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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感知炎帝文化的价值



活动快讯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三下乡”之

文化继承，筑梦未来

地笋苗寨民俗风情浓郁，寨民热情好客，民风淳朴。7 月 16 日

下午，湖南工程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学院“筑梦地笋苗寨，助推精准扶

贫”美丽中国实践团 12 人在寨民们的热情邀请下，一起下农田体验

生活，感受农家乐趣。

深入苗寨 体验农田生活

“虽然现在很多蔬菜超市集市都有卖，但是还是自己种的要健康

安全，下农田的感觉有时候也很好呢。”寨民这样说道。听到这样的

话时，该团队成员在前两天调研的基础上，发散思维，给老板提出这

样的建议：建议老板利用现代产品“美团”等 APP 进行线上外卖交易，

改善生活。

实践成员们下农田采摘



在农田里，团队成员和寨民一起摘西红柿、辣椒、黄瓜、茄子、

西瓜等农产品作为晚餐食材。在此体验过程中，实践团建议农户可以

利用现有资源，给当地旅游的游客提供农家乐场地和原材料，这样游

客既可以体验摘菜的过程，又可以体验做菜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还可

以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从另一个层面上也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农田虽可以让寨民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也只能保持饱腹状态，无

经济来源。我们能做的，便是尽我们所能通过互联网方式帮助他们宣

传当地特色，增加经济来源。

现代化宣传 筑梦在童年

“阿姨，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或者想来这里旅游的人说的？”

“还是别拍我了，我不会说。”

“不不不，阿姨您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没关系的！”

“欢迎大家来地笋苗寨。”阿姨寻思了半天，在镜头前略带紧张

地说。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表达了苗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这是湖南工

程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学院“三下乡”实践团的成员正在为当地的村民

拍摄旅游宣传视频。当其他村民知道实践团的成员是在为他们拍摄宣

传视频后，尽管不太会表达，但还是非常积极的参与了拍摄。他们表

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游客来到苗寨，在游玩的同时，了解推广苗族的

文化。

其后，实践团成员与当地的小孩子进行交流，告诉了他们大山外

面的世界的精彩，并询问他们以后的梦想是什么。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这样回答道，“姐姐，我以后想好好学习然后上大学然后当大老板带

着这里的人一起发财。”亮晶晶的双眼充满了希望对未来憧憬 。小女

孩再次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我会努力做到的。”面对女孩果断的眼神，

我们沉默了。

实践成员询问孩子的梦想

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坎坷，多艰难，但只要有梦想，敢于去做，

去吃苦，那么我们一定相信她一定能做到的。

苗寨的特色，是他们独有的。我们应该保护和继承苗族文化，让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宣传苗族文化。

（文/周红梅、肖文君；摄影/文铫）



湖南工程学院苏绣调研实践团

赴苏州博物馆参观学习

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就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而江南

自宋元以来，就是我们丝织业中心之一；及至明清，更有“衣被天下”

之美誉。7 月 15 日，为了进步了解苏绣在博物馆的收藏现状，纺织

服装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来到了苏州博物馆。

经历两个多小时的排队等候后，实践团一行 11 人终于进入的苏

州博物馆。初看上去，粉墙黛瓦的它犹如一位温婉的苏州女子，小而

精致。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实践团的成员首先去塔放瑞光馆参观了震

馆之宝“珍珠舍利宝幢”，然后依次参观了都会流韵馆、宝藏虎丘馆、

吴中风雅馆、雕镂神工馆、闲情偶寄馆等，对苏州博物馆所藏文物有

了大致了解。

随后，调研团的成员们来到了此次参观的重点——锦绣浮生馆，

也就是绣品馆，它展示了明清时刺绣在服装上运用。其中的清代金箭

服深深吸引学生们的兴趣，它是打猎服装，衣服宽松肥大，适合骑马



打猎之用。衣服做工讲究，刺绣华美，九龙绕身，气度不凡。中间金

龙，五爪腾飞，龙身腾飞苍劲之感，鳞片龙须之细无不显示刺绣的华

美精致。服装底部是山纹和海纹，喻意江山，整件衣服虽是平时打猎

之用，但也显示出尊贵无比，唯天子不可用也。另外，宋锦与苏绣相

结合的上衣以及刺绣蟠合箭衣、李娥英大师的几件绣品更是让人惊艳。

服饰一贯是作为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表征、一种符

号，对于当时的社会表现最是显而易见的。锦绣浮生馆的服饰，在很

大程度上都有吴地文化的体现，苏绣蕴含了当时文化的精华，正所谓

“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

（文/莫诗蕙、李健雄；摄影/曾静茹）



设计艺术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团走进基层

宣讲十九大精神助力脱贫攻坚战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下幽晦以多

雨。” 两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泛舟思蒙时曾这样描绘

思蒙的景色。思蒙镇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以西 12公里处，其历

史悠久，民风淳朴，十里碧水丹霞。

2018 年 7月 15 日，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以“普及国家政策，关爱少年

成长”为主题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一行 11人，在湖南省怀化市

溆浦县思蒙镇开展了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实践团给村民宣讲政策

宣讲团结合当地实际说：“党的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

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的新时代。我们广大农

民只有正确认识新时代，才能把握新时代。党在十九大中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C%BF%E7%8B%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BB%E9%AB%98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20字总要求，就是让咱

农民的钱包鼓起来。”

志愿者向民众宣讲

炎炎夏日，实践团成员肩负着传播“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使命。

他们深入到基层一线、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和乡亲们亲如家人。他们

用朴实的语言，生动的例子把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活力带到村民家门口，

带到田间地头，将十九大精神用“听得懂”的话语讲给基层群众，耐

心地为群众解释着十九大以来国家给农民带来的“大礼包”政策。

“原来十九大报告离咱老百姓的生活这么近，我们文化不高，他

们讲解时举出身边发生的例子，十九大报告我们就能理解了，与我们

直接有关的政策就更加了解了。”一位村里的老人说到。当地村民们

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憧憬美好生活的真切笑容。实践团成员脚踏实

地，生动严谨地把十九大精神带到基层，送到农村，作为宣讲主力，

切实为边远地区带去了党和政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这几

年国家发展变化大，你讲得我也听懂了，能不能再讲讲新时代咱农村



还有啥好政策？”一位老大爷问道。“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还有医改新政，环境保护等惠民政策。咱农村啊，

可是党中央关心、总书记惦记着呐！” 实践团成员就乡村振兴战略内

容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村民在横幅上签字

通过宣讲当地村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国家致力脱贫的决心。村里

一位中年妇女说；“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咱农

村的医保政策。有一年我不愿意交那十几块钱，当年生病住了院，结

果医药费全都是自己承担，现在想起来都感觉不好意思。国家的政策

那么好，我们有时候却不晓得珍惜。现在，我年年都交医保，虽然家

里收入低，但也不担心看病了。”

宣讲结束后实践团成员从中不难觉察到农民在新政策中的获得

感、幸福感，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实践团成员通过宣讲活动，也更加

深入了解了十九大精神，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决心。其中有位队员在手机备忘录里写道：“一天的基层宣讲



活动对我的深刻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是耳濡目染式的，处在这样一

种氛围中，很难不受影响。我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句

话的含义，这次宣讲活动给我带来的影响很大，我国是一个充满激情

的国家，更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国家。”

（文/王锁彦；摄影/关旭林、易剑坤）

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

“青春传递正能量·禁毒防艾我先行”

社会实践团队在杉树巷社区宣讲调研

7 月 16 日上午，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青春传递正能量·禁毒

防艾我先行”“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前往湘潭市雨湖区杉树巷社

区进行实地宣讲与调研。



实践团与指导老师合影

此次实地宣讲以“拒绝毒品，预防艾滋”主题，在湘潭市禁毒教

育基地禁毒委员会孙警官和陈警官的指导下展开。湖南工程学院理学

院“禁毒防艾”实践团在理学院团总支书记吴晓力的带领下，来到了

湘潭市雨湖区杉树巷社区开展知识宣讲与调研活动。

实践团正在悬挂禁毒防艾知识问答小卡片

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部分——摆点宣讲和调研。实践团兵分两路，

一方面积极向行人讲解禁毒防艾知识、发放知识手册，并邀请行人填



写禁毒防艾知识的调查问卷；另一方面，走进社区店铺、小巷进行禁

毒防艾知识普及调研。宣讲调研结束后，实践团在杉树巷活动中心进

行团队辅导活动，团辅活动由湘潭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民警陈伟主持，

实践团成员在游戏放松之后开始积极讨论调研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同时对团队的成果和不足做出总结，为更好地落实“创建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我们在行动”的口号做好准备。

（文/章丞昊、邹宇栋；摄影/章丞昊）

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爱心支教，传递梦想”社会实践团

举办安全教育讲座

“生命至高无上，安全责任为天”，为增强小朋友们安全意识，

提高小朋友们处理安全事故的能力，尽可能地杜绝学校安全事故的发

生，进一步构建和谐平安校园，2018 年 7月 16 日上午 10 时，湖南

工程学院理学院暑期“爱心支教，传递梦想”实践团于湘潭市高新区

工农中心完小开展安全教育讲座及安全演习。



小朋友们积极回答问题

此次讲座，志愿者汪龙向小朋友们讲解防火、防电及交通安全三

个方面的问题。讲座中，志愿者针对小朋友们调皮贪玩、安全防范意

识不佳等问题，引导小朋友们自发的去思考生活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详细介绍了如何规避火灾以及火灾发生时的逃离方式和灭火器的使

用。提到用电安全时，志愿者由生活中的用电小常识切入主题，多方

面多角度的向小朋友们介绍了如何做到用电安全，在轻松愉快的课堂

氛围下教会了小朋友们学会看用电标识。对于交通安全方面，他指出

“安全无小事”，提醒小朋友们知识虽少，但保护生命的作用很大，

通过一些简单易学的口诀使小朋友们能够牢记安全防范知识。同时，

志愿者还进行安全演习用于模拟火灾发生，有效的提高了小朋友们的

应变能力。在讲座的的最后，志愿者汪龙提出：希望小朋友们能够用

实际行动，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成为一名有安全意识，健康，快乐的

学生。



小朋友讲解自己的火灾的应急知识

安全教育是提高小朋友们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是维持学校治安

稳定的基础。通过本次安全教育讲座，小朋友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得到

显著提高，小朋友们表示，会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以致用，保障自己与

身边的人的人身安全。

（文/林巍巍；摄影/刘芬华）

维护生态环境，回收废旧电池

现代社会中，电池已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每个家庭中，但是对

于废旧电池的处理仍旧是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结合废旧电池对土壤、

水质等带来的巨大危害以及废旧电池回收处理不理想的现状。7月 17

日，湖南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三下乡”实践团队对花石镇及周边

居民开展了一次关于废旧电池的问卷调查。



实践团成员积极深入调研

在对花石镇垃圾分类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本着“让花石远

离污染，让绿色走进家园”的理念，实践团队成员分为三个行动小组，

通过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查来更好地了解花石居民对于废旧电池回收

的认知程度。

本次问卷调查就居民在选购电池的注重点、对废旧电池的危害的

了解程度以及平时如何处理废旧电池等方面展开全面调查。在调查的

过程中，实践团队发现多数人对电池的危害还是比较了解，但是由于

电池回收设施不够完善，导致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电池的处理也只是直

接扔掉；将近九成以上的人员表示如果建有废旧电池回收站，他们会

把自家旧电池收集起来集中处理。调查过程中，实践团队有幸遇到一

位外出务工人员，通过与他的交流，实践团队成员了解到全国废旧电

池回收站数量稀少，而花石镇同样缺少定点回收站。经过一个上午的

走访，本次问卷调查取得了圆满成功。



实践团成员积极深入调研

此次废旧电池问卷调查活动，提高了实践团队成员和花石镇居民

的环保意识，同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有着重要

意义。

（文/姜祖凤；摄影/郭易）

管理学院“三下乡”实践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为促进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减少闲置房屋的数量。管理学院

农村宅基地及住宅闲置现状调研实践团进行了长达五天的实地调研，

对翻江镇部分乡镇宅基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调研团与翻江镇政府进行对接

此次“三下乡”活动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入户实地调研，二是与翻江镇政府进行对接，汇报总结近几天调研所

得出的基本结论，反映乡镇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志愿者与村民亲切交谈



这三天的调研学习，实践团深入农村，深入每家每户，与农户相

互沟通，相互了解。认真务实地填写好每一份问卷调查表，仔细求真

地采访路途上每一户人家，并且在交流沟通学习完毕后，赠与那些在

调查研究过程中热情的孩子们一些湖南工程学院专用作业本，并在后

面留上了志愿者们的联系方式与祝语，使得整个活动的寓意又有了进

一步的升华。在与翻江镇政府的接洽过程中，除了将近几天的调研情

况进行汇报，带队老师罗荃与宣传组织委员谭国富进行密切交谈。为

管理学院与翻江镇进行“三下乡”的长期合作关系搭建了交流合作的

桥梁，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本次调研以学习为主要目的，因此，在此期间各志愿者各个方面

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第一，思想觉悟的进步。这为期数天的“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中，每天平均温度 35 度。所有的调研任务皆是靠

志愿者们步行完成，在村民不识字或方言沟通障碍的情况下，志愿者

们耐心解释，一个选项一个选项确定。所有人都良好的摆正了心态，

绝不出现任何属于象牙塔的娇弱，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便去解决问题。

第二，人生阅历的进步。这一次“三下乡”调研是各位志愿者人生一

次绝无仅有的经历，逐一询问深入农户的调查方式，使得他们有了洪

水泄地般的阅历增长。第三，生命意义的升华。志愿者们在这次活动

中一次又一次赠礼，使得生命质量不断变得厚重。



调研团圆满完成任务返程

时间的长短并不会影响意义的呈现。在此次“三下乡”中志愿

者们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都将成为所有人最深刻、最难忘的

记忆。至此，此次“三下乡”调研活动圆满结束。

（文/王陈；摄影/罗荃、熊淑婷）

“少年手中卷，千古华夏情”

-我校青年大学生于炎陵调查走访实记

7 月 16 日，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社会实践队伍在株洲市炎

帝陵景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研。队员们分小组行动，互相配合，以

多元化视角探寻公众对炎帝文化的认知度，探寻传统文化产业未来的

转型升级之路。



实践团成员观看祭文碑

志愿者们对当地景区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得到了景区管理者的

全力支持。他们站在公共管理员的角度,以炎陵“守护者”的特殊身

份，向志愿者们介绍了炎帝文化蕴涵着的丰富旅游资源, 揭示了其历

史遗存、祭祀、建筑、文化艺术造诣以及传说圈构造具备的开发利用

价值以及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并指出当地政府在旅游经济发

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由特请的专家团队对现有旅游经济理论进行了

系统分析与研究,增加了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加快了炎陵旅游经济

的发展,提出了炎帝陵景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炎帝“福”文化理念、四

大名陵理念、生态旅游理念、民俗文化理念和科考探险理念五大新理

念和资源整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突出特色原则三大原则。炎帝

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盛大而闻名的祭祀大典成

为了打造湖南炎帝文化品牌的利器，“同根共祖”、“华夏同源”等



系列爱国主义宣传理念，使炎帝文化体系能够真正成为维系华夏儿女

的精神纽带。

实践团成员进行调查问卷

实践团队围绕“调查游客满意度，展望炎陵文化未来前景”这一

主题，制作了问题全面、言简意赅的问卷，在志愿者们派发调查问卷

的过程中，游客们都停下匆匆脚步，与志愿者们进行交流、互动，配

合度极高。

此次调研，大部分游客朋友对炎帝景区的文化发展成果持肯定态

度，少数游客针对炎帝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认识不足、旅游交通设施

尚不完善、旅游住宿规范化程度较低以及尚未推出炎帝文化特色产品

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他们一致认为，炎陵传统文化产业链的延伸还有

很大的空间。在了解炎帝文化途径上，有 50％的游客都是通过书刊

阅读、电视节目、网络媒体和相关活动接触到炎陵传统文化的，并且



他们认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课堂、加大对古籍经典的宣传

力度至关重要。

实践团成员留影合照

在调研中，实践队员们透过多元化视角深入了解炎陵文化的深刻

内涵，探寻了炎陵景区的未来发展前景；站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

角度,充分了解到炎陵当地的文化发展理念, 学会从传统文化中获得

指导行为不竭的动力之源，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认识到青年大学

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路任重道远，决心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中去。

（文/何倚；摄影/何倚 李晓妤 吴心雨）



高扬科普旗帆，情暖基层民众

为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政策。湖南工程学

院建筑工程学院以“践行十九大，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三下乡”

科普小组深入到新晃县乡镇，结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

要，调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向当地居民宣传

党的十九大、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业生

产防护等知识。

询问扶贫干部

7 月 17 日上午，为了解新晃县晃州镇民生村一些基本状况，科

普小组来到了民生村的村委会。据村委会资料显示小镇近年修建国道，

60%的农户没有土地，农业经济不能支撑家庭生活，使得整个新晃县

绝大部分青年、妇女外出打零工，剩余部分农户收入基本自给自足，

其余依靠国家扶贫政策维持生计，当地经济来源单一，无外资以及产

业发展。

在走访村民的过程中，科普队员们顺着乡村小道挨家挨户询问了



很多农户，沿路进行问卷调查，经调研发现大部分村民对环境问题有

较大意见。村民张大叔说：“由于晃新县西邻贵州省，省境边界很多

矿山有工人开矿，但开矿的水流并未处理，引发的环境污染严重，对

居民生活造成影响”。另外生活垃圾大量焚烧也导致空气污染严重，

而对于这些问题当地村民由于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并没有人和村

委提出相关建议，当地政府也迟迟没有解决。

询问耄耋老党员

当问道是否了解十九大相关政策，发现多数村民并不了解，村民

对科普队员的询问避而远之，也听到有村民问道“调查要不要钱”，

这令科普组队员感觉十分惊讶。相比之下，村中的老共产党员们比较

关注时事政策，村中的耄耋老党员张学坚，他是抗美援朝第 140 师

409 团三营七连的老兵，也是工程连模范党支部的成员。他说：“我

85 岁了，从懂事开始就一直跟着党走，现在也经常看新闻联播，对

国家的大事都了解，我们一家人都很感谢党，让我们生活的越来越好

了。”看着这位老党员一提到党就露出的笑容，这就是老革命前辈的



党性，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付出，也希望晃州镇政府人员能做出相应

的工作加大对党的政策的宣传和落实，让居民感受到更多党的温暖。

志愿者走在乡间路上

据悉，接下来的几天里科普队员们将陆续访问晃州镇沙湾村、长

乐村、大群村，以问卷调查、政策科普、走访居民、调研贫困户等方

式展开科普工作。了解更多当地居民的实际情况，为晃州镇的建设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雷永强、覃海顺；摄影/刘永振、黄桢文）



实践心得

锦绣浮生

早就听说苏州博物馆新馆是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封笔之作，今

天能够来参观学习觉得很荣幸。虽然说我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但一见

到现代与古典结合的苏博就莫名很喜欢它，黑与白的搭配，几何图形

的有序和树木、假山、池塘之间的互相融合，别有一番魅力，最妙的

是光影的运用，光影如同贝聿铭大师手中的纺线，配合着几何图形，

交织成这如梦似幻的江南之境。

苏博里面有各种小展厅，虽然物品不如故宫、国博这类知名度高

的博物馆，但胜在小巧精致、种类齐全。跟随着导游姐姐的步伐，我

们欣赏了苏博里面的代表藏品，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一件

件都向我们诉说着来自遥远的故事。今天的重头戏还是织绣服饰，展

馆的名字我很喜欢——锦绣浮生！

我们知道,自从宋元以来，江南便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及至

明清，更有“衣被天下”之美誉。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三地是最被

为倚重的官营织造机构。入清以来，苏州织造局除特供上用、官用织

染缂绣、锻疋服饰外，还兼任宫廷多余物质的营销。当然苏州民间也

大量存在着机户，这更是杼轴冠天下的，其产品亦堪与官府织品媲美。

苏绣也因为籍于露香园顾绣的精华，针黹锋芒起来，故明人张瀚所谓

“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

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该是春秋之笔。

作为东南大都会的明清苏州，俨然是当时物质文化消费的中心区，是



时尚、品味与流行的滥筋地。服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表征，

一种符号，通过服饰。

这一件件的文物的熏陶，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觉，找回了我们遗

失的记忆，清晰了朦胧的思绪。在如今人类社会空前文明的历史时期，

都市的繁荣发展，充满着活力和生机，百废俱兴的同时，也带来了消

极的负面——喧闹、嘈杂、烦躁、不安，我们应该如何静下心来去寻

找文化中的“匠心”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纺织服装学院 廖雪晴）

匠心

一阵声响，铁灰色的大门徐徐开启，恍惚间彷佛回到了曾经那个

天下动乱，人人口诵太平天国的年代，封王台下，忠王回首，天王封

之“万古忠义”之名。苏州博物馆便在这忠王府之地，大门开启，思

绪回归，古朴的建筑风格映入眼帘，圆形的电动门虽是现代之物，但

神奇的能与古朴的建筑完美相融，这不禁让人感叹博物馆设计师贝聿

铭先生的才华与学识。

声音糯耳，身姿小巧，江南的女子就是如此温婉。随着讲解员，

我们一行人游遍博物馆，感受时光凝聚和中华文化广深。

真珠舍利宝幢是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真珠舍利宝幢是北宋

大中祥符六年制作的一件珍贵的佛教艺术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初看此宝便震撼莫

名，从其复杂精细的工艺，便可窥古人技艺高超之一二，如此珍品，



更可此中体悟何为巧夺天工。宝幢分为三部分——须弥座和佛宫以及

塔刹。宝幢又是以七种珍贵材料制成，喻以佛祖口诵世间七宝之意。

塔上四大天王护法，神态惟妙惟肖，手持神兵，护佛之安宁，守世之

宁静。九龙腾海，仔细观之，甚至鳞片都可见。真珠舍利宝幢造型之

优美、选材之名贵、工艺之精巧都是举世罕见的。

另一藏品令我着迷，深深吸引其中的，便是清代金箭服。金箭服

是打猎服装，衣服宽松肥大，适合骑马打猎之用。衣服做工讲究，刺

绣华美，九龙绕身，气度不凡。中间金龙，五爪腾飞，龙身腾飞苍劲

之感，鳞片龙须之细无不显示刺绣的华美精致。服装底部是山纹和海

纹，喻意江山，整件衣服虽是平时打猎之用，但也显示出尊贵无比，

唯天子不可用也。

感叹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历史留下的部分明珠，今日被我等见

证，甚是荣幸。古人技艺之巧，蕴藏文化之深，应被现在人学习。从

中窥视古人之匠心，对比现在，是大多现代人所缺少的，回首历史，

感悟现在，望现代之匠人继承古人之匠心，立于山巅更甚之。共勉。

（纺织服装学院 李健雄）

在实践中感知炎帝文化的价值

今日的行程是去参观炎帝陵殿。进入殿中，就看到两面庄严的红

墙包围着几座神秘的大殿，大殿的牌匾上写着“民族始祖光照人间”，

有几位游客正在殿内祈福着，请求家人平安健康。在解说员的带领下，



实践团来到了陵殿后面的墓碑亭，墓碑亭是我国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胡

耀邦先生题的词，经景区讲解员介绍，炎帝陵中很多大殿的牌匾、墓

碑林里的墓碑都是国家或者省级重要领导题的词，这不难看出国家和

地方领导对炎帝陵和炎帝文化的重视。高大的封土堆，高耸的墓碑，

向世人昭示着这是先祖炎帝的安寝之地。陵墓的两侧，陈列着历朝历

代皇帝钦赐的御碑，这些碑文表达了对炎帝的尊崇，颂扬着华夏始祖

的丰功伟绩。遥想五千年前，炎帝神农氏带领先民在这里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开启了农耕文明，在华夏文明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

笔，千年之后，受其恩泽的后辈来到此地，怎不叫人缅怀祭奠！炎帝

陵每一处景观都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经景区讲解员介绍，炎帝陵的

台阶的级数都是九的倍数，古人相信“九”是最大的阳数，皇帝是九

五至尊，拥有最高的权利，台阶文化也是对炎帝地位的尊重。看到这

里，我真的切身感受到炎帝陵处处是文化，大殿的构造，城墙的修建

以及各种雕塑摆件无一不展现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在下午的调查问卷实践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对炎

帝文化了解不深，有些游客只是冲着炎帝陵有灵气，在此祭拜能给自

己带了好运才慕名前来参观，当问到他们对炎帝陵的建设有什么建议

时，大多数人都提到希望炎帝陵景区能增加一些娱乐活动，将当地传

统文化和艺术表演相结合，能增强景区的宣传效果，让我们炎黄子孙

更加了解我们的炎帝文化。在对传统文化的调查中也发现到了大多数

游客对传统文化都不是很了解但又认为非常重要，我既觉得有点小失

望但又有点庆幸，失望的是我国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丰富的国家，但



却很少人特别了解传统文化，庆幸的是还好大多数的人从心底里认为

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可以

让更多的人来到炎陵，来了解传统文化与炎陵文化。

（外国语学院 李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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