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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洛阳市委统战部指导，洛阳市归国华
侨联合会主办，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洛阳日报报
业集团、洛阳广播电视台、玉泉谷（北京）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天下客家”
城市会客厅承办的“玉泉谷”杯“客家祖源地洛阳”
诗词创作大赛，面向全球文朋诗友征稿。大赛自
2021年8月24日启动，至2021年9月24日截止，
得到全球文朋诗友的积极响应，共收到作品1300
余首。除西藏、台湾外，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均
有来稿。马来西亚、老挝、奥地利等国家，也有作
者投稿。

大赛组委会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格律诗
和现代诗两个评审组。在大赛组委会严密组织与
全程监督下，采用匿名编号方式，通过网评和会
评，并逐首查验，最终产生了获奖名单。为保证评
选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大赛组委会于2021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7 日，对获奖作品予以
公示。现公示期业已结束，未有公示作品涉嫌抄
袭行为。大赛组委会结合活动情况，提名六名荣
誉奖获得者（不设奖金，只发证书），与获奖名单一
并公布（名单附后）。

洛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
2021年10月10日

获奖名单
荣誉奖（六名）：
安 锋（河南省洛阳市）《客家祖源地洛阳颂》
陈朝福（河南省洛阳市）《大谷关 天下客

家——贺客家之源纪念馆开馆》
王群乐（河南省洛阳市）《客家之根》
赵学庆（河南省洛阳市）《河洛情寄大谷关》
朱怀金（河南省洛阳市）《仲秋：月出大谷》
焦连飞（河南省洛阳市）《大谷关》
一等奖（二名）：
谢 丹（广东省中山市）《沁园春·谒客家之

源纪念馆》
曹文生（陕西省延安市）《洛阳：客家文化的

乡愁之地》
二等奖（五名）：
张青松（河北省蠡县）《游洛阳客家之源纪念

馆观离乡展厅感赋》
李 方（河南省郑州市）《月夜嘱托》
王远方（河南省洛阳市）《沁园春·老家河洛》
张 勇（四川省南充市）《从洛阳迁徙的词根

或札记》
方小为（安徽省青阳县）《在洛阳祖源地、

一滴乡愁的两种读音（组诗）》
三等奖（十名）：
吉铁兵（辽宁省建平县）《世居南洋偶遇洛阳

旅人》
梁 超（广东省中山市）《五绝·泉州洛阳江畔》
高艳芳（河南省洛阳市）《七律·南洋客家人》
李 芳（河北省保定市）《浣溪沙》
郑聪稳（河南省洛阳市）《中秋寄情》
熊 敏（湖南省娄底市）《台胞回洛阳祭祖前夕》
刘 强（广东省广州市）《七律·印尼华裔的

乡愁》
袁斗成（四川省泸州市）《根在河洛，一枚种

子的信仰或抒情》
叶江南（浙江省杭州市）《客家之根或乡愁之

源（组诗）》
赵希斌（河南省洛阳市）《客家祖源诗意走笔》
优秀奖（五十名）：
邱永叶（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寻根》
刘光和（吉林省白山市）《七律·客家祖源感赋》
罗 伟（上海市闵行区）《身为客家人重阳

洛阳共同祭祖作》
李存梅（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长相

思·河洛郎》
陈东彩（广东省广州市）《生查子·咏客家人》
张孝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根在洛阳》
胡方元（河北省邢台市）《七律·贺河洛文化

旅游节举行》
唐蓬宜（四川省成都市）《河洛吟》
邓青波（重庆市渝北区）《七律·客家人南迁》
徐 毅（浙江省湖州市）《过洛阳有怀》
周 镭（河北省石家庄市）《客家祖源地洛阳

有思》
黄郁贤（广东省广州市）《七律·客家人》
金子波（安徽省巢湖市）《洛阳》
李永清（河南省义马市）《七律·客家魂》
姚铁飞（辽宁省朝阳市）《七律·客居异乡回

洛阳祭祖感怀》
徐 英（河南省洛阳市）《客居有寄》
王跃东（河北省唐山市）《七律·客家人游

洛阳》
李 宝（河北省唐山市）《闻清明节客家人

洛阳祭祖》
王福北（河南省义马市）《追宗溯源洛阳城》
耿振元（天津市河西区）《闻“河洛郎”有感》
杨旭东（四川省成都市）《咏河洛郎》
傅 渝（重庆市北碚区）《七绝·母亲与牡丹》
杨亚菲（河南省洛阳市）《七律·客家人》
孟晓军（北京市海淀区）《乡思·客家祖源洛阳》
王志刚（北京市海淀区）《寻根洛阳》
王 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七律·客家人》
闫 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魂系河洛》
星 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满

庭芳·珠玑古巷，有感移民赋》
李春成（江西省景德镇市）《蝶恋花·梦》
许金荣（广东省阳江市）《五律·咏客家牡丹》
蒋世鸿（浙江省衢州市）《七律·河洛郎》
王铁锤（河南省洛阳市）《沁园春·洛阳大谷关》
张鸿翎（河南省洛阳市）《七绝·客乡梦还》
鲜 圣（四川省成都市）《客家人：揣一壶黄

河走天涯（组诗）》
迟颜庆（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洛阳行：一

粒粒汉字的故乡（组诗）》
陆 承（甘肃省兰州市）《茂枝和繁花：滥觞

之光映照盛典或碑铭》
孙 凤（安徽省芜湖市）《洛阳：河洛郎喜悦

与盛世齐眉（组诗）》
汪再兴（北京市海淀区）《洛阳，天下客家的

故乡（组诗）》
温勇智（江西省吉安市）《在客家之源纪念

馆，我念着无字的乡愁（组诗）》
黄清水（福建省莆田市）《每一个客家人，都

是河洛的一部分（组诗）》
祝宝玉（安徽省阜阳市）《洛阳：纸面上色泽

金黄的故乡（组诗）》
李小平（河南省洛阳市）《我用洛阳乡音喊你

回家》
杨万宁（河北省衡水市）《根在河洛》
张少辉（河南省洛阳市）《北望洛阳》
黎文喆（湖北省武汉市）《予客书》
厉运波（山东省日照市）《在黄河边，我听见

洛阳的每一声呼唤都是故乡》
李洪振（河南省平顶山市）《洛阳，客家人心

底的乡愁》
赵宏亮（河南省平顶山市）《洛阳，寻一部客

家文化的根》
刘贵高（浙江省温州市）《从洛阳出发》
王志彦（山西省长治市）《根在河洛》

“玉泉谷”杯“客家祖源地洛阳”
诗词创作大赛获奖名单

9 日，首届白居易诗歌奖颁奖活动
在龙门园区举行，大奖“乐天奖”由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阎安捧得，洛阳诗人
段新强获得“香山奖”，洛阳诗人张光杰、
高野获得“龙门奖”。

白居易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
峰，也是洛阳的一个文学符号。白居易
墓园世称“白园”，位于洛阳龙门。白居
易诗歌奖由中国诗歌学会支持，洛阳市
文联、龙门园区管委会指导，洛阳市作家

协会主办，白园、洛阳牡丹文学杂志社有
限责任公司、洛阳龙日集团联合承办，洛
阳朗诵学会协办。

白居易诗歌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每
届总奖金 6 万元，分为“乐天奖”“香山
奖”“龙门奖”3个等级，其中“乐天奖”每
届 1 名，奖金 2 万元。在对应年度内，

《牡丹》《诗龙门》发表的全部诗歌，自动
获取参评资格。首届参评作品为在
20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牡丹》文学杂志发表的全部诗歌。
本报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张松焕

首届白居易诗歌奖在洛颁发

列席县党代会期间，住宿的酒店院
内有一个圆形水池，沿池边摆放着七座
伸鼻吸水造型的白象雕塑。有人问：大
象吸水寓意进财，可为什么是七头呢？
众人皆哑。

问“度娘”（百度的萌化形象），也没
有这方面的回答，倒是搜到了其他方面
的内容。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形容
李元霸“一臂有二万五千之力”。换成现
在的重量，也就是两臂有29.52吨之力，
能举起七头大象，谓之七象之力！那么
大象有多重呢？曹冲称过。上小学时，
读过“曹冲称象”的故事。年仅6岁的曹
冲，利用“等量代换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中学英语课文中还学过“盲人摸
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认识事
物不能以偏概全，只有进行全面了解，才
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大象是陆地上现存的最大哺乳动
物，它力大魁梧，性情却温和。“象”与

“祥”谐音，大象被赋予了更多吉祥的
寓意。

人们喜爱大象，便把相像的自然风
物冠以“象”名。在桂林市内有一座山，
因酷似一头站在江边、伸鼻豪饮漓江甘
泉的巨象，得名象鼻山。“象鼻”和“象腿”
之间是百余平方米的水月洞，江水穿洞

而过，如明月浮水，诗意盎然。
亚洲象群北移一直备受关注。象群

“离家出走”17 个月，途经云南多个州、
县。其间，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确保了人象安全，促进了人象和谐。8月8
日，亚洲象安全渡过元江干流，继续南返。

大象是人类的朋友。“象”字更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古代，“象”字有
天象、气象、物象、形象、象征等多种含
意，有形状、样子的意思，也有仿效、模拟
之意，如象形、象声。

早年任教时，曾给学生讲到“汉字六
书”中的“象形”，最常举的例子是“月”。
造字离不开象形法，写文章也派生出了
与象有关的象征手法。

这方面最典型的当数《白杨礼赞》。
茅盾先生热情赞美白杨树，他以白杨树

“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品质，象征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整个
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在《海燕》中，
高尔基用海燕象征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
革命的先驱者。理解了这些自然现象和
事物的象征内涵，就领悟了文章的思想
及社会意义。

说到“象”字，不能不提河南的简
称——豫。一说河南之豫，是因几千年
前河南地区盛产大象；一说豫字与上古

人类农耕生产、仰观天象、制定历法有
关。《说文解字》中解释“豫”为“象之大
者”，“凡大皆称豫”。古人认为“在天为
象，在地为形”“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我更倾向于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
对“豫”字更具暖意的解释：豫者，乐也、安
也、舒也。大禹在命名兖州、徐州等九州
时，将天下的中心即南至汉水、北到黄河
的区域命名为豫州。他为自己的家乡、后
来的河南选了个好名字：豫。河南人民喜
爱这个简称。世世代代的河南人也许都
希冀这片土地成为安逸、舒适的乐土。

在党代会上，我认真聆听了工作报
告。透过报告，我仿佛看到了城市乡村景
象一新，党员干部形象一新，域内县外印
象一新。放眼全市、全省、全国，中华大地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这是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的
成果，这是精准务实、开拓创新的成果，
这是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成果！

我愿把这站位全局、苦干巧干的五
年，群众财富极大增长、幸福指数不断
攀升的五年，称之为云蒸霞蔚、气象万
千的五年。相信“靠紧团结，力求上
进”、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人们，必将使
出“七象之力”，经天纬地，使山河更
美、万象更新。

万 象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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