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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关林春节文化庙会正在
举行，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
天，我们对关公精神需要重新认识。洛阳
尤其有必要认真总结洛阳的关公文化遗
产，打造洛阳关公文化的研究高地。

关公精神首在“忠”，即对团队、组织
乃至国家、民族的忠诚。这种忠诚精神，值
得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传承、
发扬和升华。

黎民万年敬忠义
——一论关公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郑贞富

河洛广记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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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办博物馆系列报道

镇馆之宝

在洛阳华源艺术
博物馆里，精美的汉代
釉陶、绚丽的唐三彩、
优雅的青瓷……一件
件艺 术 珍 品 ，让 您 领
略悠久的历史；磅礴
大气的山水画、栩栩
如生的人物画、诗意
盎然的花鸟画……一
幅幅现代画作，也会让
您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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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华源艺术博物馆：

赏汉唐陶瓷精品
品现代画作妙境

本报记者 姜明明 文/图

传古典瑰宝
展现代国粹 ■汉代褐釉盘口铺首衔环加彩

人物陶壶
该陶壶高43.5厘米，口径23厘

米，壶身最宽处直径37厘米，侈口、
束颈、鼓腹、矮筒形平底足，口至腹部
有两道边纹，腹部对称塑造两个硕大
铺首，虎虎生威，造型敦厚古朴。

此壶的特殊之处是，壶身一周
在制作时用彩料勾绘几个姿态各异
的人物，虽经千年仍能清晰看到因
烧制显出的人物画痕迹，由此或可
推断，壶上的人物画为早期的釉上
彩。

■人物画《焦荫小憩》
此画由已故著名女画家周思聪

所作，描绘的是山间女子芭蕉树下
庇荫的场景。在色彩上，芭蕉绿叶与
俊俏伸展的红梅枝交相辉映，更显
出女子恬静的气质。在技法上，周思
聪大胆运用水墨晕染，又吸收油画
及素描的体块结构，加上层层叠加
技法，展现出她独特的风采。

■花鸟画《富贵凝香满园春》
这是一幅将周彦生工笔花鸟画

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作品，无论
是笔法、色调，还是立意，都流露出
作者内心深处的诗情画意。画中的
牡丹茂盛蓊郁，灿烂光华，使人观
之，久久不忘。

洛阳华源艺术博物馆地址：定
鼎立交桥北华源大厦

开馆时间：今年牡丹文化节前
正式开放

公交路线：33路、52路、53路、
61路、65路、76路、81路

馆长王超英介绍，洛阳华源
艺术博物馆一期展览面积为600
余平方米，二期展览面积将扩至
15000 平方米，目前藏品包括
300余件文物和300余幅现代中
国画。

馆藏文物以汉唐时期的陶瓷
器为主。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其艺术陶数量之
多、品类之盛，均超过以往任何朝
代。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陶器涵盖
家居饮食、休闲娱乐、军事战争等
方面，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丰富
的想象力。唐代陶塑艺术的成熟
之作多为唐三彩，馆藏的唐三彩
陶塑形神俱佳、色彩绚丽，展现了
唐朝的盛世景象。

此外，馆藏的中国现代画作
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人
物画，着力于揭示人的精神世
界；第二单元为岭南画派十大
名家之一周彦生作品专题，周
彦生潜心研究工笔花鸟画，其
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
花鸟领域影响巨大。

洛阳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关公，
即关羽，山西解县人。黄巾起义前夕，涿郡人刘备
自称皇族图谋起事，关羽前往应募。刘备、关羽、张
飞破黄巾军于涿郡，逐渐走上历史舞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陷刘备占领
的徐州，刘备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关公保护着刘
备的两位夫人，被俘至洛阳。因为曹操为河南（洛
阳）尹，这里是他屯军之地。

今瀍河东有一高台，名为勒马听风台，传说是
关公勒马听风处。后人在此建有关公庙，塑有关公
勒住战马听风之姿的像，今已不复存在。

在洛阳期间，关公礼待两位皇嫂，夜观《春
秋》。后来他以斩颜良解白马之围的壮举，报答曹
操对他的恩德，并重新投奔刘备。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大
破曹操于赤壁。传说退兵之时，关羽曾义释曹操。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率军进攻汉中，
督促关羽从东线起兵攻曹，关羽带兵攻打樊城。这
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孙权派大军乘虚而入，袭占江
陵、南郡。当年腊月，关羽从樊城撤兵迎战，中途，
所带士卒基本逃亡，关羽仅带少数步卒败走麦城。
孙权使朱然、潘璋断其路，获关羽及其子关平于章
乡（今湖北当阳），斩之。

孙权杀掉关羽，知道刘备必然寻仇，遂以木匣
盛关羽首级，派快马送给在洛阳的曹操。曹操在武
库为关羽设祭堂，即今老城东南隅的妥灵宫，后以
王者之礼，葬于洛阳之南。明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年），在汉代关庙的原址上，经过扩建形成了
今日规模宏远、古柏森然的关林。关林，前为祠庙，
后为墓冢，是我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
代经典建筑。关公文化也从洛阳，沿着古老的丝

绸之路和大运河，传到全国各地和海外。

中国古代流行三大宗教，即儒教、佛教
和道教，洛阳是三教祖庭。三大宗教都把关
羽列为本教人物，使关羽成为宗教文化的
交叉点。

儒教首创于周公，光大于孔子。孔子通
过删订历史著作《春秋》，对春秋时期的“乱
臣贼子”进行了口诛笔伐，提出“忠”“义”思
想。关公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看
得最多的书是《春秋》，做事处世完全实践
了儒家学说。孔子、孟子著书立说，宣传自
己的哲学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属
于言教。关羽虽然不著书立说，但用自己的
行动实践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

千余年来，儒教徒根据本时代的精
神需要，对儒家学说不断做出新的阐释。
同时把关羽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高大。
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
王而帝。甚至与孔子并驾齐驱，称为“文
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

南朝时，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

法师，利用民间的关公信仰，将关公列入佛
教的护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这
就是后世把关公列入伽蓝菩萨的根据。妥
灵宫现存两个殿中，其中一个就是伽蓝菩
萨殿。洛阳唐寺门的古唐寺，二殿为关帝
殿。伊滨区诸葛村南的观音堂，东偏殿为关
帝殿。龙门石窟的馆藏文物有《关羽像》刻
石，该刻石为长方体，宽 0.55 米、高 1.21
米、厚 0.17 米。碑阳横刻篆书“关圣帝君
像”五字，其下刻“汉寿亭侯之印”一方，印
下刻关羽着甲、手提青龙偃月刀、骑赤兔马
的戎装像一幅。右下方草书一“飞”字，并钤
阴文“岳飞之印”四字。其作品完成于明清
之际，是香山寺遗物。

宋徽宗信奉道教，封关公为崇宁真君，
关公成为道教的神仙。明代嘉靖、万历二位
皇帝信奉道教，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帝”

“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宋元明清以来，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

传，关帝信仰已超过了一切宗教、一切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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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洛阳老城西北隅义勇街北口，有
大关帝庙。门前有两座牌楼，第一座牌楼修
于金朝，两侧对联是“自古人生谁无死，千秋
忠勇君第一”。第二座牌楼修于明朝，两侧对
联是“关山千里著勇武，黎民万年敬忠义”。

这些对联，赞扬了关公的忠勇、勇武、
忠义，而忠、信、义、仁、勇、礼，正是关公精神
的核心内涵。关公的“忠”，是对汉朝、对国
家的忠，具体表现为对所在政治集团即对
蜀汉的忠。关公的“信”，几乎无所不在。如
与黄忠对战，“黄忠被战马前失”，便令其

“快换马来厮杀”，其信用、坦诚，光彩照人。
关公被历代视为“重言诺、讲仁义”的

典范、“一诺千金”的化身。例如义释曹操一
节，“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
透视出关公的仁义；“张辽骤马而至，云长
见了，又动故旧之情”，反映出关公的情义。

儒家讲仁，北宋大儒程颢认为，“仁”是
一种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无物我”

之分的“大公”精神境界。教人“复天理”“安
得天分、不有私心”，达到圣人、仁人的境
界。关公的“仁”，就是儒家倡导的“仁”，仅

《三国志》中“善待卒伍”四字就凸现出关公
的仁爱之心。

关公不单有盖世英雄的武勇，更有义薄
云天的仁义勇。关公已立军令状、能不顾违令
被斩而义释曹操，这大义大勇最为人叹服。

儒家讲“克己复礼”，推崇以礼来规范
人的行为。《三国志》中“侍立终日”四字就
点画关羽“尽礼”之道，“拜书告辞”也表明
他礼节有制。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
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于中国人
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
然包含着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食粮，
其中关公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食粮。

杜甫（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字 子 美 ，
祖 籍 襄 阳（今属湖北），后迁居河南巩县，杜甫
就出生于巩县。他 20 岁以前生活于洛阳，死后
也葬于洛阳。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
诗人，有“诗圣”之称，现存诗歌1400余首。

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由于生母早丧，
父亲又远在兖州为官，4岁的杜甫被寄养在洛阳
仁风里二姑母家。姑母让杜甫接受了良好的教
育。杜甫聪颖过人，7 岁即能作诗，到十四五岁
时，在洛阳一带已崭露头角，颇有名气。他广泛
结交名士，常出入文翰场。

杜甫 20 岁时离开洛阳，开始出游吴越。24
岁回到洛阳参加乡贡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次年
又东游齐越，直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他

30岁时才又回到东都洛阳。天宝三年（公元744
年）夏，杜甫和李白在洛阳相会，从此，二人结下
了不解之缘，不仅共同出游，而且在以后多有诗
作互赠，感情深厚。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离开首阳山的
家，到长安求仕。此后杜甫困顿长安，直到天宝
十四年（公元755年）才被任命为河西尉，未受，
即改任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在接着发生的安
史之乱中，杜甫曾被叛军俘虏，押在长安半
年多；后逃出长安，到了肃宗皇帝行在所凤
翔，担任左拾遗。但不久因直言敢谏，触怒肃
宗，被放还家乡；数月后又回长安任左拾遗。乾
元元年（公元 758 年）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此年
冬，杜甫因事回到洛阳，次年春返回华州。他将

途中所见所闻写成史诗“三吏”“三别”，深刻反
映了封建国家、安史叛军和人民群众之间复杂
的矛盾关系。这次也是杜甫最后一次回家乡洛
阳。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圣杜甫穷困潦倒，
病逝于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因当时无
力将尸体运回家乡，故只有“权厝于平江之小
田”。40年后，其孙杜嗣业将其灵柩归葬于洛阳
偃师首阳山下。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杜甫：少年聪颖有诗名 忧国忧民称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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