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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许多人盲目地怨四、忌四、惧四，
认为“四”与“死”谐音，不吉利。有些大城市
的高楼在排列层次时，故意缺第四层或缺尾
数是4的门牌号码；尾数是4的车牌号码也极
少有人选择。其实，古人崇四，并创造了光辉
灿烂的“四文化”。

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新石器时期文化
遗址出土有四边形的石刀、石刮器、石斧；县
城儒林镇东郊古人的祭日坛——豆腐石遗址
昔日有九块四方形的“石豆腐”，这是古人留
下的永久型祭品。多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器
物表明，古人通过长期观察与实践，总结出四
方形的房屋比圆形房屋更具有稳定性，更能
抵御自然力的袭击；四方形空间较圆形空间
实用，四方形建筑物能给人一种秩序感和静
态的完美意象。如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四方

形住房中有长方形灶坑，河姆渡文化发现的
干栏式长方形屋基，有互相平行的四排木桩。

我国从周代开始就实行的木杆秤衡器，
标准是 4 个 4 两（16 两）为 1 斤，2 个 4 两为半
斤，此标准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古
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将一年分为四
季，又称四时八节；一年中分24个节气，传统
农业严格按24个节气进行操作。24节气被称
为中国“第五大发明”。2016年12月2日，在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1届常务会上，24节气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许
多从古代留传下来的“四文化”至今仍在流传
和使用。

现代建筑90%以上是四边（长方或正方）
形，传统民居不管是吊脚楼还是平脚屋多数为
四排三间，四合院左右对称，前后照应；盖小青

瓦的前檐与后檐都是四边形，现代建筑用的材
料如瓦片、砖块、瓷板、承重梁、梁柱等都是四
边形；建筑物的门、窗、楼梯、电梯都是四边形，
整个建筑呈现出四平八稳、方正中庸的性格与
传统道德观念。室内用的传统型桌、椅、凳、
柜、床等多是四边形；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轿
车、货车、农用车的车箱都是四边形；现代化的
电器如电视机、电脑、手机、电冰箱、电烤箱等
都是四边形；纸质的钱币、书籍、账册、票据、报
纸、杂志、存折、信用卡、香烟盒等都是四边形；
娱乐用品字牌、相棋盘、围棋盘、扑克牌都是四
边形；体育场地如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门
球场、台球桌等都是四边形。传统的土坑墓
穴、棺材、冥币等都是四边形，人们时刻生活在

“四文化”之中。人一出生就躺在四方形摇篮
中度过婴育儿时期，进入学堂后坐在四方型课
桌边、面对四方型黑板度过十多年的学生时
代；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四方形床上度过，百年后又躺进四边形棺材埋
进四边形土坑。可以说，人从岀生到亡故的近
百年时光中都离不开“四文化”。

四方形文化中沉淀着数千年厚重的文化
传统与历史沉淀，有关“四文化”的密码我们
至今还无法完全破解，仍然处于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的研讨之中。

◆世相漫议

趣谈“四文化”
杨盛科

在邵阳市区资江南路步行街，立有五座
石筑牌坊，坊额上依次题刻着：昭陵、邵陵、邵
州、宝庆、邵阳。那是我们脚下这座古城，悠
悠两千多岁间所用地名的总括和缩影。

具体到原始的局部的地名则多如繁星，
其由来和典实数不胜数，凝聚着深厚的文化
积淀。例如三国鼎立时，诸葛亮率军驻守昭
陵城南，其祭旗犒军处后名祭旗坡，坡对面空
地叫点将台，与人弈棋处名棋盘岭。他在驻
地试射新式兵器连弩弓，被猛将张飞一箭射
到昭陵城东门外，那地方便叫箭落门。箭落
门西南侧，设有张飞擂鼓报警的鼓楼亭。城
内的卸甲坊，城郊的白马田，都留有张飞勤政
爱民的佳话。美髯公关羽的地名故事尤多。
他与美女貂蝉散步赏月处名步月桥，在资江
北岸饮马歇息之地称关公滩，而马鞍山的来
历故事，则铭记关羽爱护部下周仓之情。百
姓尊崇关羽为武圣，城中心有武圣街。屠宰
业拜张飞为祖师爷，在南门外建桓侯庙祭祀。

地名是长期社会发展和演变的产物，大
体经历自发命名再雅化改名阶段。

自发命名的原生态地名，往往生活气息
浓郁，例如半边街、一坡上、两路口、三角塘、
四号马路、五里牌、六头岭、七里坪、八宝山、
九井湾、十井铺、百步磴，形似报数，土得掉
渣，却易认好记。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则是初
始开拓者聚族而居形成的，有田家湾、呙家
园、戴家坪、陶家冲、涂家冲、张家冲、肖家排、
晏家岭、杨家垅、高家巷、马家巷、海家巷、吕
家巷、叶家巷、艾家巷、朱家巷、苏家巷等等，
即使不少受后人迁徙或外来户稀释影响，那
老地名仍有循名责实的考古价值。

构成地名的元素五花八门。杓把街、石

碑巷、狗头坡、马蹄塘、铁砂岭、棕树岭、李子
园、板栗园、柑子园、梅子井、桃花洞、桂花渡，
皆以地形地物得名。打铜街、打线街、窑岭
巷、铁炉巷、盐井弄子等地名，记录着早期作
坊加工集中所在地，开启着工商文明。

至于用东、西、南、北、中、上、下、左、右、
前、后之类方位部位字取地名，用山岭坡坳、
江河塘埧、路桥亭渡等字取地名，更是司空见
惯。究其原委，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
含着大量有关地理环境、民俗乡情、方言俚
语、社会变迁的信息，给后人探讨当地起源和
发展脉络留下了活化石。

历代官府出于某种文化理念或德政需要，
往往喜好创新地名、规范地名和雅化地名。唐
代，邵州城东关始建木桥，名东关桥。南宋，曾
任邵州防御使的赵旳，登基后以其第一个年号
升邵州为宝庆府，将东关桥兴建为石墩桥，改
名跃龙桥。元代，根据五行学说，青龙是代表
东方的灵兽，改跃龙桥为青龙桥。清末，青龙
桥以东的一坡上、二坡上、三坡上至箭落门那
条路建成贯通，形成街道，知府衙门将其依次
改名清泰街、管乐街、驿传街、儒林街。民国年
间，邵阳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驱孙中山，改六
头岭为中山公园；用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意，
改打铜街为大同街；用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之
意，改杓把街为觉化街；用仁义理智信之意，改
打线街为大信街。不少地名按《论语》等蒙学
经典雅化，如取“有朋自远方来”意，改窑岭巷
为遥临巷；取“里仁为美”意，改江湖弄子为仁
美巷；取“仁者寿”意，改盐井弄子为仁寿巷。
还有不少过于土气的地名，按照吉庆祥瑞的美
愿雅化，如改百步磴为新宜巷，改张家冲为保
宁街，改下墙为复兴街，改打枪坪为大祥坪；也

有的只按所处地理位置更改，如改上墙为邵府
街，改海家巷为南正街，改高家巷为通衡街，改
关门口为下河街。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区历史地名都换上有
“革命”意义的新名。如将青龙桥改称东风桥，
桥东的街道统称东风路，桥西的东直街、西直街
等街道统称红旗路，昭陵西路改称反帝路，通衡
街改称反资街，爱莲巷改称爱民巷，仁美巷改称
人民巷，田家湾改称前进巷，南门街改称胜利
街，二府街改称立新街，府后街改称向阳街……
直到1981年地名普查时，才将许多极左化的地
名废弃而复用旧名，并将南门街改称大安街（宝
庆府城墙南门名大安门），但仍然保留了部分新
名。东风路、红旗路、向阳街等地名，就是文化
大革命期间的历史沉淀。

改革开放后，古城改造加快，街道扩宽，旧
建筑大面积拆除，新建大厦林立。邵水两岸原
先只有崎岖的步行小道，且地势低洼，涨水即
淹，20世纪末加高河堤，建成宽阔平坦的大道，
取名邵水东路、邵水西路（群众曾自发呼其阿
腮街、情人街），让中河街及其吊脚楼，复兴街
及其船篷屋，连同柴码头、盐码头、粪码头等地
名，都走进了历史。从沿江桥西端到西外街的
街道改造后统称城北路，使原有的县东街、县
西街、考棚街、西堡街等古地名真正作古。好
在城市改造的领导者不忘保持新地名和历史
地名的联系，在城北路改造中将步月桥埋入地
下后，在马鞍山边的邵水河上又新建步月桥，
越发宏伟美观；城北路6号大院原是爱莲池，
因先后被女塾、三中和市府机关占用，致水池、
莲荷、廊桥、亭宇荡然无存。近年，再在双清区
境内兴建爱莲文化广场，打造爱莲池公园，以
崭新的载体传承历史文化。

◆思想者营地

地名：历史的沉淀
曾令禄

宋文博在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危
急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
的考验面前，挺身而出、一
马当先。从 1990 年 12 月
入伍，他先后参加灭火救
援战斗500余次，从各种灾
害事故现场抢救遇险群众
18人。洞口县城林苑酒店
曾发生大火，宋文博带领
三名战士冒着呛人的浓烟
和熊熊烈火冲入火场，将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和一位
10岁的小孩从火场抢救出
来；岩山乡菱角综合市场
曾因冰冻灾害引发大面积
坍塌，宋文博带领战士通
过 4 个多小时的人工掏挖
和救援，成功将 15 名被困
群众从冰雪和废墟中救出
……

记者饱含激情，将宋文
博一个个真实、朴实、平实
的故事，以《用生命书写忠
诚》为题写成长篇通讯，于2009年6月19日《邵阳日
报》头版头条刊登，全文细节写得细腻，情节写得生
动，树起了一位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人民忠诚卫士
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当天这张地方党报报眼位置，
刊发了中共邵阳市委《关于追授宋文博同志为优秀共
产党员的决定》，十分突出醒目，更显本报推出这一重
大典型的现实意义：抗洪英雄宋文博的壮举，彰显共
产党员临危不惧、舍己救人、一心为民、不怕牺牲的崇
高精神，宋文博短暂却光辉的一生，诠释了新时代共
产党员先进性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深入挖掘，搞好后续报道，拓展重大典型的深度

与广度

一个重大典型推出之后，可以不断地深入挖掘，
对其后续新闻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形式
连续报道，既要宣传英雄人物的高尚情操，夯实典型
报道内容的厚度；又要宣传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增
强典型报道思想的深度 ；还要宣传英雄人物的崇
高精神，拓展重大典型的传播广度，展示英雄的时代
风采。

2009 年 7 月 1 日，邵阳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
号召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开展向宋文博同志
学习活动，《邵阳日报》充分发挥地方党报的权威作
用，搞好舆论导向，创新报道方式，开设“三个特色专
栏”，“四管齐下”大力宣传宋文博的优秀事迹。

——摘登宋文博书信，彰显英雄高尚情操。中
国千百年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沟通方式——书
信往来，通过书信传递感情，情真意切。宋文博少小
离家，军旅19年，有情亦有爱，有苦更有甜。《邵阳日
报》开设《宋文博同志书信摘编》专栏，分类分期选登
了宋文博二十多封给家人的书信。至仁至孝、有情
有义的宋文博，通过一封封书信，向父母、弟弟、妻子
倾诉对部队生活的体会，对亲人的牵挂思念，对美好
爱情的向往，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在可以挂电话、
上网、发邮件的今天，阅读书信，见字如面，特别亲
切，掷地有声，令人感触万千，回味无穷，为广大读者
展现一位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

——身边人讲述宋文博，彰显英雄优秀品质。
《邵阳日报》开设《讲述·宋文博》专栏，特邀与宋文博
相知、相识、相好、相遇、相交、相逢的社会各界人士，
讲述与英雄的亲身经历，讲述对英雄的切身感受。
这样，既拉近了与英雄的距离，又贴近了学习英雄的
主题。宋文博的妻子曾志菊、洞口县公安消防大队
战士唐兵、洞口县花园镇袁苏佩等，分别以《妻子眼
中的宋文博》、《战士眼中的宋文博》、《群众眼中的宋
文博》为题，各自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深情讲述了宋
文博的先进事迹，让广大读者阅读其文，犹如身临其
境，感同身受。在妻子和孩子眼中，宋文博是好丈夫
和好父亲；在战士眼中，宋文博既是严师又是兄长；
在老百姓眼中，宋文博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

——学习宋文博先进事迹，彰显英雄崇高精
神。《邵阳日报》刊发邵阳市委书记《学习宋文博，竭
诚为人民》的署名文章后，促使650万邵阳人民开展
学习宋文博活动掀起了新高潮。本报开设《学习宋
文博，竭诚为人民》专栏，突出报道联系思想实际、立
足本职岗位学习宋文博，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将
英雄的精神付诸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去，学习英雄
见行动。本报在专栏里相继报道宋文博生前所在的
洞口县消防大队开展“学英雄见行动”活动，为遭受

“6·9”洪灾的宝湾村孤寡老人、受灾群众捐款捐物重
建家园，把爱民实践活动延伸到社会；报道洞口县学
习宋文博，紧紧围绕“学先进、赶先进、找差距、比奉
献、争一流、促发展”这一主题，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立
足岗位、干事创业的热情，为老百姓送技术、送资金、
送项目、送服务；报道全市政法系统将学习宋文博，
开展向群众“送温暖、送法律、送服务”和“学英雄、见
行动、比贡献”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推动全市政
法队伍建设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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