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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故里在河东运城，古往今来，无可
非议；仅此一处，没有第二。主要依据和特
征，且从四个方面谈起：

一、典籍记载

1.西晋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寿编著的纪
传体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关羽，
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三国志》
作为我国古代二十四史之一的“正史”，基
本史料无疑是可靠可信、真实权威的。

2.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
家司马光编著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刘
备纳贤》中记载：“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
飞相友善。”《资治通鉴》作为我国第一部叙
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自然引证严谨、考据
翔实。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往往要高于生活。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
史演义、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生活题材应当
是言之有据、析之以理的。

3. 其他史料也有记载关羽祖籍。如北
宋张预编写的古代名将传记《十七史百将
传·蜀关羽》等史料中，记载道：“关羽，字云
长，河东解人也。”《十七史百将传》作为我
国第一部阐释《孙子兵法》的古代兵书，一
部官修正史的古代军事题材传记、百位名
将人物传记，基础史料一定是严肃认真、毋
庸置疑的。

4. 清世宗雍正皇帝加封关公“山西关
夫子”，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关帝庙置有“山
西夫子”“山西神圣”等巨幅匾额。清高宗乾
隆皇帝敕封中的“山西”二字，无异于告诫
世人，关公故里就在山西运城。

二、史存遗迹

1.祖祠墓塔
常平关帝家庙，史称关帝祖祠。祖祠内

有座七层八角砖塔，砖塔高约 15 米，底部
为正方形基座，四壁镶嵌金世宗大定十七
年（1177 年）、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 年）、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以及清仁宗嘉庆
二十二年（1817 年）四通碑碣。砖塔历经明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大地震的考验而
安然无恙。

常平关帝祖祠《前将军关壮穆侯祖墓
碑铭》中，记有关公杀死郡豪吕熊党族闯祸
后，其父母慑于官署法令的压力，投井而溺
的记载：

“关帝于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愤世嫉
邪，杀豪伯而出奔。圣父母显忠遂良，赴金
井而身死。至中平元年（184 年）甲子，里人
为帝有扶汉兴刘之举，遂建塔井上。金大定
十七年（1177 年），又有本社工兴，重加弘
峻。凡往来过客，知建其塔，不知其塔为墓
者十有八九。即询知其来历者，亦不过揖塔
而三。叹曰：‘圣父母其在斯乎！圣父母其在
斯乎？’”

清代康熙年间卢湛编撰的《关圣帝君
圣迹图志全集·卷一》中，也有关公“诣郡陈
言”和“悯冤除豪”的图文记载：

“圣帝生而英奇，及长臂力敌万夫，忠
孝性生。读书明易传，尤好左氏春秋，以古
今事为己任，及戊午生子平。次年巳末圣帝
二十岁，遂谢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
今汉室将烬，盈廷觚稜辐邪，谁为扶红日照
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不报。”

“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
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
黠猾事珰，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
至七所，悉斩杀之。”

解州州守王朱旦立石的《关侯祖墓碑
记》与《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卷一》记
载，大意相近：

关公生来魁梧雄壮，幼承家教，曾学
《春秋》《易传》，有救世济民之志。将近 20
岁弱冠之年，娶胡氏女为妻，生子关平。他
告父母：现在已有后代，可以继承宗礼，如
今汉室衰败，我想报效国家。于是，他来到
解州城求见郡守上书言事，不料没有接到
批复。

一天，他回到旅舍，听到隔壁哭声凄
惨，遂询问事由？哭泣人说他叫韩守义，其
女儿被当地恶豪吕熊强占。恶霸吕熊党连
七姓，上与朝中权贵串通，下与当地豪族勾
结，称霸一方，无人敢惹。关公听后，义愤填
膺，身带利器，让韩守义带路潜入豪宅，一
气杀了豪霸吕熊及党族暗地逃去。官府派
遣差役搜捕，关公父母深知大祸临头，双双
跳井身亡，妻子胡氏抱着关平躲避而匿。

关公斩杀吕熊，悯冤除豪的身世，正与
陈寿编撰的《三国志》首篇中“亡命奔涿郡”
衔接呼应。也就是说，关公“亡命奔涿郡”的
缘由，虽然《三国志》中没有交代，但《关圣
帝君圣迹图志》作了补载：因郡豪吕熊荼毒
百姓，关公为民除害，斩杀吕熊及其同党，
因此转行五载，至于涿郡。

2.石磐沟祖茔
常平关帝祖祠对面、中条山麓石磐沟

遗存有关帝祖茔墓地，墓地前建有献亭、祭
台，祭台前立有碑刻：“汉寿亭侯关公祖考
石盘公之墓。”该碑既无立碑人姓名，也无
立碑年月，确切年代不可考究。

在通往关帝祖茔的山路中，还保存有
青龙门、洗脸盆、马蹄印、宝剑窝、巨石像、
结义亭、驯马坡、分云岭等遗迹与传说。

关帝祖茔历来为地方官府重视而受到
维修保护，经常有官员前去祭奠。《解州全
志》中就有《关圣祖墓记》《重修关圣祖墓
记》等记载。《解州全志·卷之八·人物·林
墓》中《汉关圣先茔》这样载述：

“在州东十八里石磐沟，三面条峰，前

临鹾海，深藏雄秀，实为诞圣灵区，墓麓有
关圣祖茔墓道碑。又里许有常平村古庙，相
传为关氏祖宅，有塔屹立。金大定十七年，
里人王兴重修，有碑记。每岁清明、十月朔，
知州亲祭。塔下有井，俗称关圣避难出亡
时，其父母葬于内，后人建塔表之。墓址东
至黑嘴怀，西至发鼓台，南至青石坂，北至
石梯子。”

常平祖祠里的墓塔和石磐沟内的祖
茔，不仅仅是关公先祖的长眠之地，不可移
动的历史遗迹，更应当是探源关公精神不
可取代的文化圣迹。

3.关公庙宇
解州关帝庙，亦称解州关帝祖庙。它创

建于隋开皇九年（589 年），现建筑多为清
代遗构。庙内悬挂有康熙御笔“义炳乾坤”、
乾隆钦定“神勇”、咸丰御书“万世人极”、慈
禧太后亲书“威灵震叠”等匾额，代表建筑
为“春秋楼”。1988 年 1 月 13 日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
前保存最全、规制最高、面积最大的关帝
庙。

常平关帝家庙，史称关帝祖祠。它形成
于隋朝初期，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大
地震后整修、增建多达 16 余次，现遗构主
要有山门、献殿、崇宁殿、娘娘殿、圣祖殿和
坟茔塔等，2006 年 5 月 25 日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城市中心城区内的关王庙，俗称财
富庙。它创建于元代，明正德年间（1505 年
—1521 年）扩 建 ，明 嘉 靖 三 十 四 年（1555
年）因大地震倒塌，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巡盐御史吴楷偕盐商大贾重建落成，
2013 年 5 月 3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巡盐御史
吴楷出任河东巡盐御史期间，体验盐丁采
捞之苦，绘制《河东盐池之图》。同时为使河
东盐务商人秉承关公精神，确立信义理念，
满足众人之愿，组织带领商贾百姓捐献金
银、施财助工，对元代年间创建的关王庙动
工修缮。

在关公故里河东运城，还有一些名字
稀罕、寓意独特的特殊庙宇，如盐湖区龙居
镇曲庄头村关帝行宫、盐湖区北城街道原
王庄村关帝行辕、盐湖区北相镇西古村关
帝阁等。

行宫，旧指帝王出行时临时居住的宫
室官署。曲庄头村原称三十里铺，地处原解
县与安邑县的交界处，村前南同蒲铁路原
为古驿道（又称官道）。在此修建行宫，意为
关帝出行时临时休息的处所。

行辕，旧指高级官吏在暂驻之地所设
的办事处所。相传，关公大战赤牛怪时，选
定原王庄村地势较高之地，作为大战时的
制高点、驻扎地、指挥所。此处亦称“疙瘩
庙”，又叫“关帝行辕疙瘩庙”。

阁，旧指建于高处，周围开窗，一般为
两层且可凭高远望的木质楼房。西古村关
帝阁规模远小于蓬莱阁、滕王阁，它是用于
专门祭奉关公的一处仿古建筑。

据了解，运城市 13 个县（市、区）登记
建档的关帝庙约有 100 座，分布较多的为：
夏县 20 座、稷山县 15 座、新绛县 12 座、芮
城县 12座、河津市 8座等。

在运城市 102 处“国保”单位中，关帝
庙有 7 处，分别是解州关帝庙（1988 年第三
批公布）、新绛县龙香关帝庙（2006 年第六
批公布）、盐湖区寨里关帝庙献殿（2006 年
第六批公布）、常平关帝庙（2006 年第六批
公布）、新绛县泉掌关帝庙（2013 年第七批
公 布）、盐 湖 区 关 王 庙（2013 年 第 七 批 公
布）、夏 县 墙 下 关 帝 庙（2019 年 第 八 批 公
布）。

4.虞坂古盐道
运城南部中条山，现遗存有春秋战国

时期人工开凿修建的一条长约 8 公里、宽 2
米至 4 米的青石槽大山通道。据记载，古人
借助这条通道把河东食盐运至中原、西北
等地。因该地位于古虞国地境，又名虞坂古
盐道。2013 年 5 月，虞坂古盐道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古代中心区域，就在今山西、陕
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其食盐多由河东
盐商供应。河东盐商们在走南闯北的过程
中，不仅带着家乡的关帝神像寻求庇护、寄
托平安，并且还以“以义制利，义利兼营”的
经营理念和信义精神，求得了较好发展，同
时也为遍布全国各地的关帝庙宇、山西会
馆、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等，注入了活力。

盐引，始于宋代，是古代官府发给商人

用以支领和运销食盐的凭证。简单说，盐引
就是宋代以后官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
可凭证。

票号，始于明末清初，是山西商人所使
用的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有效凭证。清末，
票号已经操纵全国金融市场，成为当时最
大的商业资本。无论是盐引，还是票号，都
是信义的符号，诚信的积淀，财富的凭证。
盐商是晋商的先驱，晋商又是盐商的发展。

虞坂古盐道，不仅是古河东盐运之道，
同时也是盐商、晋商传承关公信义精神的
见证。

三、方志碑刻

方志，是记述地方大事年鉴的史志。
《解州全志》《安邑县志》以及《山西通志》都
有关公故里史料遗迹的大篇幅记载，其中

《解州全志》记载最多，篇幅最大。
如《解州全志》记载：“康熙三十七年

（1698 年）五月十二日，恭遇皇上御书‘义
炳乾坤’匾额，特遣大臣躬赍致奠。”

又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四月
初二关帝庙惨遭回禄。四十二年（1703 年）
十一月初九康熙幸临解州时，有关公后裔
关居斌进奏《请建关庙疏》文，康熙恩准，调
拨帑金千两作为修庙资金，历经十余年修
复而成。”

《解 州 全 志》还 记 载 ：“ 雍 正 十 二 年
（1734 年）果亲王谒庙，指写圣像，敬留诗
章联额。”又载：“关圣遗像碑在西门外庙
内，相传为关圣五十三岁真容，汉建安年间
所写。面有七痣，须髯则稀疏而满颐。海内
敬奉摹榻，日不暇给，旧碑模糊，乾隆二十
七年（1762 年），知州言如泗重摹上石。”

这是说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康熙
十七子、果亲王因其善诗词，工书法，擅指
画，好游历，进而在拜谒解州关帝庙时，亲
笔指绘“卧蚕眉，丹凤眼，面有七痣，美髯飘
逸，头佩幞巾，身着蟒袍，腰系玉带，左手执
腿，右手抚带，侧坐磐石，凝视远方”的关帝
五十三岁真像，并题写诗章及联额，其墨迹
与重摹碑刻宝藏于庙中。

同时，明代著名理学家吕柟，字仲木，
号泾野，西安府高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
区）人，曾在翰林院讲授义理，主持修史，后
因获罪贬谪为河东解州判官，摄行州事。吕
柟主政期间，善理关乡朝政，抚恤鳏寡孤
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
政绩卓著。他代理知州三年升迁临行时，解
州士民千余人到黄河岸边哭送，并立碑刻
纪念他的政绩。《义勇武安王集》又称《武安
王关公集》，为明嘉靖四年（1525 年）他在
解州代理知州时整理编著。

《解 梁 关 帝 志》是 清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1756 年），时 任 解 州 知 州 张 镇 整 理 编 撰
的。他在《关帝志序》中写道：“而先是元朝
胡光玮、明吕泾野（吕柟）、赵新盘及国朝张
运青诸君子，代有辑书。但或略而未备，且
历年久远，椠本亦复残缺。遂公余之暇，
悉心采辑，加以管见。”

另有清乾隆年间解州知州言如泗、王
朱旦、张起龙等撰有碑文、立有碑刻。如
被乾隆皇帝恩赐为“贡生”的言如泗调任
解州知州时，他依据清乾隆元年 （1736
年） 清高宗乾隆皇帝加封关公为“山西关
夫子”敕封，在解州城西立有“关夫子故
里”题名碑。

相关碑刻在河东不计其数，仅常平关
帝家庙就有碑刻 22 通，其中金代 1 通，明
代 7通，清代 13通，民国 1通。

四、主要地标

运城多处设置大型户外关帝雕像，除
着力打造关公故里城市地标外，还寓意树
高千丈，落叶归根，福佑故里，惠及乡民
等。

1.运城火车站广场关帝雕像。该像位
于市中心城区凤凰路火车站广场中央，外
形为关公提刀勒马回首望故里，1991 年 5
月落成。雕像通高 12.5 米，重达 7.5 吨，
底座为大理石贴面，底座上有“关公故
里”四个大字。此为运城市区首座户外关
公雕像。

2. 中心城区西圣惠广场关帝雕像。该
像位于运风高速路引线口、市区西圣惠广
场环岛中央，1999 年 9 月落成。雕像通高
21 米，寓意运城奔向 21 世纪；底座高 8.8
米，寓意运城发展、发达。雕像选用优质
铜材 15 吨，底座上刻有著名演讲家、美
学家景克宁先生所撰评颂。

3. 南山 80 米高关帝雕像。该像位于
常平关帝家庙对面中条山端，2010 年 9 月
落成。雕像通高 80 米，其中像高 61 米，
寓意关公卒年 61 岁 （民间有老人去世，
考虑闰年、闰月之因素，多加两岁等习
俗）；底座高 19 米，寓意关公在家乡生活
19 年。雕像选用优质铜材 500 吨、钢材
2000 余吨、混凝土 1.8 万吨，由著名艺术
家韩美林设计。

4.运城北站广场关帝雕像。该像位于
运城北站广场中央。雕像通高 9.5 米，寓
意九五至尊，旧指帝王尊位。底座高 3.6
米。2017 年 7月落成。

5.盬街关帝群雕像。该群雕像位于中
心城区关王庙门前新修竣的盬街中央。包
括 《桃园结义》《夜读春秋》《千里走单
骑》《单刀赴会》《水淹七军》 五组群雕像
以 及 高 8 米 （基 座 高 6.8 米 ， 像 高 1.2
米）、长 6 米、宽 3.5 米矗立于关王庙门前
小广场骑马提刀攀越石磐主雕像。该组雕
像今年 4月底落成。

关 公 史 料、遗 迹 及 地 标
■关新刚

1934 年 10 月，由于“左”倾教
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保存有生
力量，中共中央被迫率中央红军
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
战 略 转 移 。同 年 11 月 至 1935 年
11 月，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
和红二、红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
方面军）也相继从鄂豫皖、川陕和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撤离，开始
长征。

长征中，党和红军以坚定不
移的信念，顽强不屈的意志，坚韧
不拔的毅力，英勇无畏的气概，战
胜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
截，克服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
和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经受了雪

山草地等严酷自然环境的考验，
忍耐了饥寒交迫伤病疲劳等痛
苦，在沿途广大群众支援下，艰苦
转战 15 个省，总行程达 6.5 万里

（其 中 中 央 红 军 2.5 万 里）。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地
区胜利会师。

长征，是党领导红军创造的
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
光辉篇章。

中国邮政 2016 年 10 月 22 日
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
十周年》纪念邮票 1 套 6 枚，志号
为 2016- 31。这 套 邮 票 分 别 为 ：

《长征出发》（6-1）、《遵义会议》
（6-2）、《四渡赤水》（6-3）、《过雪
山草地》（6-4）、《胜利会师》（6-

5）、《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 走好
新的长征路》（6-6）。

2006 年 10 月 22 日 ，国 家 邮
政局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七十周年》 纪念邮票一套四
枚，小型张一枚，志号为 2006-
25。这套邮票分别为 ：《送别》

（4- 1）、《遵 义 会 议》（4- 2）、
《飞 夺 泸 定 桥》（4- 3）、《过 草
地》（4-4）。

1996 年 10 月 22 日 ，为 纪 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
邮电部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
枚，志号为 1996-29。邮票名称分
别为：《红军过草地》（2-1）、《三
军大会师》（2-2）。

伟 大 壮 举—红 军 长 征

在秦川颇有名望的书法家尉
新民，祖籍河东万荣县。他的书法
高古苍润，沉雄超脱。观其书法，有
评论认为其书法具有抽象情态与
艺术玄想之品位，书艺有独到之境
界，与古雅秀润的文人书法审美趋
近，从而让作品饱含人文情怀。

尉新民先生一直是笔者关注
的书法家。他自小矢志于书法，以
唐人为范，对褚遂良、李邕、颜真卿
的楷书和李世民的行书情有独钟。
其书法上窥秦汉，潜研篆隶，追根
溯源，实践着艺术探求之志；下窥
宋元，在黄庭坚、杨雄桢等书风上
求其意趣。幸运的是，书法不仅是
他的兴趣，还成就了他的人生。他
以谦逊认真的艺术态度，虚心虔诚
地向书法名家前辈请教学习，既在
工作中得到了极好锻炼，亦使他在
书法上取精用宏，提升了书法艺术
创作水平。

他写的楷书，结构严谨，用笔
清爽，整体上轻松舒畅。如其楷书
五 言 联“ 德 从 宽 处 积 ，福 向 俭 中
求”，颇有颜柳之遗风，却又不为颜
柳的庄重肃穆所束缚，而以轻松飘
逸之笔致书写出自己的特点，于端
庄中达其情。他的行草书法注重心

性发挥。他的许多草书作品，虽以
黄庭坚、祝枝山等为追慕对象，但
用 笔 不 工 于 一 波 三 折 ，且 遗 形 取
神，将直率情感融入其中，形成潇
洒跌宕的风姿，完全不同于时人学
黄故作抖擞状，而且轻松自然，疾
中有驻，与其楷书静中寓动相得益
彰。尉先生的楷书和行草书是追求
细微和耐品的艺术成果，用墨清淡
如出水芙蓉，笔法洒脱，但又全在
严谨的法度之内，有山回路转、柳
暗花明之特质。

尉先生的书法创作以行草为
主 攻 方 向 。从 近 期 的 作 品 可 以 看
出，对书法作品，他一直有自己的
追求。出于这样的艺术自觉，他的
书写没有沾染时下行草书中存在
的刻意变形、肆意夸张的习气，这
反映出他坚定的艺术审美立场。同
时，尉先生也并非完全步趋古人，
而是既与古为徒，为我所用，又力
求同中见奇，即在传承古人的基础
上探索自己的书法艺术语言。他的
行草少有追逐时风的痕迹，实为难
得。笔者以为，他的行草书法达到
了古化为我的境界，每见其大幅作
品，总能感觉到势随笔生。在结构
和用笔的变化中，他不满足于点画

的常见搭配，而从精微处入手，赋
予其仪态万方之气度、无限的艺术
张 力 。其 书 法 随 字 形 大 小 错 落 有
致，变化丰富，让人印象尤深。他的
作品流泻出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
高雅逸韵，给人以清新隽雅之感。

在创作中，尉先生敬畏传统，
不忘自我，以认真而放松的状态，
将激情与理论相结合。他的众多作
品，用力精到，章法妥帖，体势跌
宕，气脉畅达，面目清逸。笔者亲眼
见他当众挥毫，笔下八面出锋，翻
腾绞转，笔笔生发，风神爽劲，挥者
自是畅快，观者大呼过瘾。

他的狂草笔法多承袭怀素、张
旭、黄庭坚的书法，提按和使转交
互使用，行与行、字与字的距离，造
成非常强烈的内在张力和冲撞，对
冲之力汪洋恣肆，笔墨风神淋漓尽
致。尉先生的书卷气息令我印象深
刻，他的平和气质与诚恳待人，无
疑都反映在他的书法作品中。

观尉先生之书法，只觉美不胜
收。其书法的章法美、布局美、结体
美、线条美、墨色美，蕴涵的内在
美，皆令人心旷神怡。大美、壮美、
奇美、妍美的尉新民书法，当立于
书坛。

气韵神妙 高古精谨
——赏读尉新民书法有感

■王进保

本报讯（记 者 郭 华）7 月
25 日，为期 15 天的“小小讲解员”
暑期讲解活动在永济市博物馆开
展。一批由中小学生组成的“小小
讲解员”队伍，为来馆参观的群众
讲解永济的历史文化。

在永济市博物馆内讲解的“小
小讲解员”是经过严格选拔和培训
之后“上岗”的。7 月中旬，永济市博
物馆在该馆一楼大厅开展了第六
届“小小讲解员”选拔活动。该选拔

活动面向永济市各中小学，在永济
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指导下，经过基
本知识、仪态、语言组织能力、思维
能力等环节的选拔，最终从 40 余
名报名学生中选出 20 位作为本届

“小小讲解员”。
选拔结束后，永济市博物馆对

20 名“小小讲解员”从蒲坂春秋、古
渡风云、蒲州风韵、蒲剧之乡、近现
代史上的永济五大板块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系统培训。从 7 月 25 日开

始，他们以“文化志愿者”的身份向
参观游客讲解永济悠久的历史文
化。

“小小讲解员”活动有利于增
强青少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
识，增长各中小学生文博知识、历
史文化知识。“小小讲解员”活动不
仅培养了孩子对于艺术和历史的
探索兴趣，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更
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激
发了他们争当志愿者的荣誉感。

永济：“小小讲解员” 为您讲历史

果亲王拜谒解州关帝庙亲笔指
绘的关帝五十三岁真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