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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祖诗祖故里故里 风雅房县风雅房县
《《诗经诗经》》文化文化大放光彩大放光彩 节庆为媒力促发展节庆为媒力促发展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

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得名。大巴山脉和武当山脉在此交汇，山峦纵横。而

山峦之下，河谷蜿蜒，阡陌相连，每每“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却路随水转，豁

然可见“柳暗花明又一村”。

曾经的房县，有着“寒山脚下飞重檐，墙壁斑驳已经年”的古老宅屋、“窈

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陇绣”的吟咏叹唱、“四面烟峦归眼底，疏疏林叶

万山秋”的巍峨旷绝……如今的房县，凭着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济一

体化、工业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犹如荡舟楫水的舵手一般顺流而上，稳抓

机遇，经济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强劲发展态势。

房陵文化 在创新中不断完美

从西周之前发展至今，房县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被世人所知晓。在这

里，有上古神农氏炎帝尝百草之地，武王伐纣时阐教十二真仙青峰山紫阳

洞，有西周诗经的采集者，编著者，被誉为“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的尹吉甫家

庙。房县处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地带，县域居中

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和中西部接合部，东扼荆襄，西望长安，南依神农架林区，

北交车城十堰和道教圣地武当山，自古就有“秦陕咽喉，荆襄屏障”之称。大

巴山脉和武当山脉在此交汇，形成了著名的青峰断裂带和西高东低、南陡北

缓的地形地貌，中为河谷平坝。

就是这样一个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房县，在地域文化学上有着鲜为

人知的独特而重大的价值，在千年文化的洗涤下，诗经在民间口口相传至

今，被专家学者誉为诗经文化传承的“活化石”。

房陵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诗经文化、宫廷文化、忠孝文化、和农耕文

化。诗经文化产始于西周时期，发育成熟以《诗经》完成为标志，历时 500

年。西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重文化和文学的朝代，周室的采诗制度

和献诗制度使紧傍王畿有着好歌传统的房陵成为采风之地。《诗经》是我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周朝太师尹吉甫既是作者之一，又是搜集、整理、编

撰者。他对诗经文化的形成具有特殊贡献，尹吉甫生于房县，食邑房县，

葬于房县，房县是他主要采风之地。周王室的采诗和献诗制度，使房县

民歌最早走进《诗经》。房县民间至今仍在传唱“ 关关睢鸠”等《诗经》民

歌，历经数千年不衰，成为房县文化的活化石。还有就是宫廷文化，房县

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14 位帝王将相曾流放

至此，尤其是唐中宗李显，在这里生活长达 14 年之久。宫廷民风交融生

长，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宫廷文化。再有是忠孝文化。周朝太师尹吉

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其精忠报国的

行为被世人尊崇为“ 忠”的典范；汉代孝子黄香是房县人，其取身尽孝的

故 事 对 房 陵 影 响 深 远，房 县 因 此 有“ 忠 孝 名 邦”的 美 誉 。 最 后 是 农 耕 文

化，神农氏（又称炎帝）是远古时期农业和中草药的最早研究发现者、实

践者。据史书记载，神农氏主要活动在秦巴山脉的房县一带，神农尝百

草的故事广泛流传在房县民间。

大自然不仅造化了房县独特的山川地貌，也赋予了其厚重的历史文

化。行走在房县的山山村村,处处飞扬着山民的歌声。2012 年 9 月 8 日中国

（房县）诗经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对古老诗经文化的传承和当地经济社会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文化 在传承中彰显特色

房县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此地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并发现了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房县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区位优

势，以诗经文化为核心的房陵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

随着湖北省委、省政府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十堰市委打造区域

性中心城市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房陵文化”的发掘开发意义重大。近些年

来，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关注下，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

努力，房陵文化，特别是诗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发掘、保护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一是学术研究成果显著。近年来，北京大学陈连山、华中师范大学刘守

华等教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

十堰市诗经文化研究会会长袁正洪等专家、学者多次深入房县实地考证，形

成了一大批房陵文化的研究成果，初步确定了房陵文化的构成、价值和它在

区域文化中的地位。2010 年，在成功举办的中国诗经学会房县诗经文化研

讨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位诗经文化的专家学者，对房县的诗经文

化进行了专题研讨，这为房县诗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保护传承措施得力。房县十分重视房陵文化的保护、发掘和传承，

自 2004 年以来，组织了 105 名干部深入 20 个乡镇 303 个村进行普查、搜集，

访问座谈民间艺人 1.8 万人次，已搜集民间歌谣、民间故事 2 万多首（篇），拍

摄民风民俗、民间文化活动录像资料、录音磁带 120 盘，照片资料 1.5 万张。

并以此出版了房陵文化系列丛书，申报了 5 个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

命名 3000 多名房陵民间艺人，在全县开展了房陵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社

区等普及教育活动。在县内电视台、网站开辟专栏，大力宣传诗经文化，提

高广大群众对诗经文化的认识和关注，营造自觉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

三是文化推介力度较大。近几年，各级新闻媒体曾多次对房陵文化进

行报道，在搜索引擎上关于房陵文化的词条达 5000 多个。央视《新闻联播》

两次报道了房县诗经文化及诗经民歌的消息；中央十台《探索与发现》栏目

播出的《诗经溯源》、原生态诗经民歌《山风》成功登上《我要上春晚》栏目；中

央七台《乡土》栏目连续两年走进房县，播出了房陵民间文化的专题片；2010

年 9 月和 11 月，《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头条刊发《山乡建歌堂、村民唱诗经

——贫困县湖北房县成功走出一条县域文化发展之路》、和《闭塞小县民歌

传唱诗经已千年》等两篇稿件，先后被全国 100 多家媒体转载；去年初《湖北

日报》刊发了系列报道；房县的原生态诗经民歌去年还登上了湖北卫视春晚

舞台。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推介，诗经文化这一品牌在省内外乃至全国、全

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东方发白兮,上山冈兮,砍砍伐檀兮,日暮而归。”“南有乔木难避险,不可

休息却不能,汉有游女难接近,不可求思长江深,跨过长江见情人。”“燕燕于飞

翔,差池其羽膀,之子于归嫁,远送于野旷,瞻望弗及女,泣涕如雨降。”“桃之夭

夭满枝杈,灼灼其华一枝花,之子于归来出嫁,宜其家室迎嫁娶,欢欢喜喜成了

家。”这些在当地广为传唱的民歌分别出自于《诗经》中的《关雎》、《伐檀》、

《汉广》、《燕燕》、《桃夭》。

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为 80多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至今仍记得,在小

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

这些源自《诗经》的民歌,内容广泛,有反映婚恋的情歌,也有反映劳动、离

别、怀念逝者等的诗歌。

据统计，全县目前有各类民歌手 5 万多人，故事篓子 6.5 万人，民间艺人

3 万多人。房县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深深植根于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

之中，呈现出不可复制的原生态之美。通过近十年努力，房陵文化彰显出特

色文化品牌的魅力。在政府大力倡导扶持下,房县民间文化焕发出勃勃生

机,农村文化舞台异彩纷呈，这种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民间文化受到群众的

欢迎,而且日益显现出促进广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功能。

节庆为媒 招商引资共谋发展

房县素有“木耳之乡”、“黄酒之乡”、“华中森林宝库”、

“华中药库”、“耳菇之乡”、“忠孝之邦”之称。同时还拥有“中

华泉水之冠”的美誉，野人洞、野人谷两个国家 4A 级旅游区

风景优美。房县的东北部与丹江口市相交，南临神农架林

区，西与竹山县毗邻。县城距省会武汉市区 582 公里，距十

堰市城区 102 公里。县境东西长 300 公里，南北宽 131 公里，

总面积 5110 平方公里，素有“千里房县”之称。

近年来，房县以打造全省经济强县、全国生态旅游名县

和十堰“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为目标，牺牲奉献、敢于担

当、创新争先 、负重前行、乐观向上、开放包容。把房县的

经济发展与地方的独特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新的内涵

与生机。

房县县委、县政府在举办诗经文化旅游节时，立足本土，辐射周边，面向

全国，针对百姓需求特点和市场消费规律，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的办会模式。积极地开展产品展销、艺术品展览、项目签约洽谈等活动，充

分展示房县改革发展的重大成果。

在 2012 中国（房县）诗经文化旅游节投资项目签约洽谈会上，房县人民

政府县长朱光洪同志介绍了金盆房县的投资优势及优惠条件，同时也表达

了美好祝愿：表示房县将继续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以更加优惠的政策、更

加优质的服务、更加优美的环境，吸引海内外宾朋和有识之士，到房县来投

资、兴业，共同创造辉煌的未来。

凭借 2012 中国（房县）诗经文化旅游节这一良好平台，房县此次签约项

目涵盖四个层面：一是银政合作项目；二是战略合作项目；三是招商引资签

约项目；四是企业合作项目。此次项目会是房县招商引资与“2012 中国（房

县）诗经文化旅游节”各方代表携手共进，真诚合作，共谋发展的结果。此次

签约项目涉及到磷化产业、农特产品交易、纺织布业、生态产业园、动物药

业、中药饮片、木雕工艺、黄酒旅游、汽车稳定杆支架总成项目等多个方面，

总签约资金达到 83 亿元。这些项目的合作建设，对促进房县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延长产业链，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房县正以开

放的胸怀、积极的姿态，期待着与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携手合作，共谋发展，

在创业中加深友谊，在“双赢”中共享成功。

“汉有游女难亲近，不可求思长江深”，“呦呦鹿鸣南山岭，食野之苹自在

神”，“哀哀父母多辛勤，儿难报答父母恩”这一首首动人的旋律不仅是房县

人民的悠悠情思，也是华夏儿女的绵绵心意，她们见证了炎黄子孙的成长足

迹与文明进步。更是房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多得的文化支撑和有力的

“助推器”。

2012 中国（房县）诗经文化旅游节，是房县经济创造辉煌的起点；在政府

战略的引导下，中国（房县）诗经文化旅游节必将届届有突破，成为经济腾飞

的“润滑剂”，成为房县人民的骄傲，成为十堰人民的骄傲，成为鄂西北一颗

璀璨耀眼的明珠。

■ 杜达巍 况建斌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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