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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是中国古代先民供奉、祭祀城隍的庙宇。
因其受命于皇帝，负有保护一城安危之责，故格外受
百姓尊崇与信赖。在天南海北，九州方域，无论是京都
重地，还是州郡、路府，直至县治所在，无一例外，均建
有城隍庙。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香火之盛，堪比文
庙、武庙，可谓洋洋大观矣。

可惜历经岁月沧桑，风雨侵蚀，各地城隍庙大多
难逃劫难，毁之无存。山西全境仅存长治、榆次及芮城
三处，其中尤以芮城城隍庙最为完整有名。2001 年，国
务院公布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芮城城隍
庙当之无愧，赫然在列。

芮城城隍庙位于县城永乐南街小西巷内，俗称
“南庙”。据民国版《芮城县志》记载，该庙始建于北宋
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元、明、清各代均有修葺。
1985 年，该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高瞻远瞩，慧眼识珠，
以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承大手笔，对城隍庙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修整，使其焕然一新，文化含量更加丰厚，文物
价值更上档次。

集宋、元、清三代古建风貌于一处，是芮城城隍庙
得天独厚的古建特色。大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走过
山门，中轴线依次为享亭、献殿、大殿、寝殿，前院东西
两侧为廊房，后院东西两侧为厢房。大殿为宋代原构，
享殿为元代建筑，余皆清代所建。

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前檐柱头
五辅作双下昂斗拱，昂为劈竹式，蚂蚱型耍头。歇山部
位的“二龙戏珠”悬板为明代制作，富丽堂皇，庄严肃
穆，琉璃鸱吻及琉璃脊饰色彩绚丽，精美绝伦，是古建
中不可多见的精品。整座大殿古朴典雅，美轮美奂，尽
显地府王者气势。

享亭，俗称“看台”，位于城隍庙建筑群最南端，是
历代信众的祭祀之处。面宽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
顶，梁架为四架椽屋，通檐用二柱，柱子粗矮，柱头施
粗圆形大额枋，额枋上施四辅作单抄斗拱，斗拱硕大
古朴，建筑形制粗犷浑厚，具有浓厚的元代建筑风格。

献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单檐卷棚顶，前檐插
廊，中部辟门直通大殿。

寝殿位于最北面，面阔五间，进深两间，为单檐悬
山顶。

大 庙 碑 廊 里 ， 陈 列 有 北 魏 、 北 周 、 隋 、 唐 、
宋、元至明、清的历代名碑、造像碑、墓志铭等 98
通。馆藏文物还有大型通景堆绢 《郭子仪诞辰祝寿
图》 屏，吴镇、米芾、董其昌等古今名家墨笔画
卷，以及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所赠佩剑等珍贵文
物。所有这些，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具有弥足珍贵
的参考价值。

我国古代神祇众多，在天为神，在地为祇，天上地
下，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知凡几。是神必有庙，神多
自然庙广。但为何城隍庙能自立于庙宇之林，且不同
凡响，脱颖而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从城隍说起。
何为城隍？
原来，古代为了抵御外敌入侵，防止绿林匪徒袭

扰，许多人口稠密、商旅兴盛的地方，都会取土搬石，
筑起四周环绕的高墙以为屏蔽。这些高墙就是最早的

“城”。为确保城门不失，人们又在城外挖壕，注水为
池，称作“城池”；无水者则为隍，即为“城隍”。城隍二
字，始于《易经》：“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
吝。”汉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亦记：“京师修宫室，浚
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

中国先民极擅造神，依照自己的意愿，把“城隍”
奉为护佑一城平安的守护神，犹如现代的城防司令。
城隍最早的原型是水庸神。水庸者，是指农田中的沟
渠，水庸神也就是沟渠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

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所谓“大蜡八”，即为年终
祭祀的八位神灵，水庸居其七。后来几经衍变，水庸神
破格升迁，成了城隍爷。

史载，最早受封城隍的是汉代的纪信。《长安县
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
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而被项羽烧死。刘邦
得天下后，封纪信为十三省总城隍，在长安王曲城建
庙立祠，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汉文
帝、景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京师治安，朝廷颁
旨，将纪信封为城隍神。

延至宋代，城隍神被正式列入祀典，明确规定
新官上任三日内，必须拜谒城隍神。此后，纪信爵
位愈显，由汉时“忠祐安汉公”，至元代直封为“辅
德显忠康济王”。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亦对城隍恩
宠有加，大封天下城隍。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把王
曲城隍降格封为仅正三品的“忠烈侯”。由公而王，
由王降侯，纪信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死后多年，还
能再坐一次“过山车”。

有资料显示，纪信是中国古代名声最大、享有庙
宇最多的城隍，从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到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以及湖北、四川各地，共有大小庙宇 30
多处，历朝历代香火不绝。当然，除了纪信，还有许多
战功卓著的将帅，死后也被奉为城隍，他们在冥界继
续守护一方平安。比如三国时期的周瑜，生前为保卫
东吴而战，死后身居芜湖城隍庙，肩负护城重任。真可
谓鞠躬尽瘁，死亦不已。

对于城隍，不仅一般老百姓感恩戴德、毕恭毕敬，
就连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名士，负有守土之责的地
方官员，也心悦诚服，称颂有加。唐代的张说、张九龄、
韩愈、李商隐等，都曾写过为民祈福、感人至深的祭城
隍文。

张说在唐中宗、玄宗朝曾任黄门侍郎、中书令，封
上柱国燕国公。开元五年（717），张说作《祭城隍文》
曰：“山泽以通气为灵，城隍以积阴为德，致和产物，助
天育人。人之仰恩，是关祀典。”“庶降福四甿，登我百
谷，猛兽不搏，毒虫不噬。”在他心中，城隍不仅是一座
城池的守护者，而且是能驱除百邪，给万民带来福祉
的万能神。

对城隍的信奉，韩愈亦有同感。他称颂城隍：“粪
除天地山川，清风时兴，白日显行，蚕谷以登，人不咨
嗟。”而诗人李商隐对城隍护天佑民的莫大功劳，更是
推崇备至：“惟神广扇威灵，划开声势。俾犯境者，望飞
鸟而自遁；此滔天者，听唳鹤以虚声。崇墉载严，巨堑
无壅。今来古往，永无川竭之因；万岁千秋，莫有土崩

之势。”
除抵御外侮，防贼防盗，人们还希冀城隍能旱时

化雨、涝至去水，保佑一方安澜。杜牧在任黄州、池州、
睦州等地刺史时，就曾作过《祭城隍神祈雨文》。他说，
如果因为自己能力不逮，“治或不至，厉其身可也，绝
其命可也！吉福殃恶，止当其身。胡为降旱，毒彼百
姓？”他希望城隍神明察秋毫、悲天悯人，将他的苦衷
上达天庭，以普降甘霖，拯救万民。

有意思的是，大多城隍是由人间的皇帝敕封的，
而有的却是在阴曹地府考上的。清人蒲松龄在《聊斋
志异》开卷首篇，就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考城隍》
故事。

书生宋焘，本是一介布衣，并无背景。一日病
卧，忽有皂隶持牒来，催他应考。趋至一陌生府
衙，只见堂上端坐着一排考官，关公亦在其中。堂
下设案几，宋焘与先到的张秀才并坐待考。俄而，
考题发下，乃八个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宋
焘不假思索，挥笔而就：“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
心为恶，虽恶不罚。”众考官传阅称许。主考官对他
说：“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乍闻言，宋焘惊
恐不已。他说自己家有七旬老母，奉养无人，哀告
奉母百年后，再听录用。

经判官稽查生死簿，得知其母尚有九年阳寿。
关帝见众考官踌躇不决，遂提议让张秀才暂且代职
九年，待宋焘尽孝后再赴任。九年后，其母果卒。
宋焘这才如约，魂归冥界，当了城隍。

《聊斋志异》 看似诡谲荒唐，实则是作者假借狐
仙鬼怪之事，状摹人间众生之相，鞭笞社会之黑
暗，官场之丑恶。《考城隍》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思
考：善为人之本，恶系罪之源。一个人如果没有善
心，即使到了阴间，别说考城隍，恐怕连跑腿的皂
隶也当不上。

三代古建托起的明珠：
芮城城隍庙芮城城隍庙

■赵战生

元代文学家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一事
精致，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人处于
世，追求的东西实在太多，想要金钱，想要名誉，
想要亲情，想要爱情，想要灵魂得到滋养，想要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乱花迷眼，
取舍殊为不易。若一个人抛掷功名利禄，远离灯
红酒绿，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甚至因此而穷尽
毕生，这样的人生该是何其艰难。

但就是有人不畏这艰难。
这个人就是薛吉生，万荣县平原村一个普

普通通的退休干部。他的一生，都在探究薛瑄文
化的道路上跋涉着。即便衣带渐宽，即便老眼昏
花，即便皓首穷经，即便他自认为至今也根本无
法破解薛瑄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然而，也依然
不离不弃地坚守着。用薛瑄诗词中的一句话来
印证，“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

一
薛瑄者，万荣县平原村人也。明代著名理学

家、廉吏，曾任大理寺卿，入预内阁，殁后谥“文
清”。他在儒学上和王阳明齐名，创立了河东学
派，有“南王北薛”之誉，为明代从祀孔庙第一
人。至今在平原村还有薛瑄故居、家庙、陵墓等
遗存。

20 多年前，我供职于乡机关，整天因公文案
牍而劳形，未谙万荣文化之门径，不知薛瑄文化
之精深。县上有薛氏文化爱好者成立学会，承众
人之邀，我做南郭之状而混迹其中。我家久居荣
河，家谱早轶，只是大伯父临终前告我说：“切记
勿忘，咱是薛夫子的薛，不是薛仁贵的薛。”便此
一句，让我已是穷尽聚卷帙。然几千年的血脉相
承，几千年的薪火相传，几千年的颠沛流离，你
真要穷其脉络，还真非易事，难有成果。适逢学
会组织去平原薛瑄故里采风，我便心向往之。宝
地一谒，顿觉懵然如惊。毕竟在这穷乡僻壤之
中，蓦然有这一片文化的沃土，而且保存得如此
完好，着实匪夷所思。

彼时，平原村尚未开发，苍凉是唯一的感
觉。小小的家庙、故居，夹杂在逼仄的巷子
里，杂草丛生的陵园，空旷幽深。村民们知我
来意，便一齐举荐说，你要了解薛瑄，只需找

薛吉生，足矣！

二
薛吉生，我是早闻其名了。早

些年我在黄河岸畔的裴庄乡政府
谋生，下乡期间在好几户村民屋
里，都看到了其墨宝。其书笔走龙
蛇、效颜柳，我问众人何人所作
也？皆答曰县供销联社办公室主
任薛吉生者，里望乡平原村人士。
当其时，我虽略通笔墨，但实在是
卑微得若空中沙粒，纵在心中有
谋面之请，终觉冒昧不敢造次，遂
念之于心也。今日初见，可以说是
了了我数载心愿，激动之情溢于
言表。

先生与学会大多数人都很熟
悉，一呼便来。但见其一袭缁衣，
两口布鞋，头发花白，面色黝黑，
公门中人和乡绅耆老二者之形兼而有之。我紧
握其手，言说大慰我心。先生如孩童一般，黑脸
瞬间潮红，谦辞曰：不敢当不敢当，你才是我久
仰之人。今日没有家谱，没法排辈，官打现在，以
后就以兄弟相称了。先生牵着我的手，沿着村中
小巷款款而行，讲自己，讲薛瑄，讲自己寥寥数
语，讲薛瑄浩浩如风。他说从单位退休后，没有
住县城，而选择回到老家，为的就是此间安静，
退下来后再无旁事相扰，静下心来对老祖先薛
瑄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他是薛瑄的十
九世孙，“根正苗红”的薛瑄后裔，不像我，无法
知晓从哪里来。故而做这件事，我觉得非他再何
人？说到薛氏文化研究会，他感恩不尽：薛瑄的
名望很大，但研究和挖掘都太不够，宝珠埋在土
里！他一再感叹，并带着我东奔西走，细细地给
我讲述薛瑄的传闻往事。他以六十多岁的年纪，

居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很多薛瑄的诗文和部分
典章古籍中关于薛瑄的论述，还有刻在石头上
的碑文。

几乎用去一个下午的时间，先生像打了鸡
血似的，激情澎湃。我们和他分手的时候，夕阳
正照在他的身上，在背后映下一个无比高大的
身影，整个平原村都掩映在了这个影子里……

三
此后，我就多次去了平原，也就多次拜访了

薛吉生先生。自然地，我变成了薛瑄文化的忠实
信徒和传播者。

先生年龄渐长，却未见苍老，可见文化的滋
润有时候超过了药物。先生的家，满是书香墨
海，在一堆堆的农家院落间卓尔不群。七十余岁
的他依然勤苦不辍，临池洗砚，奋力笔耕。他告
我说，每天的生活雷打不动，散步、临帖、读书、

写文章，一个都不能少。充盈的日
子，让先生腹有诗书气自华。先生
能舍弃过去，回归本源，此间园地
何尝不是先生的桃花源？我很是
惭愧，从精力、年龄来看都比先生
强了许多，却徘徊在功名利禄中
不能自拔，高与下何须道哉。

戊戌年春，我奉命去平原打
造薛瑄廉政文化基地月余，与先
生有了更多接触。这一时段，为了
完成使命，我开始恶补薛瑄文化，
先生就成了我不交学费、随叫随
到的老师。一个月来，他有问必
答，无问自说，几乎想将自己知道
的倾囊讲给我听。

薛瑄故里的遗存，我最感兴
趣的是薛瑄故居。这个院子仅仅
二分地，一座狭窄的门楼，三间低
矮的厢房，便是全部。我惊诧于

此，不止一次——一个曾经入预内阁的三品官
员，清贫如斯！他给我讲《车窗记》的故事，讲《捕
虎答》的文章，讲薛瑄后人中了多少进士。我其
实都听了好多遍，但先生依然在讲。他说，“薛瑄
思想迫切需要传扬出去，在这个时代，薛瑄思想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讲廉政建设，薛瑄的家风和家教，正是我
们这个时代需要传承的。因为薛瑄的清廉家风，
薛瑄后人没有一个贪官，薛氏家族才成为了海
内望族”。

人的内心多多少少是有点“强迫症”的，看
它如何表露。先生的强迫症，就在薛瑄。他对薛
瑄文化的热爱，发自内心，不用扬鞭自奋蹄。多
少年来，他像一个向山头冲锋的孤胆英雄，没人
发令，无处借力，唯一就是自己，孤独地一根筋
般朝着自己心中确定的方向踟蹰前行。他把自

己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在各级报刊上发表。
他分文不取，义务给前来参观的各地游客、学者
讲述，以一己之力弘扬薛瑄文化。屈指数来，我
与先生交往也有十多年了，但真正的相聚都是
在平原。我经常说有什么困难，让他到单位来找
我。他也从没有来过，只有我来寻他时，他兴冲
冲地过来，拿过来几页刚搜寻到的片纸，向我诉
说几句苦乐。高兴的，我分享；纠结的，我多半爱
莫能助。

千秋不负文清公。对先生来讲，虽然岁月磨
砺，如同薛瑄故居门额上的碑刻。金石早已不被
时光腐蚀，历史的过往仅剩下唇齿间、笔墨里那
点回忆，但冥冥之中，先生如负重托，信诺不改。

四
薛吉生先生的高光点，不仅仅是薛瑄文化

的研究，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章，皆可圈
可点。

平原村的墙头诗，远近闻名。墙头诗顾名思
义，就是在墙头上写的诗，现在已经成为平原一
景。薛吉生先生正是平原墙头诗的重要角色。

平原墙头诗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在
巷道墙上用水泥制作成小黑板，由村里的文化
人用毛笔将编成的诗歌题于黑板上，这便是墙
头诗。墙头诗内容包罗万象，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如春风化雨般将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勤廉美德等等，润物无声地浸润于群众生活。

以薛吉生先生为代表擅作墙头诗的老文化
人，也同样是万荣乡村文化阵地的坚守者。他们
不计报酬，乐于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讲，薛吉生
先生应当不孤独，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退休的后半生，薛吉生先生坚守自己的信
仰，执着地做着薛瑄文化研究这么一件事，让我
真正感受到了坚守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中华传统
文化要留住根，传得远，正需要千千万万个像薛
吉生先生这样的坚守。我想，只有落在薛瑄故居
屋顶的那泓明月，如同一面磨洗干净的铜镜，永
恒地返照在平原村的巷子里，让薛吉生先生前
行的道路更加坚定，更加宽阔，更加光明……

守 望 的 力 量
■薛勇勤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日前，河津
市政协主持编纂的 42 万字方志类图
书《民国河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发行。

《民国河津》试图清晰“还原”河津
民国时期的历史与现状、民情与民风。
该书的出版弥补了河津民国时期的历
史断档，顺应了社会各界的呼声，弥补
了史志断代之缺憾，以期达到“存史、
资政、团结、育人”的目的。

《民国河津》全书以时间为轴，将
1912 年到 1949 年，阎锡山政权辖下河
津县的县情、行政区划、行政机构、党
派组织、知名人物、石刻牌匾以及艺文

等较为翔实地收录。在编纂过程中，河
津市政协成立《民国河津》征编小组，
深入到河津市街道社区、乡镇村组走
访，搜集、整理了大量鲜活的资料最终
成书。全书不仅在宏观意义上以民国
初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为重大时
间节点，详述了河津行政机构、行政区
划的演变以及党派组织的活动轨迹，
还将这一时期河津人所作的散文、诗
歌以及戏剧对联等艺文汇编其中。

通过文字保留历史记忆和文化传
统的同时，《民国河津》附有大量摄于
民 国 时 期 的 河 津 老 照 片 。这 些 摄 于
1935 年至 1949 年的黑白影像，题材广
泛，捕捉到当时河津的古迹、学校、革
命活动点等的光影时刻。从河津老县
城到禹门口全景图，从卜子夏祠堂到
觉城寺舍利塔，从西北野战军二纵队
创建的子弟学校到民国契约条据，这
些旧时影像讲述着民国时期的河津风
物，敬惜着旧时河津的历史记忆。

回眸历史，鉴古知今。这一时段的
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壮大浴
血奋斗 28 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人民
14 年英勇拼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辉煌历史；是中华有志之士拯救
国难推翻三座大山的辉煌历史。《民国
河津》为新时代河津再谱新篇章提供
有益借鉴，从中不仅能获得宝贵经验，
更能得到深刻启示。

《民 国 河 津》付 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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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近日，山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确定 46 名山西省
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其中，
市蒲剧青年实验演出团团长、一级演
员景雪变入选山西省宣传文化名家工
作室领衔人戏曲表演类名单；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澄泥砚制作技
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山西三宝”

（澄泥砚）代表性传承人蔺涛入选非遗
传承类名单。

我省开展戏曲名家工作室、音乐
舞蹈名家工作室、编导名家工作室、书
画名家工作室遴选工作，是为充分发
挥我省宣传文化名家的示范带动作
用，更好促进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
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自觉担当
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这次遴选面向全省
戏曲表演、文博古建、音乐舞蹈、编剧
导演、文学创作、书画艺术、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等 7 个领域开展。入选的
工作室主要任务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开展课题研究和精品创作、
加强青年人才培养等。

在传播中华文化和推动戏剧繁荣
发展过程中，景雪变开拓创新、成果卓
著，先后荣获多项国内和国际大奖。
在戏剧表演上，她现代戏、古装戏文武
兼能，在《柜中缘》《宇宙锋》《关公与貂
蝉》《窦娥冤》《山村母亲》等 30 多个蒲
剧经典剧目中担任主角。其主演剧目
先后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
助剧目”“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第二
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及第 13 届
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奖
项。2002 年建团伊始，景雪变“带新
人，走正路，出精品，兴戏剧”，于 2004

年在艺校首倡成立“小梅花定向班”，
十多年来培养了 45 朵全国戏曲“小梅
花奖”演员；还与运城学院共同努力，
经教育部批准在该校设立戏剧本科专
业，她作为特聘教授，亲自担任学科带
头人。2017 年 9 月 23 日，景雪变带领
小梅花版《西厢记》为庆祝党的十九大
进京献礼演出，相关领导到场祝贺并
给予高度评赞。2019 年，景雪变入选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
曲专项扶持项目“名家传戏——当代
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

1986 年起，蔺涛开始与父亲蔺
永茂研制失传三百余年的国之瑰宝
——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绛州澄泥
砚”，历经十年挖掘研制，使得“绛
州澄泥砚”荣获许多项国家级、省级
金 、 银 、 铜 奖 、 优 秀 奖 。 2006 年 8
月，“绛州澄泥砚”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成为中国砚台行业仅有
的驰名商标；2007 年 1 月，绛州澄泥
砚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绛州澄泥砚
与平遥推光漆器、珐华器并称“山西
三宝”。山西珐华器产生于琉璃，但
不同于琉璃，珐华以碱作釉，釉色透
明见底，显著的标志是立线、隔釉见
胎。平遥推光漆器距今已有 4200 年
历史，是“中国四大名漆器”之一，
其“髹饰”技艺于 2006 年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4 月，绛州澄泥砚传统生产技艺独
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蔺涛荣获“中国传统文化特殊贡
献者”“中华英才”“山西省委联系的
高级专家”“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及“运城五一劳动奖章”等。

我 市 2 人 入 选 省 宣 传 文 化
名 家 工 作 室 领 衔 人

薛吉生在平原村书写墙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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