏目出刊百期：

文化荆州百卉开，桑田沧海久情徊。
楚时风骨映千古，三国烽烟照九垓。
屈子骚魂犹未散，关公义气永相陪。
赓承底色尽天职，特点篇章赞党媒。

认识自己 挑战自己 超越自己
——写给“文化荆州”出刊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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