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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石榴的文化味道
□ 徐玉锋

我不是一个对历史有太
大兴趣与研究的人。在我看
来，历史就是充满了腐朽陈
旧气味的，打打杀杀的伤痛
记忆。因为不喜欢历史，所
以连带对历史上那些大大小
小的文物也不感兴趣，要我
去逛博物馆那更是没可能。
最近受友人邀请，我来到了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校校园
博物馆。

刚进入馆内，瞬时竟被
馆里的各类民俗文物所吸
引。跟随着校内民俗研究社
团的老师，在学校里欣赏和
了解一件件精美文物所蕴含
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第
一次知道，原来这也是历
史，但却是我喜欢的，跟战
争无关的、浪漫的、精美
的、或纯粹的装饰物。

参观了学校展览室里的
三千多件古代物件，最吸引
我的是一个宋代磁州窑罐。
窑罐罐身正面绘有生动形象
的两个石榴，另一面是极富
装饰韵味的“福”字。在枣
庄，石榴是我们的市花，具
有独特的意义。石榴果实圆
润，“千房同膜、千子如
一”，也象征着多子多福，可
以说是中国传统“福”文化
的突出代表，馆里的很多文
物都是以石榴为主题。学校
民俗研究社团的老师给它起
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幸
福就是俩石榴”。

仔细欣赏，会看到一块
石头静静地卧在展馆里，细

看来，是一个石雕的蟾蜍。
据说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任
何雕饰，相传有几百年的历
史了。石雕的蟾蜍古拙，颇
有神秘感。在二十八中的校
园博物馆里，观赏着一件件
历史文物，听民俗研究老师
讲述着它的历史和独特意
义，仿佛自己穿越到了那个
朝代，近距离的接触这些文
物。

小小的一件文物就能追
忆一件历史事件，读解一种
历史的文献，探微过去那个
时代人们的生活历史情景，
保存着我们对人类历史和文
化的所有记忆。博物馆的藏
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
是在平实地诉说一个区域的
文化与发展。而校园博物
馆，就是能培养我们历史情
感、共同记忆、文化认同的
地方。到过这里的专家和学
生，都曾因展品数量之多而
震撼，被其古色古香而吸
引，更被因其所蕴含的丰富
文化所折服。现在，研究民
俗的人越来越少了，知道和
了解民俗文化的人更是少之
又少，但校园博物馆的诞生
不得不说是学生之福，更是
社会之福。

每个国家和地域都有值
得骄傲的文明与艺术。校园
博物馆里的就是藏品也是艺
术。在我看来，世界就是一
座超级巨大的博物馆，不仅
有陈列，还上演着一幕幕鲜
活的生活表演艺术。

走，去看看校园博物馆
□ 刘臻

《博物志》载：“汉张骞
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
以归，故名安石榴”。峄城区
种植石榴历史悠久，西汉时，
由丞相匡衡从皇家 上林苑引
至其家乡峄城区栽培。2001
年被上海吉尼斯大世界总部命
名为“吉尼斯大世界之最”，
到2014年，峄城石榴栽培面
积达1万公顷。

幸福是什么？自古以来人
人追求幸福，可是对幸福理解
却有着不同的数以万计的答
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诠释
着幸福。

一天，我漫步在鲁南民俗
展馆无意中发现了实实在在的
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
俩石榴！

鲁南民俗展馆中陈列着一
个宋代磁州窑罐，此罐绘有生
动形象的俩石榴，相对应的是
一个极富装饰韵味的“福”
字。自古以来传统文化对

“福”早有着这样形象的解
释。石榴果实圆润，果实内

“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象征
着多子多福，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福”文化的突出代表。据
史书记载：北齐安德王高延宗
娶李祖收之女为妃，文宣帝高
洋来到李妃的娘家做客，李妃
母亲呈献两个石榴。文宣帝不
解其意，这时皇子的老师魏收
说：“石榴房中多子，王新
婚，妃母欲子孙众多。”皇帝
听了非常高兴。自此始，石榴
多籽与民间多子多孙的联想构
思，通过口头、行为、心理、
典籍记载等方式的世代延袭，
形成了祈求人丁兴旺、多子多
福的民俗文化。现在在民间仍

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1987年10月16日，枣庄

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
会议决定：石榴花为枣庄市市
花。

石榴生在峄城城西山之阳
的贫瘠山地上，石榴花娇艳，
国旗红色，色香韵兼备，精气
神俱佳。有着红红火火的吉祥
之意。不比牡丹之富贵，不比
兰花之高雅，确有强烈的野逸
之美，冲击着人的眼球，震撼
着人的心灵。

火红的榴花就像有着善良
与自信、热情似火、豪爽大方
的枣庄人过着红红火火的日
子。

石榴花透出枣庄人掩饰不
住的幸福感。娇艳的石榴花华
丽变身为枣庄的一面精神旗
帜。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大
生产的需要，进一步
解放社会生产力，发
展经济，1958 年，
毛主席号召成立人
民 公 社 。 这 年 7
月，郭村农场所在
的地区，响应毛主
席的号召，成立了
全县第一个人民公
社--曙光人民公
社。这一年的石榴
获 得 了 空 前 大 丰
收，大家都说，这
都是托了毛主席和人
民公社的福，石榴才
会有这么好的收成。
这时，又有人提议，给
毛主席送石榴。于是，
又以曙光人民公社的名
义，给毛主席寄去了两箱

石榴
不久曙光人民公社收到了

主席的亲笔信：曙光人民公社
的同志们，你们好。两次寄的
石榴，都收到了，随信寄去石
榴款，请查收。今后，不要再
寄了。谢谢同志们。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人民领袖的心里时时刻
刻牵挂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
由衷地爱戴自己的领袖。这是
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将永
远鼓舞、鞭策、激励着我们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上，不断努力学习，发奋工
作。

半个世纪过去了，领袖和
榴乡人民的故事，还在鲁南大
地上继续传颂着，并将永远的
传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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