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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论语》中，有子说了一句名言：“礼之
用，和为贵。”说的是“礼”与“和”的关
系。“礼”是我们的行为需要遵循的原则，

“和”是应该达到的客观效果。所谓“贵”，
就是可贵，最值得看重和关注的意思。古人
治理国家，“礼”与“和”并用，“礼”是
体，“和”是用。二者结合得好，社会就有条
不紊，井然有序。

一、“和”是音乐之本

和，乐之本也。“和”的本义是音乐的和
谐与美好。音乐一定要“和”才好听，才能
让人快乐身心。多种器乐合奏，如果杂音不
断，或者有人跑调，那就不好听，甚至无法
听了。听音乐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现实生活
证明，会唱歌或者经常听音乐的人，会比其
他人更健康、更长寿。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好音乐的习惯，诗
歌和音乐是常常密切结合的，越是古代，越
是如此。司马迁在 《史记·孔子世家》 中
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
经》 305篇，孔子都能弹唱（弦歌）。孔子不
仅对《诗经》进行了整理，删去重复和不够
高雅的部分，最后只保留305篇，而且，他还
都配了乐谱。《诗经》原来都是可以按乐谱演
奏歌唱的。

孔子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大音乐家，自己
能唱歌，同别人一道唱歌，唱得好，就一定
请那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也和唱，甚至在
唱的同时还翩翩起舞。孔子对音乐有极高的
欣赏水平，他在齐国听了舜的乐章《韶》，很
长时间食肉时都不知肉味，并说：“想不到音
乐感人之深到了这种程度。”孔子是一位音乐
理论家，不但精通乐理，而且对音乐在教育
上、在个人品德修养上的巨大作用和意义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孔子看来，乐是作为达到“仁”的最
高境界的必由之径。他有一句名言：“兴于
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有助于振奋精神，礼
有助于立身处世，乐有助于完美情操。）在这
个意义上，他把乐列为“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之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理所当然
地和整理其他“五艺”一样对原有的乐作了
整理和加工，使之成为“六艺”之一的教
材；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享受到了最美
的《诗经》，享受到了乐带给我们生活的充实
与快乐。

所以，《国语》说：“乐从和。”《吕氏春
秋》也说：“和五声。”《中庸》说得更明白：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节”是节拍，音乐的
节拍，多种器乐合奏，发出的声音都中节
拍，才是“和”。

多种乐器合奏，如果既中节，又能听出
是哪些乐器，比如笙、箫、磬、琴、丝、竹
等，就是“和”的最高境界了。如果多种乐
器合奏，虽然都中节，但只听出来了一种乐
器，比如笙，其他的乐器听不出来是什么，
这就麻烦了，这不是“和”，而是“同”。我
们平时开家庭会议，三五个人也好，十几个
人也好，讨论一个问题，大家都发言，都谈
看法，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就是

“和”。如果参加会议的人，孙辈说听父辈
的，父辈说听祖辈的，孙辈、子辈都没有意
见和建议，只有祖辈那个老爷爷在说话，大
家都听老爷爷的，这不是“和”，这是

“同”。如果把这个家庭会议比喻成一个器乐
合奏，孙辈这个笙箫、子辈这个丝竹都没有
发声，只有祖辈这个大喇叭在鸣，这看上去
很一致，但实际上不是“和”。我们主张

“和”，不主张“同”，因为“君子和而不
同”。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新思想纷至沓
来，孙辈、子辈都经受了不同的学历教育，
有着不同的学识结构，最后都在不识字的老
爷爷面前，连一个观点、一点意见和建议都
没有，表面上看很尊重这个老爷爷，但这不
是正常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家庭需要“和”，也就是
和睦，大家都说话，都献计献策，都各尽所
能，这个家庭才能兴旺发达，才能持久传
家。同理，社会也需要“和”，也就是和谐。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谐”的意思是一同发声，“言”与
“皆”相结合，表示“大家同时开口说话”
“大家异口同声”“大家一同发声”。许慎在
《说文》 中说：“谐，洽也。从言，皆声。”
“洽”，就是和谐与融洽。

“和”由本义和谐，引申为平和、温和、
柔和。因为和谐，没有争斗，所以把结束战
争称为和平、和好。家庭、社会也是如此。

二、家庭需和睦

《周礼·天官·大司徒》说，人有“六
德”。这“六德”分别是知（知识和智慧）、仁、
圣、义、忠、和。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其
为人贤而有材，志刚而气和。”这个“和”是
和蔼可亲、心平气和的意思。陶潜 《桃花
源》诗：“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这个

“和”说的是和暖、和煦、晴和、风和日丽。
就个人修养而言，达到“和”也是不容

易的。我们要有“和”的理念，明晰“和”
的意义。要加强“和”的修养，做事情要注
意与人沟通交流，做到心平气和；与人相处要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在家人面前要和若春
风；工作中要积极融入，建言献策。在国际
关系上，倡导和平，反对战争。

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但很多人对这
句话只是挂在口头上，不仅理解不了它的含
义，在实际生活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中，甚至
是背道而驰，结果给家庭关系、家业传承带
来不利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需要和睦。《二十年
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七回有一段话：“大凡
一家人家，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从来
说：‘家和万事兴’。” 有人说，这是“家和
万事兴”的出处。家和了，事半功倍；家不
和，事倍功半。其事功相差甚远。

家中的老人要知足常乐，在家颐养天
年。要教育子孙懂得知恩、感恩、报恩。不
要管闲事，不要过多牵挂儿孙，儿孙自有儿
孙 福 。 我 们 常 说“ 老 人有德是最好的风
水”，子孙兴旺。老人要做到家丑不外扬，不
搬弄是非，多行善事，多做些正家训、传家
风的事情。

中年人，上要尊老，下要爱幼，要教育
好孩子。作为父亲，要能容事，有定力，像
山一样稳固，给家人吃个定心丸；母亲在家
庭中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父亲。我们常
说：“一个好母亲，能旺三代人。”《母亲的影
响力》这本书里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个

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勤
劳、善良、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就是心
灵成长的圣殿和源泉。”夫妻更应该讲

“和”，给孩子做榜样。夫妻要知道，夫妻一
体的关系大于儿女血缘关系；要明白，爱人
大于爱物，爱家大于爱家具；要彼此敬重、
彼此欣赏、彼此祝福。家是一个讲“爱”的地
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爱与不爱，是衡量夫
妻和与不和的重要尺度。

兄弟姊妹，一娘同胞。一个字，要“悌”。
“悌”从心，这个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作为
弟弟妹妹，要从心底里尊敬兄长；作为兄长，要
用心爱护弟弟妹妹。也就是“兄友弟恭”。兄
弟姊妹之间要团结，团结力量大，互相帮助，事
半功倍；要学会“好好说话”，会说话。把话
说清楚，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修养。

三、社会要和谐

“和”是中华文明的追求。家庭追求和
睦，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国家追求和谐，
以仁爱之心待人，团结一心；世界追求和
平，友好相处，共富共荣。

“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
的内容之一，可见其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
义和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
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我们不懈追求的一种
社会理想。和谐社会的具体含义，一是个人
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
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四是个
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五是整个国家
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点，是思想道德体系和先进文化建设，
这都与和谐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接
和弘扬中国自古所崇尚的和为贵、和谐为美
的和谐社会理想，建设和睦相处、和谐共治
的和谐社会，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
追求的目标。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
说：“冲气以为和。”“冲气”，是指对万物的
调控。“和”，是阴阳消长平衡的结果。“冲气

为和”，是客观规律作用于事物内部矛盾，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
补之”，通过其变化使之在新的层次上达到新
的和谐。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认
为“和”揭示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是自然的
最佳境界和终极状态。

“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的一个基
本范畴，它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民族气质，其义
蕴中还包括了调节社会矛盾、改善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政治教化功能。《荀子·乐论》称，君臣上
下一同听乐而“莫不和敬”，强调“乐者审一以
定和”。

中国古代医学认为，心身健康的本质是
和谐：天人和、心身和、气血和。《黄帝内
经》说：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
劲强，关节清利；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
调柔，腠理致密；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
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寒温和则六
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
此人之常平也。“人之常平”，即健康无病之
人。健康的标准就是一个“和”字。

四、“和”也有度

“和”是社会前行的基本内涵，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但“和”是有度的，不是无
边界的。正如本文开头，有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的
功用，最重要的在和谐。先王之道在这方面
表现得很好，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处理得恰
到好处。紧跟着后面还有一句话：“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句话是说：搞和谐不是没有原则的，为了
和谐而和谐，放弃了礼的规定、要求，这也
是不行的。和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没有
原则和稀泥。

《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但又
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又说：“大乐与天
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序”是秩序，

“节”是节制。没有秩序和节制的“和”，是
不可行的。

孔子反对没有是非原则的人，这些人就
是我们常说的“好好先生”，孔子把这类人称
为“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贼”
是伤害。意思是说，没有是非原则的好好先
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

由此可见，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和”
是自然与社会的最佳境界，是我们追求的目
标，但不能无原则的“为和而和”，否则，我们就
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乡愿”，就是“德之贼也”。

“和”是自然与社会的最佳境界
□ 李可亭

7月13日，舞龙爱好者
在夏邑县长寿广场晨练。每
天早晨6点，来自各个社区
的舞龙爱好者集聚在长寿广
场，各亮绝活，一展风采，
推动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开
展。夏邑县连续4次荣获每
4年一届的“全国群众体育
工作先进县”。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王一杰） 7月 9日，福建省泉
州市惠安县东桥镇民众100余人，到商丘古
城张巡祠进行“双忠”文化交流活动。

张巡、许远是历史上著名的忠烈英雄，
世称“双忠”。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二
人率领睢阳军民死守孤城，抵抗叛军的忠烈
壮举，名垂青史。千百年来，民间的敬奉使
其形成了以忠、义、节、烈为内涵的“双
忠”文化。近年来，到中原地区寻根谒祖的
福建、台湾等地的民众络绎不绝，“双忠”
文化已成为两岸之间重要的文化纽带和民间
交流的桥梁。张巡祠是唐朝睢阳之战历史和
忠烈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忠烈文化研究者、
爱好者以及忠烈文化信奉民众的圣地。张巡
祠积极发挥对台交流基地作用，更为豫闽台
同胞的进一步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福建泉州民众到张巡祠
进行“双忠”文化交流

从他的歌词中可以读出对党和人民的满腔热爱，
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自豪，还有对父母、妻子的拳拳
深情……自从 2020 年开始创作歌词以来，商丘籍知名
诗人、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胡家印又多了一层文化
身份——“作词人”。

《中国大众音乐》《中国乐坛》《歌曲》……厚厚的一
摞“国”字头音乐杂志，并排摆放的金灿灿奖杯，见证了
胡家印近两年来从事歌词创作所斩获的累累硕果。

从诗词创作到作词人，这个转变的契机来自 2020
年。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
武汉集中暴发。在万家团圆之夜，人民军队第一时间响
应、出征，由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
学抽调组成的 3支医疗队 450名军队医护人员星夜兼程抵
达抗疫的最前线。同样行伍出身、在军队度过 19年韶华
的胡家印受到此次支援涌现出的一系列感人事迹的启发，
当即提笔写下了他第一首歌词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
为英雄唱起赞歌：“祖国的忠诚卫士，人民的守护神，这
就是世上最可爱的人……”

《新中国知名诗人雅集》《国家优秀诗人档案》《党
颂——建党百年诗书画名家精品集》等均收录了胡家印
作品。写全国上下一心的《抗疫情》、写对“三牛”精神
领悟的《赞牛》，以及《圆明园遗址观后感》和《入党五
十年感怀》……这些作品无不紧扣时代脉搏，又带有他本
人经过思索、沉淀后鲜明的个人色彩。

我国自古有“诗乐舞”一体之说。从写诗词到写歌
词，胡家印的风格也是一脉相承。“无论是写诗词还是写
歌词，我都是对启发我的人、事、物首先有个全面的了解
和深入的思考，有触及心灵的感悟，这样才能写好。”谈
起歌词创作，胡家印说：“相比诗词创作，歌词在音韵格

律上更加自由，遣词用字更加通俗易懂，还要考虑到谱曲
演唱时的表现力、韵律感是否朗朗上口。”

202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乐
坛》杂志社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唱响新时
代 颂歌献给党”原创歌曲有奖征集活动，胡家印作词的
三首歌曲《人民永远的子弟兵》《谁是最可爱的人》《百年
沧桑颂党恩》入选，并最终斩获金奖，收录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原创歌曲大典》。

在《百年沧桑颂党恩》歌词创作中，胡家印有感于党
的百年沧桑，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他
赞颂伟大的共产党：“党啊！伟大的党！您领导步入新时
代，新的长征又起航。高科引领登明月，巡逻太空保卫海
疆。脱贫攻坚全民战，坚定不移奔小康。展望未来美如
画，中华展翅永飞翔。”

看到老家永城发展得蒸蒸日上，他饱蘸深情写下：
“豫东大平原，沃土生金晖。靓丽文明城，天蓝地翠微，
煤海翻金浪，能源铸丰碑……”该作品MV在新华网一经
发布，三天即突破 100万点击量，一月内迅速达到 200多
万点击。

对于家人，他也不吝笔墨给予褒奖，写下《爹娘情怀》，
写下《妻子啊，你是最美的花》《妻子啊，我爱你》等。特别是
他写给妻子的两首“姊妹篇”，通篇可以见到他对妻子在
为人处世、道德品行等方面的肯定和赞美。

胡家印的妻子刘瑞莲也是一名退休干部，两人互相扶
持，携手度过了 46年岁月。在胡家印眼中，妻子也是从
年轻时就要求进步，同时也肩负起家庭的重担，是一位非
常优秀的人生伴侣。“我在福建参军多年，我自己家里老老
少少，还有她自己的娘家，这两个大家庭上上下下都是她一
个人操持，这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谈起给妻子写歌的初

衷，胡家印感慨道。每当胡家印有了新作，刘瑞莲都是第
一个读者兼“批评家”，第一时间欣赏、品评。

退休后，胡家印喜欢读书看报，他的目光也始终关注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他经常看的一档节目《百姓调
解》，一些家庭纠纷中经常可以见到年轻一代姊妹反目、
兄弟阋墙，儿女对父母颇多抱怨。胡家印有感而发，写下
了《家和万事兴》，规劝世人“各家都有难言之事，互敬
互爱快乐永恒”“生在一家很不容易，有缘修来骨肉亲
情。珍惜一家恩和爱，共筑幸福美满家庭……”

无论是诗词还是歌词，通观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胡
家印一直抒发的是一种慷慨豪迈的“家国情怀”。爱党、
爱国、爱人民、爱事业，是胡家印的人生信条，也是他写
诗作词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谈起这一人生信条，撇不开胡家印的人生经历。1950
年，胡家印出生在永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家贫，又
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曾一度辍学，凭借自强不息的意志，
在老师和同学帮助下，他年年是三好学生，还考上了竞争
激烈的初中；18岁参军，在部队认真学习，接受毛泽东
思想熏陶，32岁成为正团级干部；36岁正当年，响应国
家“大裁军”的号召，他带头转业地方，回老家永城投身
地方建设，从“专职常委”一步一个台阶成为首任永城市
委书记，然后上调至商丘……

青年时期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后为政一方的经
历，都使得他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激情豪迈、昂扬向上的基
调。“没有国，哪有家？”采访中，胡家印多次说，“我一辈子
感恩共产党、崇敬共产党。幼年生活困难，是家乡的亲人、
师友帮助我渡过难关。参军后，又是党和部队培养了我，我
在部队入党、提干、深造，接受党的思想洗礼，以实际行动践
行党的先进性，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作词人”胡家印：用歌词抒写家国情怀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文化人物

绿草地，微灯光，游乐场，音乐啤酒加咖啡，7月
1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升升生态园举办了2022年
商丘露营音乐美食暑期文旅欢乐季启动仪式。活动现场
设置了非遗展示区、名吃品鉴区、美食区、烧烤区，助
力文旅行业复工复产，刺激消费活力。活动举办至今，
每天来此游玩的群众千人之多。景区负责人介绍，现在
这里已经成为了我市“夜经济”新地标。

“夜经济”看着事小，实则关乎千家万户利益。繁
荣“夜经济”是通过提振消费激活内循环的有力举措，
也是通过摆摊设点等小本买卖稳增长、保民生的民心之
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抢抓近距离、慢体验的

“微旅游”和“微度假”新的旅游发展机遇，以“线上
线下、丰富多彩、惠民让利、安全有序”为原则，鼓励
发展近郊游、夜间游等文旅新业态，以灵活就业的方式
增加居民收入，能够很好助力市场全面复苏和繁荣。

从深夜大排档到夜宵送上门，从日落而息到 24小
时不打烊……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动态变化和现实需
要，在刺激大众消费、拉动市场内需政策的指引下，

“夜经济”“打开方式”日趋多元。当然，这也是我国经
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升
级，多元个性的消费需求渐成主流大格局下，所催生的
夜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夜市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经济业态。譬如，明清时期
的秦淮河夜游，宋朝开封的胡同夜市，当时都是经济兴
衰的风向标。前些年，由于夜市管理无序，导致城市面
貌脏乱差。后来，由于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
接连创建，夜市逐步被规范。

城市的魅力，一半在白天，一半在夜晚。在现代商
业版图中，“夜经济”已成为扩大消费、促进消费升级
的重要手段，“夜经济”被全国很多地方作为对冲疫情
影响的有效举措寄予厚望。随着“夜经济”逐渐升温，
各地都在出台鼓励性文件或措施，培育壮大夜间消费新
热点，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形形色色的“夜经
济”摊点把城市装扮得更具活力。

培育“夜经济”不仅事关消费升级、拉动内需，它
还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彰显城市特色气质
紧密关联。因此，将“夜经济”打造成新常态，少不了
要在“夜经济”的管理上下功夫。“夜经济”只有规范
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繁荣，才能走得更远，因此，相关
部门要不断完善“夜经济”的配套设施，统一规划、管
理，引导“夜经济”有序发展。当然，规范“夜经济”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多从环境、卫生、交通、质量、
文明等角度综合考虑问题，只有采取科学灵活的手段，
并且实现长期长效管理，久久为功，才能更好保持“夜
经济”的持续活力。

“夜经济”是贯彻落实文旅融合战略的有力举措。
发展好“夜经济”，并将其培育成新常态，是应时之
需，更是长远之举。发展“夜经济”，不仅要让商业街
上的商场、餐馆、集市、电影院、剧场、音乐厅夜间开
放，同时还要让展览馆、博物馆、文化馆、社区文化中
心等在夜间开放。

一业荣带来百业兴。如今，驻唱歌手、手工艺人、
网络主播等均入驻不同的夜场活动，也给“夜经济”注
入完全不同的内涵。

“夜经济”要成新常态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文化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