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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于信阳的印象，不过是来自
“信阳毛尖”：不外是产茶大市，靠茶发
展，再无其他。

等亲临信阳之后，待几天的行程下
来，却发现，自己有些大意了：这座城市
的外表之瑰丽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然而，更令人深思的，却是在它一袭华
丽外衣下， 那刻入骨子里的文化底
蕴———这才是信阳真正的内涵。

由于安排周密，此次信阳行，所到
之处，皆收获颇丰。 无论是郝堂村的安
逸与美丽，还是国际家居小镇的规划与
雏形，都使人感慨这座城市在依山傍水
间的幸福与品质。 而电子信息产业园的
飞速发展和着重打造毛尖品牌的实践
之路，则让人不禁赞叹信阳的锐意进取
和开拓精神。 特别是信阳作为革命圣
地，还曾经走出过红二十五军，走出过
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近百位将军，

红色文化的传承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虽不能将这些地方一一列举，但留
在我心底的印记却总是会不断提醒着
那些光辉岁月。

信阳博物馆也是这趟信阳行中的

一站。 它坐落于羊山新区百花园西北
隅，恰好与我们所在宾馆“两两相望”。

站在房间里，我竟然能够隐约看到博物
馆一角，由此，不禁让我对它产生了几
丝向往。

资料显示， 信阳博物馆建筑面积
28996

平方米，展陈面积
1

万平方米，共
有

12

个展厅，馆藏文物逾万件，是信阳
市历经两年建设才完成的大型“惠民”

工程———说它惠民，想来应该从两个方
面说起：一方面，博物馆免费对市民开
放；另一方面，博物馆无疑是信阳历史
文化的缩影，百姓来此观摩，也就知晓
了这座城市的过往。

行走于博物馆的各个展厅，就如行
走于信阳的历史之中。 “远古家园”“淮
上诸侯”“楚地王风”“天下根亲”“茶韵
天香”“豫风楚韵”六大板块链接起了远
古与现今的道路，且一直通向了未来。

随着
3500

年前的淮河古沉舟映入
大家的眼帘，大家开始了一趟跨越时空
的旅行。

从远古时代的动植物化石到新石
器时代的文物标本，从商周时代的精美

青铜器到楚文化的代表编钟……我们
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 从战国四公子之
一春申君到三国名将魏延，从罗、赖、蒋
等

13

个源于信阳的姓氏到中原著名侨
乡、客家人的祖根地……我们看到了一
个民族的茁壮与成长。 从

2000

多年前
的茶香悠悠到如今茶文化的成熟与纯
粹， 从各种民俗文化到多样民间工艺，

我们用别样的情怀在对一个城市的审
视中折服。

我总是有这样一种认为：一个城市
的博物馆就是无数故事的集合，透过那
些故事，就看到了城市的将来。于是，我
在信阳博物馆也听到了很多故事。

在“画眉茶”的传说中，为了驱赶肆
虐的瘟疫，春姑娘变身成为善良的画眉
鸟，种植茶树，终于，瘟疫被赶跑了。 从
此，毛尖便与信阳结缘，这缘分且愈久
弥坚。

出土于商朝的云雷纹提梁卣中，盛
有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酒。 经过专
家攻坚，最终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萃
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国外科研机构获悉
后， 欲以

40

万美金的价格购买一滴被

拒。 从此，这瓶“国酒”就成了他国无法
用金钱去买断和衡量的向往。

1970

年，在我国第一颗上天的人造
地球卫星上，传来了响彻世界的《东方
红》乐曲，而演奏《东方红》乐曲的乐器
正是出土于信阳城阳城址的编钟。 从
此，我国由《东方红》走向了《阳光路
上》。

……

如果说，做“精”是信阳城市乡村构
想、产业发展规划的着力点，厚重的红
色革命历史积淀是信阳的“气韵”所在，

那么，深邃、宏大的文化底蕴则是信阳
的“元神”———信阳正是嗅着这种文化
的气息不断成长。 而就是这样的“精”

“气”“神”， 成就了信阳的昨天和今天，

锻造着信阳的明天与未来。

离开信阳博物馆时，讲解员为我们
再次“敲响”了《东方红》。当编钟悠扬雅
致的乐声徐徐传来时，我在心中默默和
着节拍，让自己的祝福飘向了这个华灯
初上的城市———信阳！

（原载于
2014

年
11

月
2

日《中国
广播报》）

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记者耿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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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灵魂，就是这
个城市的文化。她渗透于每一处
群众集聚的地方，潜移默化于每
一条街道及每一座建筑，给每一
个居住于此和来到这里的人以
关怀、以鼓励、以力量……文化
的链条在传承中延续，在古色古
香中沉淀，而我们就是嗅着这种
文化的气息成长。 你感觉到了
吗？ ”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