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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敏）近日，本报高级
记者赵有强《其人其作》列入视觉中国名
家经典栏目，以专题的形式呈现50幅摄
影作品。

视觉中国成立于 2000 年 6 月，2014
年成功在深圳A股主板上市。视觉中国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
建设以“视觉内容”为核心的智能服务
平台，拥有国内最早、全球领先的视觉
内容版权交易平台，并拥有全球1700万
注册用户的摄影合作社交平台。视觉

中国名家经典栏目选入的近百位摄影
家，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摄影界有
着重大影响，其作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代变迁。
赵有强的专题《洞庭西》，曾在中国摄影
家协会主办的“见证·改革开放40年·中
国摄影家系列作品展”中以个展的形式
展出，被中国摄影展览馆收藏。今年 3
月，视觉中国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对话
赵有强：30 年记录草根，终登中国摄影
艺术殿堂》。

赵有强摄影作品列入视觉中国名家经典

交易市场变迁

2003年，刘忠建在市城区再就
业广场租下两间10平方米的铁皮
屋，成为常德最早一批有固定商铺
的收藏品交易商。而此前，相当多
的藏品交易，出现在市城区下南门
邮电局附近的小地摊上。一到假
日，这一路段热闹不已，成为藏友
们“捡漏”的乐土。

2002年，市政府为援助部分下
岗职工再就业，在市体育馆场地搭
建了数百个简易摊位，形成一个临
时的小商品市场，用铁皮搭建的门
店便是其中一个经营区。

刘忠建经营的是收藏杂项，书
籍、钱币、陶瓷、挑花、磁带等，交易
很是红火。这一时期，常德民间收
藏持续升温，仅再就业广场铁皮屋
从事收藏的商家就有30多家。每
逢集市，体育东路至文化宫一带，
沿路摆摊的商贩密密麻麻，绵延近
千米。该集市与依靠桥南市场商
圈大火的桥南古玩集市一起，使常
德城成为湘西北最大的古玩藏品
交易市场。

这一年，常德收藏协会成立。
时任会长的李泽伟在再就业广场
自家门店上挂上了协会的招牌，楼
下经营，楼上办公，条件虽艰苦，但
好歹有了个藏友们交流的去处。

由于再就业广场属临时建筑，
消防设计并不规范，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而马路集市的存在对交通出
行也带来了很大的不便。2017年，
超期服役10年之久的常德市再就
业广场被拆除。

同年，由常德日报传媒集团尚
一网负责运营管理，位于市城区河
街的常德古玩城正式开张。据工
作人员称，目前，常德古玩城一期经
营古董文玩商品、二期经营文化旅
游商品，共80多间商铺，近100户商
家入驻，揽括古玩、红色收藏、文房
清供、玉器、瓷器、字画、钱币、民间
艺术品及旅游商品等各个门类。

“充满民俗风情的河街，古色
古香的江南建筑，与古玩城相得益
彰，硬件设施没得说。”常德收藏协
会现任会长梁诺夫笑称，在这里与
外地藏家喝个茶，聊个天，很上得
台面。

据称，常德2019秋季古玩交易
博览会将在 9 月 28 日举行。从
2017年起，河街古玩城已连续举办
了8届全国性的古玩交易博览会，
影响力日益扩大。

盛世兴藏，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也是收藏的繁荣时期。
常德的民间收藏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1985年前后，市城区的收藏市场逐渐形成。2003

年，常德成立收藏协会，有会员近200名。此外，先后成立了钱币、集邮、书画、奇石等多个单项收藏协
会（学会）。数千名收藏迷们或搜求于山川河野，或徜徉于市井店铺，或浏览于展厅藏馆，在翻翻捡捡、
细瞧慢看中品读历史、艺术与人文，一次次的——

与旧时光快乐对话
□本报记者 徐志雄

从时间来看，周新国称得上是常德第一批
民间收藏家。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市二中任教的
周新国开始对中国古钱币产生兴趣。当时，民
间还没有文物保护概念一说，周新国收藏古钱
币时，打交道最多的地方是废品收购站。

霉味十足的杂物堆中，锈迹斑斑的破铜烂
铁堆里，他从里面扒拉着，淘出一枚枚汉代、宋
代古钱币，如获宝物般买了回去。后来，他将

“淘宝场”从德山扩大到市城区，每周骑单车往
返，桥南站、小西门、落路口等废品收购站，他一
个不落地跑了个遍，从中又发现了古铜镜、古兵
器等。

微薄的工资除维持家庭的基本开支外，大
多用来地摊上“捡漏”。日子久了，居然也有不
少收获。后来，他开始专注常德本土的历史文
物，以古钱币、古铜境、古陶瓷为主，藏品多达数
千件，其中汉代“屮”字罐、唐代旋涡纹彩陶瓮、
唐代蟠龙纹镜、北宋靖康盛冰缸、宋代阳燧等珍
品，与常德深厚的文化历史紧紧相联，填补了地
方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空白。

和周新国一样，“60”后黄明军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玩收藏也是从古钱币入手的。但几年
后，他确定了以收藏中国革命历史文物资料为
主项。作为一个拥有两家企业的成功人士，黄
明军用了15年时间，花费近千万元，收藏了上
万件革命历史文物，展示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
的革命历史文化，涵盖名人手稿、书法作品、旧
地图、旧报纸等，其中不少是举世罕见的珍品、
孤品。

2011年，他创办的常德市社科普及基地东
方红博物馆，以“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之
路”为主题，展出社科文物3万余件，共接待游
客10多万人次，先后被评为“湖南省学习型党
组织实践基地”、“湖南省红色旅游景点”。2014
年，被评为湖南省第一家民办的“全国优秀人文
社科普及基地”。

而早在2007年，收藏家梁平就在常德城建
起了全国首家博物馆茶楼，馆内以沅州石雕为
主，还包括明清家具、象牙、桃源木雕、桃源刺
绣、名人字画等数千件藏品，被业界同行赞为

“江南小故宫”。
此外，常德还有一批以砚台、铜墨盒、像章、

奇石等藏品为主的收藏大家。仅2005年，湖南
省首届收藏家评选活动中，常德就有 13 人入
选，位居全省第一。

藏品名家涌现

作为长江流域颇具代表的文明发源地之
一，沅澧一带地域民间文化留存丰富，其中不乏
有艺术价值颇高的精品物件流传下来，深受收
藏界青睐。“80”后的罗圹增，就是民俗藏品的推
崇者之一。

罗圹增是地地道道的桃源人，受父亲影响，
对桃源民间文化很是热爱。从1996 年起开始
收藏桃源刺绣和桃源木雕，如今已小有规模。

与其他藏家不一样的是，他收藏的桃源工
多为酒盖，前前后后收了1000多个。这一过程
中，他发现，桃源人以木雕为酒坛盖，这在其他地
方极为罕见，更何况酒盖题材丰富，极为传神。

一次，他在张家界一家民间收藏馆看到19

公分大小的酒盖，用桃源工特有的圆雕工艺将
贵妃醉酒之态刻画得出神入化，据传为清末时
期桃花源顶极雕刻高手朱氏所雕。为求此物，
罗圹增前前后后去了10多回，最终高价“抱得
美人归”。

同样热爱地方文化的收藏家樊祥，从2013
年开始专门收藏桃源刺绣，几年时间便将近
2000幅桃源刺绣收藏入室。在他看来，桃源刺
绣完美地呈现了楚文化的艺术魅力，从花鸟鱼
虫自由、生动的想象出发，透出拙朴神秘的艺术
感染力，正是楚人文化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
天地精神往来”的具体表现。

正如罗圹增给自己的收藏定位为“文化贩
子”。他认为，所谓的贩卖，不应只是物件的买
卖，更应该是文化的展示与输出，毕竟文化艺术
藏品最大的价值在于传播，而不是孤芳自赏。

本土民俗渐火

9月6日上午，正在长沙天心阁古玩交易市
场“练摊”的曾仙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90”后
的曾仙祥是目前常德古玩城年龄最小的商家。
相比其他店主，他更青睐于天南地北到处交易
的自由方式。

他在电话里说，天心阁的地下市场和前坪，
不下于上千个摊位，很热闹，生意也还过得去。曾
仙祥玩的是杂项，从民间刺绣、花板、瓶罐、饰品，
林林总总10多项，常常是一个人背一个箱子，收
货卖货不固定地方，有时一出门就是大半个月。

曾仙祥的父亲在西安开了一家古玩店。曾
仙祥从学校毕业后，曾在外打了几年工，最终还
是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行业。他觉得自己天生
就适合做这一行：那些老物件，越看越顺眼，尤
其是在挑挑捡捡的过程中，奔波、劳累，却也很
享受。入行几年，他通过交流，不断提升了鉴赏
能力，同时也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市民走访中，记者也发现，近年来，随着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常德市，
一些专门研究茶文化、道教文化、古服饰文化
等，以年轻人为主的小圈子出现，也为常德收藏
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年轻藏家增多

本报讯（记者 徐志雄）9月13日，正值中
秋佳节，尽管天气十分炎热，桃花源仍迎来了
仲秋最热闹的时节，景区内多个庆中秋活动
轮番上演，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在慢慢变浓的
秋意中，开启了重温传统文化的穿越之旅。

品桂花酒、制月饼、投壶、猜灯谜……传
统的节日民俗活动，引发游客们的参与。在
两山一湖五柳馆，来自湘西的95后美女小杨
与男朋友一起兴致勃勃地参与了现场DIY月
饼活动。小杨说，男朋友是常德人，此次是应
他之邀来常德的。“说是要让我看到最美最好
的常德，过一个最特别的中秋节，所以来到了
桃花源。”

这对年轻的小情侣表示，等下还要去桃
花观和水府阁摸福字、打钱眼，再去秦谷爱情
花海祈福，两人甜蜜声称：与喜欢的人一起，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献五谷，庆丰年，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秦谷打谷场，古老的傩神祭祀吸引了游客
的驻足。楚辞《九歌》的古老吟唱中，诗与舞邂
逅，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与神秘。与家
人一道前来的常德人詹先生表示，自己来过桃花
源多次，这次是陪深圳工作的外甥女来过节，让
她“感受原生态的楚文化”。

据桃花源景区工作人员称，中秋万人“归
心祈福”活动将于15日结束，不过，景区的汉
服游街、寰楼婚嫁、秦谷祈福等民俗节目仍将
倾情上演。

重拾传统文化记忆

桃花源里度桃花源里度中秋中秋

本报讯（记者 王敏）继“信仰的力
量”李明音乐会后，李明创作、演唱、教
学研讨会于 9 月 8 日举行，省、市音乐
界专家学者及李明的学生代表 20 余人
与会。

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信仰
的力量”李明音乐会是省、市音乐界的
一场盛会，主题鲜明，讴歌新时代，唱
响主旋律，尤其是混声合唱《信仰的力
量》和男声独唱《赞一个，我的国》，或
激情豪迈，或活泼明快，给人以振奋的
力量；其音乐创作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其声乐演唱激情澎湃、
技艺娴熟，情感表达真挚动人。与会

者向李明建议，在音乐创作上注入更
多的湖乡特色，留住本土文化的根，同
时下功夫培养带出一批优秀的年轻音
乐创作人。

李明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省
音乐家协会理事、省音协声乐学会副会
长、省音协音乐创作学会副会长、市音
乐家协会主席，市文化馆副馆长、国家
二级演员，多次参加省、市声乐大赛，获
全省歌手大奖赛一等奖等，创作的歌曲

《信仰的力量》获 2019 年湖南省第十四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先后
培养王相周、习慧敏、蔡晶、黄丽园、文
超等国家、省、市优秀年轻音乐人。

“信仰的力量”李明创作演唱教学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9 月 10 日，
著名作家谭谈、水运宪、梁瑞郴一行来
到石门县逸迩阁书院考察，并为书院
捐赠书籍，留下墨宝。

在书院院长的陪同下，作家们详
细参观了逸迩阁书院，对书院的馆藏、
建院初心以及今后发展有了初步了
解。作家谭谈对逸迩阁书院的《文津
四库全书》、数千册地方志等特色馆藏
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书院确实具有
独有的特色。还分享了自己创办“爱
心书屋”的心路历程，激励逸迩阁人克
服困难，勇往向前。作家水运宪一个
月前曾来到逸迩阁书院考察，并与广
大文学爱好者进行了一次激情对话。

他说，来到这里，就深感逸迩书香、大
美情怀，在逸迩阁书院创始人身上，看
到了“职业激情”和冲天干劲以及奉献
精神，早已将自己变成逸迩阁书院的
一员，要为这里的发展尽一份力。作
家梁瑞郴则嘱咐书院一定要自始至终
坚持独立经营，建好可持续发展的机
制。

三位作家均向书院捐赠了书籍，
其中包括他们的部分代表作，如谭谈
的《谭谈文集》、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
记》、《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梁瑞郴
的散文集《雾谷》等，这些作品进一步
丰富了书院的馆藏，为读者提供优质
的精神食粮。

三位作家为逸迩阁捐赠书籍

本报讯（通讯员 唐潇 周翔）9月11
日上午，市委驻汤家山村、桃花源村乡村
振兴工作组联合桃花源镇共同举办了首
届“庆中秋·迎国庆”广场舞大赛，拉开了
桃花源乡村振兴系列文体活动的序幕。

大赛在汤家山村刚刚建成的文化
广场举行，来自全镇 11 个村（居）的 22
支表演队伍参赛。赛场上，各代表队
的队员们依次上台，扇子舞、广场舞、
腰鼓、健身操等节目精彩纷呈。在愉
悦观众身心的同时，充分展现了桃花
源人民积极向上、崇尚健康的精神风
貌。比赛受到了桃花源广大群众的高

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参赛选手均为各
村普通群众，连日来大家积极准备，农
忙间隙加紧练习，各支参赛队都组织
了庞大的“粉丝加油团”。比赛时，台
上精彩表演不断，台下欢声笑语一片，
大家纷纷表示希望多组织类似文体活
动，既锻炼了身体，又融洽了邻里关
系，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据悉，市委驻村工作组还将联合
镇、村两级，开展篮球赛、文艺演出、趣味
运动会等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进一步
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群众精神风貌，
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桃花源乡村振兴文体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友亮 邢文婷）9
月11日至12日，常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科普助力，推进全面小康”主题宣讲活
动，在石门县太平镇竹儿岭社区举行。

9 月 11 日下午，市企业培训师协会
在社区幼儿园开展了留守儿童心理辅
导、阅读分享、幼儿拓展训练活动，并赠
送绘本。市社科联向平安希望学校捐赠
由市图书馆、市国学教育研究会提供的
教材、图书，市国学教育研究会在多媒体

教室为1-3年级学生上国学课，市礼仪
文化协会为4-9年级学生进行礼仪文化
讲座。9 月 12 日上午，石门县委党校理
论教员以“使命在肩，初心如磐，砥砺奋
进新时代”为主题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宣讲，市农教
办委派农业专家围绕“牢记职责使命，聚
力乡村振兴”政策解读进行专题讲座，市
文化产业促进会负责人进行了蜜蜂养殖
技能讲座，受到了乡亲们的高度评价。

市社科联科普活动进社区

124 刘鼎臣：发挥余热的9旬老共产党员

刘鼎臣，男，临澧县佘市桥镇人。今年92岁的刘鼎臣，时
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在退休后的30多年时间里，长期支持
社区工作，热心于公益事业，免费当起政策宣传员和纠纷调解
员，发起成立了社区老年协会，办起了“老年人之家”。他不但
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党员学习活动，还自掏腰包捐建了2间平
房作为社区党员活动室，分别在2016年和2019年向党组织缴
纳了“特殊党费”上千元。“别人眼中的傻瓜，自己心中的信念。”
这就是这位老人的箴言。 （本报记者 刘凌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