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葫芦，谐音“福禄”，是中
华民族古老的吉祥物之一，也是
人类古老的原器。世界上很多国
家和民族都有种植葫芦和使用葫
芦的历史，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不
同的领域。葫芦不仅能食用，而
且还能当作容器，正所谓“一瓢
藏造化，天地一壶中。”“小小葫
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
内。无口如何怪。藏得乾坤，此
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
胜挂金鱼袋。”宋人张继先在

《点绛唇·小小葫芦》 这首词
里，生动地讲述了葫芦的外形特
点和用途。

在唐宋时期，金鱼袋是三品
及以上官员佩戴的证明身份之
物。在张继先看来，用葫芦做成
的饰品比金鱼袋还要贵重，足见
彼时葫芦做成的文玩已经成为了
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里总结葫芦为：“既
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为瓮
盎，小者可为瓢樽，为舟可以浮
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
豕 ， 犀 瓣 可 以 浇 烛 ， 其 利 博
矣。”可见葫芦在中国除了食
用、入药，制作浮具、农具外，
还能制作乐器、酒器等，真是用
途广泛。

葫芦工坊创始人徐浩然长
期潜心研究葫芦文化和葫芦技
艺 ， 他 认 为 与 欧 美 等 国 家 相
比 ， 中 国 的 葫 芦 产 业 刚 刚 起
步，无论是葫芦种植培育的改
善，还是葫芦制作工艺环节、
葫芦的医药化妆品系列产品的
开发，我们都需要戒骄戒躁、
奋起直追。葫芦产业也需要注
重人才的培养和可持续发展，
借鉴别人的经验和产业运作模
式，走出符合我们国情的发展
之路。徐浩然最新出版的 《图
说葫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23 年 2 月） 以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葫芦为切入点，深度挖
掘葫芦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
精选百余件葫芦工艺作品，细
说葫芦艺术的历史变迁，全面
展示葫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表
现。

本书图文并茂，包括葫芦文
化篇、葫芦植物篇、葫芦食用
篇、葫芦日常器用篇、葫芦工艺
篇等八章以及附录。以葫芦工艺
篇为例，作者认为葫芦制品主要
分为葫芦艺术品和葫芦工艺品两
大类。从制作工艺上，可以分为
彩绘葫芦、漆艺葫芦、雕刻葫
芦、针刻微雕葫芦、烙画葫芦、
堆彩浮雕葫芦、系扣挽结葫芦、
范制葫芦、勒压葫芦等。葫芦实
用器具则有葫芦茶具、葫芦乐
器、葫芦酒具、葫芦玩具等近百
种。葫芦工艺代代相传，经久不
衰。由于中国近代战乱和自然灾
害频繁、生产工具升级换代、手
艺人老去等诸多原因，很多老手
艺都失传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
遗憾和惋惜的事情。

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葫芦工
艺即彩绘葫芦。彩绘葫芦以彩绘
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是用毛笔
蘸水、墨、彩作画于葫芦上。在
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古人
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
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
方面的认知。彩绘葫芦辅以烙
烫、雕刻和漆艺，使葫芦色彩亮
丽而富有层次感。作为中国传统
国画艺术的补充，彩绘葫芦可以
作为房间摆件，摆放于客厅、书
房或者办公桌，因此彩绘葫芦工
艺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实这也充分证明，文创产品只
要坚持继承与创新，同时始终保
持与百姓生活的联系，那么就能
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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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里的吉祥与美好
□彭忠富

《河湟笔记》 的创作是深入湟水
谷地的历史尘烟，选取闪耀着文明曙
光的柳湾遗址，沉淀着历史印记的破
羌古城，见证了民族融合发展的南凉
古国，以及隐现在岁月深处文化密码
的瞿昙古寺，以对青海历史和河湟文
化的追溯、思索中，在历史和文学之
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尘封的史料和
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古遗址、古建筑
中挖掘其蕴含的深厚内涵，在历史与
现实的沟通交融中，从一个侧面来解
读河湟谷地的岁月变迁和河湟文化的
深厚灿烂。

对河湟文化的书写是从 2018 年
写明朝建筑的瞿昙寺开始的，完稿后
经过反复斟酌，这篇长达 5万字的文
章题目最终确定为《瞿昙 隐现在岁
月深处的文化密码》。因为在写作的
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一座古建筑所承
载的深厚的文化沉淀。瞿昙寺是明太
祖朱元璋赐写的寺名，后来逐渐演变
为当地的地名。一座寺院的名字演变
为一处地名，它只是一个名称，但当
你不断深入，知晓了它的来路，你就
会发现它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性，记载
着鲜活的时代生活内容，隐含着一个
地方的历史变迁。当你了解了一处地
名的来历，你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
个简单的名词，它拥有更为丰富的内
涵，藏匿着自然、历史、传说……一
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变得具体而生
动，丰富而深刻，使我们在穿越时光
漫漫长廊时，进入彼时的天空和大
地，仿佛一座古建筑有了鲜活的生命
气息，总有一些地方与处于某个生命
时段的你，产生一种共鸣。时间和空
间的结合，孕育出了某一类文化的气
质，精神的风度。这种感觉非常美
好，就像进入了一段愉悦的旅程。继
瞿昙之后，又陆续创作了《柳湾 闪
耀在湟水岸畔的文明曙光》《破羌
沉淀在湟水河谷的历史印记》《南凉
湮灭在历史尘烟中的王者之城》，

这四篇文章共计 12 万字结集出版为
《河湟笔记》。闲暇静读，觉得有的
写出了自己想要的感觉，有的没有达
到自己想要的标准，一切都在尝试之
中。但这个创作的方向，却一下子把
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广阔的境地，就
像突然发现了一个富矿区，可以不断
的挖掘下去。接着，又陆续创作了

《喇家遗址 被灾变掩埋的城邦古
国》《宗日 闪现在西部边地的文明
之光》《青海边墙 世界屋脊上的明
长城》《塔尔寺 一朵莲花上的艺术
宝库》等。今年初，由青海人民出版
社 出 版 了 《青 海 国 宝》（古 遗 址
类）。目前列了一个创作计划，以我
省珍贵的文物资源为切入点，对自己

感兴趣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岩画石刻等一个一个去写，在对我省
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的解读中，试图从
一个侧面阐释河湟文化的丰富内涵。
对于这一主题的书写，将是一个长期
的系统工程，而当下创作的每一篇文
章就像一个个珠子，最后看能否串成
一个独具特色的链子。或者说，目前
创作的这一篇篇文章，就像是一块块
砖头，最后看能否建成一所自己满意
的房子。

格局和视野绝对是影响一本书品
质的关键因素，《河湟笔记》 的创
作，就是将河湟文化放置于一个更大
的空间维度去思考书写。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
认为，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
之线，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
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
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
线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
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
地之线。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
分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
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
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
犯。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
地之线，也就成了黄河、长江、长
城。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
代表，而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
文明的“隔墙对话”。余秋雨通过多
年的实地文化考察后提出，冲突是另
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
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

受此观点启发，我们再来审视河
湟地区的地理位置，会有一些新的认
识，前面提到河湟谷地是河湟地区的
核心地带，不过河湟谷地在结构上并
非一大片冲积平原，而是由湟水水系
诸河谷以及龙羊峡以东的一段长约
200 公里的黄河河谷所组成的。河湟
谷地其实是两条相对独立的农业带，
成就河湟谷地优势的首先就是它的农
业条件。以海拔来说，河湟谷地属于
整个青藏高原的最低点。从朝向来
看，两条河谷整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
延伸，并呈逐渐走低的地势，这种朝
向能够使之直面东南风。在两侧山体
的作用下，那些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
流在穿透峡谷之时，会更容易抬升形
成地形雨。此外，相对较低的海拔以
及东南季风的深入还使得河湟谷地的
气候不至于太过寒冷，无霜期基本处
于 120 天到 200 天的区间，足以保证
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

我国著名的地缘学者温俊轩对湟
水谷地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说，
这块适合发展农业生产的区域，与关
中平原这样大块冲积平原相比是很不
起眼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湟水
河谷并非生成在那些并不缺少农业用
地的地理区域，而属于青藏高原。湟
水河谷的面积仅占全省的3.6%，但却

聚集了全省 60%的耕地和近 70%的人
口。可以说，湟水河谷在青海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基于湟水谷地之于青
海高原适宜居住和农业发展的优势以
及直面黄土高原的位置优势，它不可
避免地成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势力
博弈的焦点版块。对于中原王朝来
说，得到湟水谷地虽然还不足以帮助
其控制整个青藏高原，但最起码可以
阻止青藏高原的势力威胁黄土高原。
如果游牧民族控制了这块直接对接陇
右高原的优越位置，就获得了威胁黄
土高原的能力。

随着中央王朝对湟水流域管控力
的加强，整个河湟地区东接关陇，西
通青海，为河西之右臂、洮岷之门户
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河湟地
区的区位交通优势也进一步显现，顺
着湟水一路上溯就是青海湖，穿越青
海湖盆地再往西，则是位列中国四大
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从柴达木盆
地穿出，便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东端。
这意味着，如果从陇右高原打通一条
通往西域的通道，可以选择经湟水河
谷、青海湖盆地及柴达木盆地北沿，
穿越青海高原的线路。整个线路再向
东延伸的话，则可在渡过黄河后经洮
河河谷进入渭水河谷，然后再由陇关
翻越陇山，顺千水进入关中平原。

上述路线连起来便是丝绸之路南
道在西域以东的走向，其中翻越青藏
高原的部分被称为青海道。青海道在
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只有在河西道因
各种原因中断后，才会成为沟通中原
王朝与中亚地区的主线，而实际上，
在 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
近 30%的时间里，河西道是中断的，
因此，青海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主线
之一。西汉之后的历代王朝都先后进
行湟水河谷的农业开垦与开发，使这
片土地成为中国农业版图上一块不可
或缺的要地。河谷地带的农耕经济和
农产品供应，使它们因此受到中央王
朝的关注，发展成为交通线上的重要
节点。

河湟地区东入长安、南至吐蕃、
西达西域、北靠河西，它的地理位
置，决定了它不平凡的历史 ，成为
贯通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必经之
地，从而成为文化、政治的融合点、
交流点。河湟地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
独特样态，呈现出一种边际文化的倾
向。

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
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黑河—腾冲线——在人口地理学与人
文地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条人口
分界线与气象上的降水线、地貌区域
的分界线、文化的分界线均存在一定
程度的重合。而河湟地区就处在黑河
—腾冲西岸中心地带的西侧，是农业
区向牧区的过渡地带，从河湟区域环
境分析看，河湟地区处于一个非常

重要的位置，它的北面是内蒙古草
原，南面有阿尼玛卿山，西面是茫
茫戈壁，只有东面与中原相连，成
为汲取中原文明的窗口。在这种地
理条件和生态环境下，河湟地区的
早期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特点。同时，河湟地区
又处在中原通往中亚、经西藏到印
度 的 通 道 上 ， 伴 随 着 战 争 和 贸 易
等，来自中原、中亚、南亚等地的
各种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重要通道
的 河 湟 地 区 ， 中 原 文 明 、 印 度 文
明、阿拉伯文明等多种文明在此处
的延伸与碰撞，河湟地区在中国西
部枢纽一样的重要位置造就了黄河
上游独具特色的河湟文化，成为中
国西部人文景观中最灿烂的地区之
一。

河湟地区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
多民族汇聚分布的地区，同时也是多
种文化传播的交汇地带。正如童恩正
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数千年来中国
从东北到西南始终存在着一个边地半
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传播带由大兴
安岭沿长城沿线至河套一带，再由河
湟地区转而南下，然后沿青藏高原的
东 缘 ， 直 达 滇 西 北 与 西 藏 山 南 地
区”。河湟地区是联系祖国内地与西
藏高原的唐蕃古道的核心地带，河湟
走廊呈现丁字形，是中外交通、民族
混杂的地区，这里作为多种文化的中
转、过渡地带，成为中、西民族文化
交汇、融合的“熔炉”，使这一地区
文化显示出典型的互融性的特征。因
此，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讲，河湟地
区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意义。

所以，我们对河湟文化的研究应
该把它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空间维度去
考量，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重新认
识河湟文化的定位和价值。也正是基
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开始了《河湟笔
记》和《青海国宝》系列丛书的创作
探索。

《河湟笔记》创作谈
□周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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