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御车图》身着黑色官服的普通官员 洛
阳朱村汉墓壁画

青 色
古人所说的青色，涵盖了现代光谱原理命名

的绿、青、蓝乃至黑等诸多颜色。古人不懂得光
谱的理论，但在生活实践中培养了丰富的审美直
觉，将这些连续而且彼此过渡并不明显的颜色都
纳入青色的外延。

在造字上，青为“象物之生时色也”，而万物
生发基本都是在春天，所以青色在古人眼中便成
了春天的象征，更引申出生命、年轻、活力、希望
等诸多美好之意。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青春，
古人也常把美丽的少女称作“青娥”。

在文明之初，天是最能激发人类好奇心与想
象力的东西。人们精巧地编织了许多神话故事，
多与天青色联系在一起，使青色多了几分仙气。

青色是古时平民衣着中最常使用的颜色。一
方面，由于青色染料易得，成本低廉；另一方面，大
约是由于青色给人的感觉宁静谦和，更贴近凡俗
世人的身份地位。其实，青色的平实，自有韵味。

黑 色
学者们普遍认为，黑、白是人类最早认识的

颜色，因为它们位于色阶的两极，最容易辨识。
我们民族使用黑色的历史也极为久远。在

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先祖们刚刚学
会制陶的时候，便已经使用红色和黑色来做装
饰。在黄河流域的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
出土了许多以黑色条纹作为装饰的陶器残片，有
些花纹甚至称得上精美。在殷商时期，人们在龟
甲和兽骨上刻下文字，常常用红色和黑色的粉状
物去填充这些组成文字的刻痕。

在色彩的应用中，黑色可以轻易地覆盖或
容纳其他颜色，青、红之属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黑暗更是让人心生敬畏。
在传统文化里，黑色一直具有严厉正大的意
味。黑色在政治上曾处于尊位，在道德评判与
伦理观念中也有积极含义（如黑脸的包公）。

（原载《北京晚报》，作者为陈鲁南）

红 色
红色，大约可以算作我们

这个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古
人发明了多种语汇来指代不
同的红色，按照颜色的深浅程
度分，有绛、赤、朱、丹、红等数
种；按照制作原料的不同，又
有赭、丹、茜等称呼。

红色，不论在哪一种文化
里，似乎都被视为女性的专属
色，代表着美丽、温柔和妩
媚。在我们的历史中，女子与
红色也缠绵了千百年。貌美
年轻的女子，被称作“红粉佳
人”；善解人意的女子，被称作

“红颜知己”；女子居住的闺
房，被称为“朱楼绣户”；有美
女相伴身边，则被称为“红袖
添香”。因女子的介入，红色
多了许多旖旎。

红色，也是忠义所在。现
代心理学中赋予色彩以性格
的含义，其中红色就象征着渴
望权力、我行我素、天性顽强、
固执果断等。最著名的中国文
化形象，便是赤面关云长了。

红色与国人纠缠了数千
年，既攀上了王者的衣襟，也
沾染了女儿的香腮，既见诸墨
客的诗行，也显于史家的笔
端，既彰显了庙堂之威严正
大，亦流入寻常百姓家，与饮
食男女衣食住行犬齿交错、骨
肉相连，幻出一段段异彩。

简·布罗克斯 著
蒋怡颖 译

内容简介：当我们
追逐光明，我们在追逐
什么？简·布罗克斯从
石器时代拉斯科洞窟壁
画旁的石灯说起，再谈
及蜡烛与其他灯具的缓
慢演进和周边产业如捕
鲸的兴衰；接着将焦点
转向煤气灯的发明如何
改变人类生活作息，乃
至冲击全球生态；更观
察到电力的发明（发现）
如何把文明舞台打得愈
发光亮，大大影响了世
界的发展。作品用审视历史的全新角度，讲述了人
类与灯光交会的故事。 （本报综合）

《追光者：人造光的进化史》

李宏震 徐洁佳 著

内容简介：传统吉
祥图案依旧是中国人不
可割舍的文化基因。两
位学者做了艰苦工作，
从一批明清时期十分盛
行的传统吉祥图案中挑
选出100幅作品，以“修
旧如旧”的方式赋予这
100幅作品以色彩，让今
天的读者非常直观地感
受到中国人看重的福
佑、财禄、长寿和喜乐，
是如何通过花卉蔬果、
飞禽走兽、博古花瓶和神仙童子等元素充满烟火气
地表达出来的。他们添加注解，生动活泼地解释图
案背后的故事和寓意。

《吉祥谱》

3月4日上午，咸宁市少儿图书馆开展
了阅满香城之“七彩童年”亲子欢乐汇活
动。

活动的主题为“匠心传承，感受藤编之

乐”，活动主讲老师为咸宁市图书馆文化志
愿者丁天红。丁老师通过图片和视频相结
合的形式向大家讲述藤编工艺的发展历
史，共同感受一根根古藤条的独特魅力。

藤编作为我国一种传统实用工艺，历
史悠久，主要产地广东，见于江门、中山 、
佛山等地。其中南海竹藤编这一古老技
艺，具有千年历史，被誉为“指尖上的魔幻
艺术”，实用性与工艺美相融合，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现场，丁老师给小朋友们讲解了
三种不同的藤编方法，藤编果篮的制作步
骤，以及制作的要点和难点，接着图书馆管
理员和志愿者们给大家分发编织的材料。

看似简单的藤条交织，考验着手艺、眼

力和耐力，一步错了，就要重来，再精密的
机器也无法替代。

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藤编，编织
手法也在不断摸索中，但通过短短一个小
时的学习，大家都沉下心来专注其中。

活动中，不时传来“老师你来帮帮我”
“老师你看我编的对吗?”的声音。小朋友
们都格外认真，彼此帮助，相互讨论。

藤条在小朋友们的一双双巧手中千转
百折，变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藤编艺术
品。有些没完成作品的小朋友还把材料带
回家继续制作。

五彩纸藤编出美好童年，劳动教育润
物无声。参加活动的家长赵女士表示，藤
编作为一项手工活动，让小朋友们通过创

作，发挥了想象力。
市图书馆负责人蔡骏说，此次活动不

仅让小朋友们学到了藤编知识和技术，提
升了文化修养，也让大家在享受藤编艺术
的乐趣与快乐的同时，度过了一个有特色、
有意义的周末。

据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族人民
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着中华文明5000多
年的继往开来，需要进行系统性保护、传承
与发展。

市图书馆始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
实际行动带动读者更加深入了解和关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
传播者和守护者。

匠心传承，感受藤编之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贺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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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 著

内容简介：《志在四
方一男儿》是导演王正
方继《十年颠沛一顽童》

《调笑如昔一少年》之
后，长篇人生故事的第
三部。作品从大学开始
写起：求学期间的趣事、
荒唐事；记忆深刻的人、
事、友情；申请赴美留学
的艰辛挫折、年少离别
的酸楚别情以及留学美
国的困窘、打工经历、求
职故事、人情冷暖等，都
在作者笔下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曾经的梦想、成
长、彷徨、悲伤……如今再度回想书写成篇，却又处
处趣味横生。

《志在四方一男儿》

（清）贺清泰《贲鹿图》现藏
故宫博物院

白 色
白色被古人视为各种色彩的

基础色，有了白色而其他颜色仿
佛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淮南
子》里说“色者，白立而五色成
矣”，直接确定了白色的基础地
位。其实，这话转借自老子的弟
子文子的著作《文子》。道家思想
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观念，对
绚烂多姿的各种颜色与朴实无华
的无色之色之间的关系颇有见
地，“白立而五色成矣”，很有一针
见血的意味。

白色是各类丝物的本色，朴
素简单，朴实无华。但统治者是
很需要从形式上来强调自己的特
权地位的，白色则太过普通，无法
满足这一要求，于是白色在千百
年里，一直为政治所疏远。但由
于白色又有纯洁、无瑕的寓意，白
色的事物常又用来作为天下太平
的标志献给统治者，成为政治舞
台上的小道具。

白色在中华文化里有纯洁、
质朴之意，白色的飞禽走兽也经
常成为吉祥的象征。在因袭中华
文化的日本文化里，新娘成婚时
要身穿白色的和服“白无垢”，象
征其作为处子的纯洁无瑕。但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白色是葬礼
所用的颜色。由于与死亡相联
系，白色在某些场合下也被视作
凶恶之色。例如，中国许多地方

的民俗中，过年或嫁娶时极为忌
讳有人穿白色衣服。

在民间，男女都认为白皙如
雪的肌肤是美的，甚至流传着“一
白遮千丑”的谚语。为了美白，数
千年前，人们便已开始着手研究
相关的化妆品；以白为美的观念
辐射开后，又形成了白面郎君等
独特的审美意象。

提起黄色，若与古代社会生
活联系起来，人们大约只会想起
金光灿烂、雍容威严的皇室气象，
除此而外，那时似乎再无广泛应
用这一颜色的领域与场合。

黄是帝王专色。皇帝的身上
一般都会穿着一件明黄色的、看
起来金光闪闪的龙袍，皇家选择
黄色来代表自身的权威。因此除
了红色外，黄色也常常被视为吉
祥喜庆的象征，寄托着人们的许
多美好祝愿。特别是那种金灿灿
的黄，尤为人们所喜爱。

有人认为，所以普通人出于
攀附的心理而青睐黄色。不过，

这很难说得通：一则黄色是到了
唐时才为君主们垄断，而喜爱黄
色的传统却早于唐代甚远；二则
即使是为了抬高自己而喜爱黄
色，那也不是想用就能用的，说不
好还要掉脑袋呢。于是，又有人
认为，可能与金子颜色发黄有
关。俗语云“世道难行钱作马”，
有谁不喜爱金子，有谁愿意跟钱
过不去呢，何况金银在战国时就
已成为流通货币。这种说法合理
性强一些。

当然，黄色之所以蕴含吉祥之
意，有着很复杂的成因，涉及宗教、
种族乃至天文、科学等多个方面。

黄 色

梁实秋 著

内容简介：梁实秋
先生被公认为华语世界
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
之一，他的“雅舍小品”
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梁
先生曾言此书为“长日
无俚，写作自遣”，但这
些文言文与白话文相
济，追求“绚烂之极归于
平淡”的优美小品，融人
生经历的感悟、待人处
世的智慧与雅致脱俗的
情调于一炉，温润平和
地展现一个时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仍不失阅
读和品赏的价值。作品从一个文人的亲身体验出发，
对我国的烹饪、物产、食俗发表了妙趣横生的见解。

《雅舍小品》

中国古代色彩研究学者陈鲁南的《中国历史的色象》（现代出版社）一书，通过历史文献详细梳理了传
统五色及在此基础上发展来的间色的演进历史，阐释了色彩与政治、历史、文学、民俗、艺术、生活等千丝万
缕的关系。正所谓“一色一世界，一色一历史”，透过色彩之眼，我们得以透视中国王朝历史和政治的玄机，
洞察中华文化的审美意趣。

嘉鱼农商行

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洁报道：“请问大家，96110

的电话可以接吗？”“可以！”“必须接！”这是嘉鱼农
商行工作人员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讲活动
现场，正与参与群众进行互动式问答。

3月15日，嘉鱼农商行积极响应监管部门“消
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号召，深入到商
圈、社区、农区，开展“共筑诚信消费环境 提振金融
消费信心”消费者权益保护主题宣传活动。

为做好该项活动，该行运营服务部提前下沉
到各支行，调整厅堂宣传布置，各营业网点电子
屏滚动播放“增强防范意识、预防电信网络诈
骗”“共筑诚信消费环境 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等
宣传口号，摆放“反洗钱”“防范跨境赌博”等多
种类型宣传折页、海报、展架等，营造“315”活动
氛围感。

活动当天，嘉鱼农商行多力齐发，一是联合县
人民银行在商业闹市区摆摊设点，打造金融宣传
活动标杆。二是携手社区在居民活动区进行金融
知识公开宣讲，掀起一波群众参与热潮。三是进
驻农区上门进行普法宣传，手把手、面对面为农村

群众答疑解惑。活动以全方位、多渠道形式向老
百姓普及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益、如何识别假币、
电信网络诈骗的各种手段与应对方法、常见洗钱
形式等各种金融知识。

来自于北街社区的张嫂表示，自己虽文化程
度不高，但这次宣讲的内容幽默且通俗易懂，该行
工作人员将“八个凡是”“六个不”“三不、两多、一
要”都讲得很生动，并讲了几个典型的诈骗小故
事，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同时，该行利用公众号、视频号、嘉鱼热线等
媒体平台，在线上推广“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守护
消费公平”等金融知识，向老百姓灌输反诈骗、反
洗钱等金融理念，图文并茂，力争将书面知识化繁
为简，人人能懂，加深对金融知识的理解。

活动当天，嘉鱼农商行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3000余份，线下接待客流量700余人，线上浏览量
超过300人次，金融知识宣传惠及1000余人。下
一步，该行将持续发力，深入落实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对提振群众消费信心发起有力举措，进一步营
造良好、和谐的金融环境。

不找关系不求人 农商微贷送上门 14

本报讯 通讯员黄小蓉报道：为进一步增强客户经理整体
业务能力、风险防范意识和风控水平，提高审批效率，加强审批
与营销互动，激发微贷团队内生活力，3月15日，赤壁农商行小
微金融部组织开展第一期微贷审批交流培训班。分管领导、小
微金融部全体员工和10名优秀客户经理参加本期交流班。

开班前，小微金融部根据微贷产品、金额大小和审批难易
程度，挑选5本进件资料作为本期审批目标，独立审批人提前
对资料进行审批把控。现场，10名客户经理两两分组，当场对

资料要素的完整性、客户准入、额度测算等进行审批，与独立审
批人现场沟通审件切入点、存在的异议和应对的措施，对5本
资料提出明确的审批意见，并对小微部日常审件工作提出建
议。

本期交流班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反响较好。一方面让全
体人员对日常进件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升了学
员识别客户资质、严把微贷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让审
批人对营销难、获客难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增强了审批岗和营
销岗的互通。

最后，分管领导提出三点期许：一是持续加强风险意识；二
是持续加强业务学习；三是持续提升业务技能。只有每一位客
户经理和独立审批人都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将微贷制度吃透弄
通，才能不断提高贷款审批效率，优化业务团队，实现赤壁农商
行微贷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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