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单场冠军，
之前在第一季，我获得首场和第八场
亚军，在第二季成为总决赛选手。”
2022年 12月 25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首播的《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第
四场现场，黄骅代金旺获得了单场冠
军。

从出于兴趣报名参加，到站在冠
军的舞台，可能代金旺自己都没想
到，走过三季《中国地名大会》，他用
自己的方式，“走遍”了祖国的山河大
地。

“第一次参加，是从全国地理兴趣
群里获得央视将录制地名节目报名信息
的。后来经过答卷考试，再通过电话面
试，就进入了录制环节。”参加完节目
录制，代金旺很少对人提起。直到
2019年 11月 16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首播《中国地名大会》第一季比赛，他
参赛并取得首场亚军的消息才被大家知
晓。从此也开启了他的追梦之旅。

如今，即使获得了单场冠军，代金
旺也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专业选手”。
他说：“我只是对地理地名感兴趣，从

小就留意与之相关的事情，没有经过专
业训练，只是单纯地喜欢。”

从代金旺的教育背景来看，他的确
算不上“科班出身”——他大学学的是
医学专业。正如人们常说的，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非专业”并没有影响他对
中华历史、地理的追求与热爱。

在参加《中国地名大会》这几年
中，他利用网络，学习了全国所有县级
及以上城市的地名来源和人文、自然特
色，同时认真学习了《中国文化地名
学》《中国地名史话》《简明中国历史地

图集》等相关书籍。
“每次比赛之前，我都按类别对地

名知识进行整理和归纳总结，比如历史
故事类、诗词文化类、民俗美食类、文
化遗产类……”代金旺拿出一摞摞地名
书籍和之前整理的一沓沓地名知识笔记
说。这些，既是他努力备战比赛的见
证，也是他“走遍”祖国山河大地的足
迹。

正是凭着对中华文化的这份热爱，
代金旺最终以丰富的知识储备，站上了
央视舞台，发出熠熠星光。

从兴趣出发，“走遍”祖国山河大地

沧县杜林石桥又名登瀛桥，是沧州境内
著名的两座明代石桥之一（另一座为献县单
桥）。2017年9月，《沧州日报》组织读者赴
登瀛桥采风并开展专家访谈。采风和访谈过
程中，人们对登瀛桥的桥名寓意、图案雕
刻、栏板文字等展开了持续一个多月的讨
论。在此，笔者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
以期对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所蕴藏的文化价值
的研究有所裨益，也希望读者朋友们指正。

一、“登瀛”何指？
有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登瀛桥之名，是

因西通河间，河间古称瀛州，故名。但笔者
认为，登瀛桥之名与河间古名无关。当时与
笔者观点相似的有原两报总编辑刘桂茂和孟
村蔡永贵先生及部分读者。

笔者认为，考察“登瀛”之名，当结合
石桥所处位置、桥上石雕故事、时代背景、
民俗、词意等因素综合分析。

首先，“登瀛”一词，古已有之。一指
成仙，二指中式 （考取功名）。古人认为，
海上有仙山，其一是瀛州。道教是中国土生
宗教，在民间影响至深，成神修仙，在道教
那里演变得更为广泛，至明代尤甚。科举是
隋唐之后读书人出仕的最佳出路，中式就有
资格出来做官。登上青云路，是古代多数读
书人的梦想。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于登瀛
桥命名，不会没有影响，而桥上石栏的雕
刻，也确实以这两个意思为主展开。

其二，“登”，瞬间动作，即抬脚就到之
意。河间在登瀛桥西百余里，即使今天，也
不是抬脚就能到的。所以，若是为了通向河
间，名为“通瀛”比“登瀛”更为准确。而
大河通大海，海上有仙山，一考定终身，登
桥成仙、一步登天的用法却约定俗成。

其三，河间在登瀛桥西，如西向而行，
桥名可以与河间发生勾连，可以解释，但若
从西向东来，就解释不通了。

其四，以“登瀛”为名的古桥在中国不
止一处，也多用于人名、书院。如盐城、嘉
定、东莞等地都有登瀛桥，南皮在清代有登
瀛书院。而凡以“登瀛”为名的古人，其解
释名的字号，多取高升、修仙意。至清代，“登瀛”，成为新科进
士及第授官的仪式之一。

其五，刘桂茂先生认为，“瀛”是神仙境界，后来又被引申
为金榜高中，“望”之，“登”之，是美好向往。所以，一切以

“望瀛”“登瀛”命名的地方或建筑，均应以原始义为首义。在登
瀛桥未建、此路未通未达时，这里就已经叫“登瀛镇”，也足证

“瀛”的首义不是河间。清代，河间府南门楼就叫“登瀛楼”。如
把“瀛”解释成河间，那就成为“在河间登上河间楼”，根本说
不通。当释为在河间登上此楼如上仙境好。

二、“双凤齐明”是祝福大明朝吗？
杜林石桥北侧中心栏板雕刻的一对凤凰之上有“双凤齐明”

四字。如作固定词组对待，“明”字多半会被看成错别字。杜林
文化爱好者赖宝国曾就此请教一教授，答曰：“鸣”的别字。赖
宝国不认同，自立一说：“明”是明朝的意思，是对明朝廷的一
种恭祝。此说后衍生为：建桥者讲政治。

真是这样吗？
在汉语里，如果讲到政治层面，龙凤就是皇帝和皇后。“双

凤齐明”，如果把“明”字解释为国号，那么凤加于国号之上，
就有后宫之权高于皇权的嫌疑，这是封建社会（除了个别时代）
绝对禁止的，万历时期更不允许。

杜林石桥建成时，正是明万历中期。明代一大特色就是皇权
高度集中，政治形态呈现为皇帝居中控制，司礼监、内阁、文臣
集团互相牵制的局面。万历时期，几个集团相互倾轧的局面更为
严重，而后宫也恃宠作祟。比如，因万历皇帝的贵妃郑氏扰乱，
皇长子朱常洛20岁还没当上太子，为此发生了长达15年的“国
本之争”，100多名官员遭到革职、发配的处分。虽然万历受到郑
氏干扰，但皇权是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郑氏至死也只是个贵妃
的身份。杜林石桥建成时，正值“国本之争”白热化。明代厂卫
盛行，因言获罪被杀的人很多，在公开场合加凤凰于国号之上，
除非是不想要命了。想来，建桥者不会去蹚这个浑水。

凤，古代还有一意：大才贤才。如“人中龙凤”“卧龙凤
雏”。考登瀛之意，有中式的愿景，栏板所刻，多励志故事。那
么在古代读书里，人中龙凤的榜样是谁？又怎么恰恰是两位？

其实，“双凤”之典，宋已有之，是特指著名思想家北宋程
颢、程颐兄弟。相传“二程”的母亲侯氏夜梦“双凤投怀”，至
南宋时，理学“双凤”和“双凤投怀”，就已经被士林传颂。现
在，“二程”出生地湖北黄陂的“双凤亭”遗存，就是南宋时为
纪念“二程”而建。

明代，朱元璋将“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文章发
挥，不能出此范围。“程”，即“二程”学说。读书人想通过科举
考试，必须得精通“二程”学说。明景泰六年（1455年），明朝
廷加封河南嵩县程村为“两程故里”。至万历二十二年 （1594
年） 杜林石桥建成，明朝廷通过100多年的推举，“二程”作为
士林榜样的地位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

“二程”学说是儒家道统的重镇。其学问的核心，就是“明
理”。在他们的学说里，“理”即是“道”，是宇宙的本体，读书
人要“明理”以“经世致用”。所以，“明”字，既不是别字，也
不是明朝廷。而是以“二程”为榜样鼓励读书人，明理，中式，
为国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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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海涛） 2022年12
月30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江苏
省兴化市委宣传部承办的中国小说学
会 2022 年度好小说评选结果揭晓，
共 45部作品入选。包括孙甘露《千
里江山图》等 5部长篇小说，迟子建
《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等 10部中篇小
说，潘向黎《兰亭惠》等10篇短篇小
说，卓牧闲《老兵新警》等10部网络
小说，韩东《见过鲁迅的人》等10篇
小小说·微型小说。其中，我市作家
蔡楠的 《十八岁的李响》 入选小小
说·微型小说榜单。

《十八岁的李响》采用幻想与现
实相交融的手法，塑造了“我”的爷
爷李响这个在革命战争年代响应党的

号召、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英雄形
象，歌颂了革命先烈舍小家顾大家、
为了革命胜利不怕流血牺牲、吃苦耐
劳、勇于奉献的精神，展现了新一代
青年以实际行动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传承革命精神、贡献青春力量的社会
担当。

作品首发《天池小小说》 2022年
第7期，之后被《小说选刊》《小小说
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
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 等选载；
入选济南、潍坊、枣庄、南京、苏
州、扬州、廊坊等高考模拟阅读分析
试题及文本精读课件。

年度好小说由中国小说学会每年
评选一次。本届评委们一致认为，

2022年的小说创作继续保持了新世纪
以来文学多元化的良性发展态势，并
呈现出新气象。首先，是创作群体的
新老结合。老作家如年届九旬的王
蒙，“50后”的贾平凹、王安忆、叶
兆言、杨少衡、孙甘露，依然笔耕不
辍，笔力雄健，不断有佳作问世；

“60后”的迟子建、潘向黎、艾伟，
以及中青年作家如乔叶、孙频、徐则
臣、葛亮、付秀莹、周嘉宁，乃至更
为年轻的厚圃、李司平等新秀，都在
相继发力，整体形成了一种云蒸霞
蔚、姹紫嫣红的宏丽格局和气象。

其次，是文学内外空间的不断展
拓、上下求索。不只是在题材领域，
如历史、现实、农村、城市、家庭、

军事、工业、科幻等方面不断开疆拓
土；在对人的内在精神情感世界、对
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掘进上，同
样收获丰硕。尤其是关注当下、关注
时代，书写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
时代山乡巨变的佳作不断涌现。作家
们积极寻求叙事创新的资源、灵感与
动力，努力创造能与时代灵敏互动、
与人民紧密共情的精品佳作。

蔡楠，任丘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先后在 《人民文学》《中国作
家》《民族文学》《小说选刊》《微型
小说月报》等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
说《马本斋》，中短篇小说集《行走
在岸上的鱼》《白洋淀》《水家乡》等
20余部作品。

蔡楠作品荣登蔡楠作品荣登20222022年度好小说榜年度好小说榜

地名，不仅藏着风吹不灭的历史岁
月，也有尘掩不住的文化痕迹。

“大家往往对中国古代诗词耳熟能
详，但对祖国的一些地名了解并不多，
其实我们的地名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对
于地名文化，代金旺了解得越多，越感
觉到其中的博大精深。他说，地名中藏
着传说、藏着人物，也藏着历史的变迁。

“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地名就很
有意思。在沧州，最知名的与运河相关
的两个地名应该就是运河区和泊头市
了。运河区是一个非常具有地标代表性

的地名，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极少有这
样明了体现运河文化的县级以上地名，
沧州‘占’下了运河之名，是全市人民
和地名工作的荣耀。泊头市也是很明显
的‘交通’类地名，一个‘泊’字就可
以看出，当年的泊镇在大运河通航时期
是多么繁华和重要，这也奠定了泊镇能
发展成县级市——泊头市的基础。”

与其他文化爱好者不同，代金旺关
注更多的，是探究地名文化，发现地名
中藏起来的“密码”，寻找地名背后的
故事。

“比如海丰镇遗址与金代沧州沿海
区域的煮盐业与海上贸易，从而印证今
天黄骅一带自古是渔盐之利雄天下；黄
骅郛堤城瓮棺葬出土文物与东北亚地区
一些地方墓葬文化相似，从而印证这一
带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等。”

代金旺认为，地名文化的研究应该
是严谨的，需要从人文和自然两大方向
着手。只有在掌握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
的同时，与当地遗址和出土文物相互结
合，才算是找到了打开地名文化大门的
钥匙。

“让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地名这个
狭隘的概念，还有地名中包含的地理、
历史、文化和民俗。《中国地名大会》
作为一档弘扬民族文化的节目，也是以
地名知识为载体，从地理、历史、语
言、文学、民俗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地
展现中华大地的万千风貌，引导人们发
现地名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蕴、文化华彩
和人生百态，唤起根植于国人心中的家
乡情结与热土情怀。”感触到地名背后
的文化脉动，激励着代金旺在央视舞台
上越战越勇。

感触文化脉动，讲述地名中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黄骅代金旺，来自
以英雄命名的城市、中国冬枣之乡——
河北黄骅。”每次站在央视舞台，代金
旺总会满含深情地说起家乡的名字。用
他的话说，这是“带着家乡上央视”。

为家乡扬名，是代金旺走上央视、
与众多选手竞技的初心和动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家乡的机
会，就算宣传的内容无法完全被保留，
但是只要能冲出 70人团上场答题，也

可以让家乡的名字被多次提起，从而扩
大黄骅在全国的知名度。”早在2019年
第一次登上央视，代金旺就抒发着对家
乡深深的爱。

将家乡名字冠在选手姓名之前是
《中国地名大会》的一大特色，目的是
希望让人们长思故乡之名。

在《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的邀
请信中，就曾这样写到：“家乡，以短
短几个汉字为名，却是我们永远无法

割舍的情感。我们为生活奔波，却无
法顾及心中最温暖的角落。无论身在
何方，家乡的一切都在你的记忆里鲜
活跳动。那个你最熟悉的地名背后，
是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积淀，是一方水
土养育的富饶文明，是亘古未变的乡
音。独特的家乡习俗，那些让你欢笑
的、流泪的，都是你对家乡最浓烈的
回忆。一草一木，一时一景，如数家
珍，永生难忘。”

在《中国地名大会》这个舞台上，
地名不仅是一串暖心的字眼，更是浓浓
的家乡情怀。沿着地名的路标出发，代
金旺既展示了自己的才艺，表达出自己
对家乡的热爱，更让人们感受到了黄骅
这座英雄城市的魅力。

对代金旺来说，无论世事如何变
化，无论身处何地，那个家乡的地名，
早已在心中长成了一棵树，诉说着同一
个永恒的主题。

长思故乡名，一可念来路，二以慰乡愁

具有建筑之美的登瀛桥具有建筑之美的登瀛桥

代金旺从参赛到成为单场冠军代金旺从参赛到成为单场冠军，，
努力了整整努力了整整33年年。。

一个地方的名字，就像一切的起

点。有了名字，每一棵草木都会有自己

的家；读懂这个名字，就是读懂一种厚

重的历史和一份深沉的感情。2022年12
月 25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的

《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现场，黄骅代金

旺获得了第四场单场冠军——

带着家乡带着家乡带着家乡
赴一场山河之约赴一场山河之约赴一场山河之约

本报记者 刘 伟

解
放
桥
、
清
风
楼
等
大
运
河
沿
岸
的
地
名
，
藏
着
丰
富
的

人
文
历
史
。
而
运
河
区
是
大
运
河
沿
线
唯
一
一
个
以
运
河
命
名

的
县
级
区
。

边
志
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