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山西省群众文艺作品（文本类）创作
选拔获奖名单（曲艺） 4件作品

《一堂特殊的党课》（盐湖区文化馆）作词、曲：
韩长荣

《勤俭节约树新风》（河津市文化馆）作者：董
朝元

《全民动员反电诈》（河津市文化馆）作者：董
朝元

《争上丰收节》（万荣县文化馆）作者：潘新杰
2020年山西省群众文艺作品（文本类）创作
选拔获奖名单（戏剧） 4件作品

《带着前夫拜花堂》（万荣县文化馆）作者：潘
新杰

《寿礼捐到武汉去》（万荣县文化馆）作者：潘
新杰

《东风解冻》（万荣县文化馆）作者：潘新杰
《小二黑结婚》（万荣文化馆）作者：张旭光
2020年山西省群众文艺作品（文本类）创作
选拔获奖名单（音乐） 7件作品

《孔雀蓝》（河津市人民文化馆）词：周宗降
曲：闫恩元

《涑水先生》（夏县文化馆）词：樊峻山 曲：赵
保国

《河东颂》（运城市群众艺术馆）词：冯秀峰
曲：景建树

《希望之春》（运城市群众艺术馆）词：冯秀峰
曲：苏亮亮

《爱你，我的亲人们》（运城市群众艺术馆）词：
王玉霞、冯秀峰 曲：张东峰、苏亮亮

《走向春天》（河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词：薛新
才、闫恩元 曲：闫恩元

《心手相牵》（河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词：薛新
才 曲：闫恩元
2020年山西省群众文艺作品（视频类）创作
选拔获奖名单 4件作品
音乐视频作品

《走绛州》（新绛县文化馆）编导：王玉霞、冯海
荣、宁瑞丽

《幸福船》（盐湖区文化馆）作词：李京利 作
曲：张伟 编导：刘宇宁、杜一峰
舞蹈视频作品

《锣鼓杂戏》（临猗县文化馆）导演：王洁琼、张
建军、朱东革
曲艺视频作品

《黄河人》（永济市文化馆）导演：吴自创、董梦
娇

我市获奖作品名录

文 化 2021年 3月 16日 星期二

E-mail:ycrbwh@126.com
文化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 游映霞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山西省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
一，历史文化绵延漫长，积淀深厚，
个性独特，遗风久远，在中国历史
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特殊的贡
献和作用。

运城地域（古称河东）自古表
里山河，人杰地灵，被山带河，形
势 险 要 。这 里 控 关 带 河 ，辐 辏 四
通，东挽上党，西接三秦，南连中
原 ，北 达 幽 并 ，战 略 地 位 十 分 重
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轮大战“涿
鹿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近 年 来 ，史 学 界 对“ 涿 鹿 之
战”和蚩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
为蚩尤故乡的河东地域，则成为
谈论的热点地区之一。谈论的要
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涿鹿之
战”的战场究竟在什么地方？二是
蚩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英雄、
战神，还是妖魔、乱臣贼子？

在这种形势下，运城市蚩尤
文化研究会应时而发，邀请当地
的文化学者披览史乘，实地勘察，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撰著了这套
内容厚重、规模宏富的《蚩尤文化
研究》巨著，其情其志，令人钦敬！

《蚩尤文化研究》共四卷：
一曰《蚩尤根祖文化》，由叶

予青先生撰著。全面论述了黄帝
与炎帝部落以及“阪泉之战”的始
末，浓墨重彩地记述了蚩尤九黎
氏部落以及“涿鹿之战”的过程，
对蚩尤作了整体的交代。

二曰《蚩尤历史文化》，由李
吉续先生撰著。从华夏农耕文化
的奠基者、华夏商业文化的奠基
者、华夏军事文化的奠基者三个
方面，论述了蚩尤义勇精神的形成与传承。

三曰《蚩尤地缘文化》，由曹中义、梁中
堂先生撰著。从险要河东—兵家必争之地，
魅力河东—五谷丰登之所，水泽河东—渔
猎丰厚之府，富矿河东—开采煤炭与铜铁
之山，盐库河东—盛产卤盐之地五个方面，
论述了河东地域在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
特殊性和优越性，这也是蚩尤部落、炎黄部
落等先民在此定居或者争战的缘由。

四曰《蚩尤基础文化》，由乔兆坤先生
撰著。从众多的蚩尤文献辑要和蚩尤古籍
简介中，对蚩尤文化的成因进行了深层次
的追踪和探求。

四卷总计 80 余万言，可谓鸿篇巨制，
厚重精当，博采众长，独辟蹊径，是走近蚩
尤、了解蚩尤、研究蚩尤不可或缺的一套好
书。这是河东人们的愿望，也是河东人们的
分内之事。

总体来讲，《蚩尤文化研究》通过对众
多史料和典籍的考证使人们认识到，蚩尤、
炎帝和黄帝是上古时期三大部落联盟集团
的首领，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他们
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蚩尤，是冶炼金
属工具的发明者，是古代兵器的发明者，是
宗教的创始者，还是杂技、舞蹈、戏曲的创
始者，他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蚩尤的全面认
识和客观评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

长期以来，在中国历代史籍中一直将
“涿鹿之战”称颂为“正义”对“邪恶”的“讨
伐”，是“仁德”战胜“暴虐”的行为。将蚩尤
诬为“贪”者、“乱”者和“伐无罪，杀无辜”的
暴徒，蚩尤的形象一直呈现为被贬者的地
位。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得以改观。新
时期以来，蚩尤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正
面形象开始被文化学者认可，这是一个十
分可喜的现象，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表现。

关于“涿鹿之战”的具体地址，存在多
种说法。有山西说，也有湖南说、山东说、河
北说，各地都有着自己的传说、史料和依
据。应当说，在学术研究中对某些问题有争
议是正常现象，也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引导
研究，探求出一个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答
案。柏拉图曾说：“一切认识只有作为再认
识，才叫认识。”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蚩尤文
化既是河东地域的，也是华夏大地的，它以
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大江南北，传
颂、延续、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
库中辉煌灿烂的一部分。

运城地域的文化学者，在研究河东文
明史时，先后对蚩尤、运城盐池、涿鹿之战
的“涿鹿”地望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召开了
相关的学术会议，在《运城学院学报》《山西
师大学报》《晋阳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文。近年来又成立了

“蚩尤文化研究会”，组织编著《蚩尤文化研
究》一书。学者们经过考证研究，认为黄帝
与蚩尤为争夺食盐资源而发生的“涿鹿之
战”，就发生在今山西运城的解州。《太平寰
宇 记》在 安 邑 条 注 ：“蚩 尤 城 在 县 南 十 八
里”，即今运城市盐湖区蚩尤村。蚩尤曾在

中条山和盐池之间修筑城池，
城池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也称
禁城，以蚩尤村为中心，现村
东、村西、村后均留存有遗迹，
后人称为“古蚩尤城”。外城在
中条山北与盐池之间约十千
米的池南一带。蚩尤村有祖庙
等祭祀场所，村外有蚩尤冢，
村民们都以自己是蚩尤的后
人为傲，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

（蚩尤的忌日）和十月初十（蚩
尤的生日）都要举行独特的祭
祀仪式和古庙会，表演“蚩尤
征战”锣鼓，以示对蚩尤先祖
的崇敬，自古至今，从未中断。
这一带还留存许许多多的历
史遗迹和传说，等待着人们去
研究开发。近年来，国内外许
多地方的人们都来到这里探
访朝拜蚩尤。贵州省凯里市的
苗寨同胞，千里跋涉结队前来
寻根问祖。他们认为，蚩尤是

“九黎”族的首领，他们是“九
黎”族的后裔，蚩尤自然就是
自己的先祖了。蚩尤文化不仅
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而且还
发展到朝鲜半岛。1997 年 8 月，
在韩国经营药材、化纤的养元
株式会社执行理事金相汉先
生，不远万里来到运城寻根问
祖 ，其 虔 诚 之 状 令 人 感 慨 不
已 ！金 相 汉 先 生 的 历 史 依 据
是，商末，商纣王的叔父箕子，
不满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便带
领数千人辗转到达山东，后渡
海去了半岛一带。箕子所带领
的人中就有蚩尤的后裔，这些
蚩 尤 的 后 裔 创 造 了 朝 鲜 半 岛

的蚩尤文化，尊崇蚩尤为自己的先祖。这说
明蚩尤文化以不同的特征，不仅在中华大
地多处生根，还漂洋过海。2016 年“蚩尤传
说”申报为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
年运城市“蚩尤文化研究会”成立，开设了

“蚩尤文化大讲堂”。2018 年“蚩尤传说”名
列“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史料中人们还认识到，由于蚩尤英
勇善战，大义凛然，被世人尊为“战神”，战
神即英雄，自古受到人们的崇敬。西周时军
队出征，都要祭祀黄帝和蚩尤。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建祠立庙祭祀蚩尤。刘邦称帝后，
也“立蚩尤祠于长安”。宋太祖出征河东前，
也“用少牢以祭蚩尤”。就是在当今博物馆
陈列中，也展出了“蚩尤造兵器”的内容，其
说明词写道：“传说，蚩尤既聪明又勇敢。他
将牛角装在头上，作为兵器使用；为了鼓舞
士气，他又用兽皮制成大军鼓，军鼓发出响
雷般的声音，曾让黄帝的军队胆战心惊。他
制五兵，造九冶，对中国兵器的发展有过重
大贡献。人们将蚩尤与天、地、日、月诸神并
列，称其为‘兵主之神’。”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
之谓不朽。”《左传》是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
子的《春秋》所著，被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立德”就是树立德行的榜样，“立功”就是
创建成功的事业，“立言”就是创立切实的
言论。能否做到“三立”，并不完全取决于职
位的高低，平常人也可以做到，通俗地讲就
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应当说，潜心撰著

《蚩尤文化研究》一书的诸位文化学者，都
是不懈追求这“三不朽”目标的践行者，他
们的情操，他们的功业，他们的著述，都将
与世永存，香留人间。

我与主编魏亮梅称得上是文友。2007
年 7 月，我应邀返回家乡河津撰著《人文河
津》一书时，时任河津市政协副主席的魏亮
梅全程陪同。我们顶烈日，冒酷暑，登龙门，
上虎岗，入庙堂，探遗址，叩问河津历史源
头，触摸河津精神脉络，追寻河津历史源
流，使《人文河津》一书得以顺利出版面世。
我当时就对她的文化情结和执着精神心存
敬意！魏亮梅是一位学者型领导干部，1986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后又获得法律硕士学
位。她任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之后，依然对运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情有
独钟。经过酝酿筹谋，倡议成立了蚩尤文化
研究会，并邀请当地的文化学者，撰著了这
套内涵丰厚的《蚩尤文化研究》。全书结稿
后，她送我阅读并约请我写篇序言。我虽汗
颜笔拙，却难辞盛情，遂以上述片言浅见敬
献于《蚩尤文化研究》一书，权作我对该书
书稿学习思考的感言而已。

写下了上述文字，我的心并未释然。我
们距离蚩尤那个时代实在是太久远了，围
绕着蚩尤的已知历史之外更多的未知历
史，还需要我们沉下心来，去研究，去认识，
去开发，借以获得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历
史知识。

滚滚黄河奔流不息，中华文明绵延不
绝，岁月掩盖不住历史的光芒，研究蚩尤文
化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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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
省文旅厅公布了 2020 年山西省群
众文艺作品创作获奖名录，全省共
产生获奖作品 105 件，我市群众艺
术工作者创作的 19件作品获奖。

该奖项共设置了文本类和视
频类两大类别，文本类作品涵盖了
曲艺、戏剧、音乐三种艺术，视频类
作品增设了一项舞蹈艺术奖项，获
奖作品分为入围、优秀、最佳三个
等级。我市文本类获奖作品 15 件，
其中曲艺作品 4 件、戏剧作品 4 件、
音乐作品 7 件。视频类获奖作品 4
件，其中音乐作品 2 件，舞蹈、曲艺
作品各 1件。

该奖项的设置是省文旅厅为
大力繁荣我省群众文艺创作，丰富
群众文艺作品供给，进一步激励广
大群文工作者创作更多更好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群众
文化精品的重要实践。获奖作品
将会储备优选为省级“群星奖”作
品。

此次经严格标准程序开展的
山西省群众文艺作品创作选拔工
作，全省共产生了文本类获奖作品
93 件，其中曲艺作品 24 件、戏剧作
品 25 件、音乐作品 44 件。视频类获
奖 作 品 12 件 ，其 中 音 乐 、舞 蹈 、戏
剧、曲艺作品各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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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书看报，发现其中又有对“山东”地
理名称的注释，便勾起我再谈“山东”“山西”的
欲望。

班固在《后汉书》总结说，“山西出将，山东
出相”。这让今天很多的山东人和山西人都极为
自豪。但实际上，这中间有个很大的误会——在
班固生活的时代，“山东”和“山西”跟现在的根
本不是一个概念。唐代诗人王维著名的《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标题中的“山东”是山之东的意
思，但很多人以为，被拿来作为参照的山是华
山。这样的认识当然也是错误的。

古人划分“山东”“山西”的那座“山”，并不
是我们所熟知的太行山，也不是一些人认为的

华山。早在战国时期，“山东”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
名称，就已经出现了，通常指的是崤山以东的广大
区域。崤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西部，自古以险峻闻
名，与函谷关并称为“崤函”之塞，是中国古代军事
战略重地，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当时崤山、函谷
关以东的地区被称为“山东”，战国七雄除了秦以
外，其他“六雄”都在“山东”，被称为“山东六国”

（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
等地都包括在内）。

“山西”指的是函谷关以西地区，差不多是今
天的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所以古“山西”和“山
东”的范围比现在宽泛得多。

那么古“山东”和“山西”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

山东省和山西省的呢？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有人将
齐鲁大地称为“山东”，但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在金
代，“山东”第一次成为了行政区名称。金人设了

“山东东路”和“山西西路”两个行政区划，其管辖
范围包括了今天的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苏的
一小部分地区。明代一开始设立了“山东”行省，后
来又改名为“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形成了与今天
的山东省大致相当的版图。至清代，朝廷正式设立
了“山东省”，自此，山东作为省名一直沿用至今。

山西与山东的发展历程类似。元代在山西设
置了“河东山西道”，明初设置了“山西行中书省”，
后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清代则设立了“山西
省”至今沿用。

再 说“ 山 东 ”与“ 山 西 ”
■王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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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元年间所铸之黄河铁牛雕塑群，位
于山西省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外蒲津渡。它以
其体量、构造及造型的巨大张力予我以震撼！其
单体与群体的组合营造了一个凛然的艺术气
场。

黄河自西北而下，浩荡东流，古蒲津渡是古
代著名的黄河渡口，据记载，黄河东西各四尊铁
牛，用作拉连横跨两岸铁索浮桥，同时也是镇桥
之宝。岁月沧桑，黄河改道，雕塑被覆掩。沉睡千
年之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蒲津渡遗址考古
队挖掘出四尊铁牛。每尊铁牛旁都有一个牵牛
铁人，谓之“力士”，其体积之宏、分量之重、铁质
之优、造型之妙、工艺之精以及其科学与艺术相
辅相成，实属旷世之奇！它对研究唐代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桥梁架设、冶炼铸造以及黄河地
理变迁等都提供了素材。它是我国造桥史上的
奇迹，也是雕塑史上的奇葩。它的雄浑气象、意
态风韵、写实手法、装饰风格等都令人回味品
评，每思必有所得。

其主要有二：
一、唐代写实雕塑除了秉承汉代雄浑厚重

之风与秦代装饰性写实之风外，更大程度上吸
收了西方写实技法。这种以生理结构为基础的
意象形写实，其内在的张力具体而充盈，这是对
我曾提出的八大风格论的一个补充。

二、中国雕塑艺术与实用科技的完美结合
并不罕见，黄河铁牛雕塑群是一个典范。

对于眼前的黄河铁牛，以谢赫六法的“气韵
生动”“骨法用笔”和“经营位置”等传统画论概
念来形容是颇为恰当的。头与身体构成的势态、
比例关系，凸显雄、浑、厚、重气势，不拘于细节
的生理写实，外轮廓的脊线有如大地山峦起伏，
体态浑浑然，拙中见力的四肢和回转的牛尾组
成了巨峰般厚实而凝重的主体造型，形成一个
与地核相吸的牢固整体，牛气袭人。这是“气韵
生动”之所在，是由雕塑的意象所散发的气场。
这里所塑造的牛的体量是相对体量而不是绝对
体量，所谓“相对体量”是指通过对牛的各部位
的夸张构成，形成“以大观小”的视觉想象，通过
体量结构对比所形成的张力予人以“富瞻雄伟”
的气象。它是东方宇宙观，具体说是天、地、人同
一，集万象于一体的表现意念。在蒲州任过职的
清人周景柱在《蒲州府志》中对黄河铁牛的描述
有：“牛只壮硕，阙状雄特。所谓一元大武，此实
称之。观其矫角、昂首、体蹲而力屃，足以任重，
足以励猛。坚足以抵，强足以距。其目似怒，其耳
如聕。其处有度，其伏甚固。”此当可作我们理解

牛之造型本旨之补充。
对“气韵生动”的“韵”，徐复观《中国艺术精

神》中曾解释道：“韵当是在人伦鉴识上所用的重
要概念，他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
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象之间，
从形象中可以看得出来的。”黄河铁牛中四个策牛
人体态的扭动与回旋，与牛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起
承转合的互动，这种互动所产生的韵律生发出韵
味，它是“力拔山兮”之雄健美的烘托，是以柔美而
映衬刚性的匠心独运。周景柱的描述中有：“自牛
之外，有柱，有山，并铁为之。牛各有牧，或作先牵，
或作回叱，其面目意色，各宛肖发……”这四尊铁
人，姿态各异，气足神完。在骨骼、肌肉的刻画方
面，手法独特。各部位骨点与肌肉表现结实、准确。
在结构关系上骨肉相连，筋脉通畅，血性弥漫，真
气盈盈。由此我们联想起颜体的用笔骨法，这种生
理结构的身骨与雕塑家的塑造之骨力相结合，情
理融融，铁骨铮铮。它正是雕塑构造中“力”之奥妙
所在。

我曾提出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装饰性写
实风格。这种装饰性写实的表征在于线与面、线与
体之间交相辉映。其线不仅是形体的简约表现，更
是适合视觉和谐及审美期望的表现。中国古代雕
塑中的线充满了神秘、祥和的图腾色彩。它与绘画
中的装饰如出一辙。细分析黄河铁牛体段的皱褶
和流线，它是具有这种装饰性特征，恰如唐代韩滉
的《五牛图》。黄河铁牛在大型塑造上取汉代雄浑
写意之象，融秦代装饰写实之风，形成朴茂、生动、
雄浑、神秘的气穆，在隐在的造型中充分把握了生
理结构写实的技巧，构成坚实得体而洋溢着原始
生命力，这得益于唐代文化交流。梁思成先生指
出：“盛唐之世（公元七世纪）与西域关系尤密，凡
亚洲西部，印度，波斯乃至拜占庭帝国，皆与往还。
通商大道，海陆并进；学子西游，络绎不绝。中西交
通，大为发达。其间或为武功之伸张，或为信使之
往还，或为学子之玄愿，或为商人之谋利，其影响
于中国文化者至重。即以雕塑而论，其变迁已极显
著矣。”由此可见，黄河铁牛的写实性较之秦俑更
加接近西方写实传统，与中国佛教造像中的韦陀、
力士造像遥相呼应，同属一脉，这一理论应当成为
中国传统雕塑写实风格中的另一个代表范畴。这
种中西融汇之中的写实以其深厚的多元性文化而
透发出形式交错的意味，体现出创造的魅力。

黄河铁牛的价值也在于它将雕塑艺术与建桥
科技相结合。我们在西汉《长信宫灯》中可以窥见
古代艺人如何结合人物造型和青铜铸造技艺处理
排烟和调光的功能；在云冈昙曜五窟之十七窟主

尊造像中感受古代匠人利用雕刻菩萨托举大佛手
臂巧妙处理重心问题。黄河铁牛雕塑群则将浩大
的建桥工程与雕塑艺术巧妙联系起来，是力与美
的联姻，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蒲津渡浮桥镇桥采用雕塑牛，具有文化寓意。
《易经》云“牛为坤，坤为土，土胜水”，以土寓意治
理黄河泛滥，铸牛以镇，表达了古代人们美好的愿
望。另外，如此大规模铸铁工程，显示了唐代的铸
铁技术，据说两岸铁牛、铁人等耗铁一百六十万
斤，占当时全国铁年产量的五分之四，可见唐代具
有建立如此重大工程的能力，也显示了国家意志
和时代精神。唐代杜佑所撰《通典》中记载唐玄宗
主持朝廷廷议授意重修蒲津渡河桥：“桥自后魏迄
唐初，皆横百丈，连舰千艘，少见辄更，岁费不訾，
于是开元十二年，唐明皇始下群议，乃铸牛、人、
山、柱，夹维两岸，久成固矣。”这段记载充分显示
了黄河铁牛雕塑群是国家工程，无论是铸造和雕
塑，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另外，黄河铁牛雕塑群的布局庞大而别致，极
具创造性。牛之间的距离分别长达十米多，可以推
算当时桥的宽幅。每头牛下有六根铁柱，入地深达
丈余，牛的底部与人、山、柱又纵横相连，形成整
体，牢不可拔。布阵上。每个牛前面都有力士，四组
之间，互为呼应，正应了中国传统六法论中的“经
营位置”。人与牛、牛与牛、人与人是一组会意、神
通、相互开合呼应的和谐体。这在造型的整体安排
上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难点。

最后想要重申的是，我曾经将中国传统雕塑
风格大致分为八种风格类型：原始朴拙意象风、商
代诡魅抽象风、秦俑装饰写实风、汉代雄浑写意
风、佛教理想造型风、宋代俗情写真风、帝陵程式
夸张风和民间朴素表现风。在考察了蒲津渡唐开
元铁牛雕塑群后，我觉得这组雕塑群所展示的美
学风格与秦俑装饰写实风、汉代雄浑写意风有一
定的重合之处，又有一定的延展，它是对八大风格
论的一个必要补充。

黄河铁牛的价值还在于它激发我们对中国雕
塑价值的再思考。有关滋生、流变、演化；有关形、
神、气、韵、势；有关文化符号的标志性；有关审美
与实用、艺术与科学……

黄河铁牛的价值更在于启示我们对中国古代
雕塑遗产的研究，其着眼点不仅限于宗教石窟、寺
庙、皇陵墓道、陪葬，在宽泛而广阔的民间造物与
工程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研究资源。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著
名雕塑家）

黄 河 大 铁 牛
■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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