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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5 月 13 日
晚，“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重新启动，
由稷山县蒲剧团创排的蒲剧廉政剧目

《铁面御史姚天福》作为首演剧目率先
亮相。演出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并通过山西省宣传文化名家景雪
变工作室网络平台同步直播。

《铁面御史姚天福》是 2019 年由
稷山县委、县政府推出，稷山县纪委监
委和稷山县委宣传部主办，稷山县文
旅局承办的一项廉政戏剧工程。剧目
以姚天福家乡特色剧种蒲剧的形式演
绎，融合河东文化、廉政文化，集史料、
戏曲、文学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和教育意义。

此次“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以
《铁面御史姚天福》作为重启后的首演
剧目，之后还将常态化演出一批具备
河东特色的高质量廉政剧目。景雪变
介绍说：“全面建设清廉运城工作专班
召开专门会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
设宣教工作，吹响了全面建设清廉运
城的号角。这是市委、市政府着眼我市
实际、对标上级要求作出的一项重要
部署。”

据悉，重启后的“蒲景苑”周末百
姓剧场致力于寻找廉政文化与惠民活
动的结合点，以体现地方特色的精品
廉政剧目，为我市“清廉运城”建设营
造良好氛围。

“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重启百姓剧场重启
蒲剧原创廉政剧目《铁面御史姚天福》为首演剧目

闲 读 ，偶 得 诗 讯 。信 手“ 百
度”，欣然搜得薛瑄所著《河汾诗
集》（八卷·明成化五年谢庭桂刻
本），浏览，下载，保存，格外顺畅。
于是，这本诗歌别集收录的上千
首诗文 ，便可随时赏读 ，尽情享
受。

一

薛瑄文学素养极高，很爱写
诗 ，也很会写诗 。他自幼喜爱读
书，十一二岁就能吟诗作赋，可惜
只为功用理学，便将先前所作诗
文付之一炬。他究竟写过多少首
诗，我们无法知晓。但从《薛文清
公全集》（四十六卷）可知，现有传
世散文、杂文二百六十余篇，诗歌
一千五百七十首。其中，不乏名篇
妙句为世人所称道。

他的诗歌，体裁多样。其中，
格律诗最多，绝句次之，长短歌行
亦占有一定比例。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纪游、
咏史、题赠、哲理、咏物等，几乎无
所不涉及。纪游诗多为登临览胜，
思乡怀人，写景抒情，抒发抱负。

他的诗歌，故乡题材不算太
多，却都是真情实感，发自肺腑之
作，读来倍觉亲切，使人从中大受
裨益。

薛瑄仕宦在外，羁旅愁思常
常牵萦心中。在河南荥阳，有诗：

“萧萧茅屋秋风里，一夜雨声思乡
浓。”在沅州寄故乡诸友，有诗：

“思乡无日不关情，思归一日九回
肠。”途经徐州，在城外看到黄河，
顿时想到黄河九曲回环流经故乡
龙门，触景生情，即兴赋诗《徐州
见黄河》：“吾家正在龙门下，流出
黄河几曲长。忽向徐州城外见，牵
情 一 水 正 思 乡 。”明 正 统 五 年

（1440），诗人时年五十二岁，任山东提学佥
事，夏日泛舟湖上，不由回想起已故双亲，有
感而发，作诗《泛舟思亲》：“天地无穷水自流，
髫年已侍二亲游。中原道路曾驱马，江汉波涛
更泛舟。孤藐光荣叨宪节，音容寂寞閟松楸。
千思万想情何极，目送飞云到故邱。”今天，我
们吟诵此诗，依然能够深刻感受到诗人对故
乡的挚爱和对亲人的思念何其情真意切！

《元夕寄故乡诸友八首》：“乡人新自故乡
来，千里鱼书手自开。闻道家山风景好，玉笙
吹月共徘徊。”诗人客居他处，远离故土，常会
想念故乡，思念亲友。每逢佳节，更是如此。偶
有乡人捎来书信，或者谈及故乡之美，自己不
能亲身感知，只有怅对明月，独奏玉笙，发出

“窗前坐久银灯烬，首首诗成只忆家”的无奈
喟叹。窗前月下，直抒胸臆，思乡之情溢于言
表。

二

薛瑄对河东这一方故土始终是满怀深情
的。多少年来，不论回家省亲，还是居间生活，
稍有闲暇，都不忘眷顾一番故乡的河汾景观、
风物人情，且每每都有诗作面世。

后土祠，是我国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圣母
祠庙。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刘彻立汾阴后土
祠，作《秋风辞》并渡黄河隆重祭祀。具有重要
历史文化价值的故乡名胜，诗人必定是要拜
谒的。拜谒时作诗：“一木为桥渡断溪，山风水
气冷凄凄。千年古庙苍崖下，万里河流正在
西。”透过诗歌，不难想象后土祠当年面临黄
河水浸威胁且有可能被淹没的危险、凄冷状
况以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复杂思绪。

游历黄河，诗人作歌行《黄河赋》、散文
《游龙门记》；光顾禹门，诗人有诗《禹门》、《春
日游禹门》和《游禹门》三首。《禹门》诗曰：“连
山忽断禹门开，中有黄河滚滚来。更欲登临穷
胜景，却愁咫尺会风雷。”据《水经注》记载，

“禹门为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
后人缅怀禹治水功绩，遂将“龙门”改称“禹
门”。诗人是龙门人，熟悉这里的山水景物，其
观感及诗作自然与众不同。“连山忽断禹门
开”，“连山”指连绵不断的吕梁山，一个“忽”
字便把黄河奔腾咆哮的气势写得活灵活现。
此句疑是借鉴李白《望天门山》中“天门中断
楚江开”句，但又出奇制胜，改“中断”为“忽
断”，点石成金，使诗歌语言更富有表现力和
感染力。“更欲登临穷胜景”一句，则与王之涣

《登鹳雀楼》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语意相通，表达了诗人欲登高处穷览胜景之
意。“却愁咫尺会风雷”，笔锋陡转，写出诗人
对于风雷突变难以预料之忧思。经过官场生
死劫难的他，当然会惧怕政治时局的“咫尺风
雷”。因为，国家动荡，官场风险，对于个人来
说，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进亦忧，退亦忧，
乃诗人当时思想之现实，“却愁”正是诗人真
情实感的含蓄表露。全诗用简洁的语言为我
们描绘了一幅禹门顿开、黄河之水滚滚涌过，
惊涛裂岸，气势磅礴的故乡黄河景色。

《春日游禹门》：“野服归来野兴幽，十年
仍遂禹门游。”这是诗人告老还乡后初游禹
门，一副平民装束，一种平和心态，不再有十
年之前对时局的忧虑与不安，心境坦然了许
多。时隔数载，诗人在《游禹门》中表现出的则
是逸闲自得，享受自然：“春泽周四野，闲情乐
时和。出郊纵逸兴，缅怀佳山河。”此时的诗
人，看山更是山，看水更是水，“禹门忽在望，
峭壁云嵯峨”；“石磴接飞栈，危楼架洪波。空
山响丝竹，虚堂进舞歌”。石阶与栈道相连，河
岸峰峦上的寺庙里供奉着至尊神像，人们从
四面八方集聚于此，祭祀神灵，祈保平安。丝
竹之声在山间回响，舞女歌妓于虚堂尽欢。

“父老诚苦心，旨酒神所呵。由来非一朝，吾意
其如何。”故乡人用虔诚和苦心敬酒祭神的仪
式，很早以前就已兴起并延续至今。尽管我是
个深谙儒道、精通理学的人，可又能怎么样
呢？诗人如是感慨。

《登南坡》：“土阜层层有万盘，偶来高顶
望人寰。满川宿麦浮青浪，一带晴岚列翠鬟。

何处云霞迷碛石，数村桑柘绕绵山。
唐风晋问凭谁说，地阔天高雁影闲。”
诗人站上老家平原村附近的南坡顶，
远望北面的山川景色，环顾满坡遍野
的庄稼、树木及村落，发出思古幽情、
感念家乡的深情赞叹！

明正统十年（1445）秋，诗人还在
蒙冤归里期间。五十七岁生日那天，
他趁着雨后凉风，又登上南坡，感慨
赋诗：“雨霁陟岧绕，凉风作阵飘。目
随青嶂远，心与白云高。野草连岗细，
家林百尺乔。茫茫天宇内，倦鸟已归
巢。”诗人极目山野，俯仰天地，倾吐
心声，纾解着人生的苍茫与感伤。身
处逆境，心志不沉，诗人的抱负与精
神，必将砥砺自己再度奋起前行。

西磑，吕梁山前、黄河岸畔一个
偏远而幽静的地方。偶然机会，诗人
与他的随员来到了这里。踏入青林萦
曲，沐浴泠然清风，来自远谷的清流
拍打着石梁跳起如珠浪，肆意浸润着
岸边平缓的青草地。诗人朝着水源方
向北行，只见山门内雨雾吞吐，秀峰
高耸，锦屏屹立，道家殿内矗有神像。
歇脚小憩，欣然归来。回首千峰，游兴
未尽，“更待秋初稍凉冷，还登绝顶窥
鸿濛”。

《汾上春日二首》：“道边桃李绿
阴繁，花落难招万片魂。只有清汾流
不尽，年年长是绕孤村。”“汾水春流
岸岸深，水村新绿满春林。残红已逐
东 风 尽 ，不 道 游 人 负 赏 心 。”春 日 将
尽，桃李花落，随风飘散，游人叹息未
能欣赏到花林美景。花开花落，规律
使然，诗人所感慨的这份遗憾，何尝
不是一种美呢？虽然错过花开烂漫，
却欣赏到了万木新绿。绿美树林与清
水环绕的村庄，充满了乡野情趣的宁
静。远离官场纷争，回归自然本真，自
是诗人心中的向往。还有《汾河南岸
看杏花》：“两载东风看杏花，汾河南

岸水西斜。几回驻马怜秾艳，只恐春流泛落霞。”
暖阳时节，诗人几回骑马过杏林，深深地被这里
盛开的大片杏花所吸引；汾河宽阔光亮的水带
西流汇入黄河，上面漂着一层落英，犹如晚霞一
般美艳。在诗人眼里，故乡的一切都是美丽的！

薛瑄对故乡的深厚情结，绝不是偶然的。因
为，千百年来滋养薛氏望族的河东大地，赋予了
他太多的美好记忆；回乡省亲，葬父祭祖，服丧
守节，往来从未中断；花甲之年蒙受冤狱削职归
里，故乡是他落魄人生中的生存基地和心灵港
湾；复职入阁，忠心为国，古稀之年致仕回乡，这
里又是他的落叶归根之地。

三

怀人离别诗《留连诸友八首》中的诗句感人
至深：“绿树秋风起夕凉，离筵歌舞断人肠”；“酒
尽玉壶歌舞散，月明千里照汾流”；“楼头钟尽晓
风清，南陌殷勤送我行”；“待我明年二三月，看
花同上禹门楼”。秋雨潇潇的时节，饮酒谈诗到
深夜，清晨送别到郊外。这种珍贵的情谊、难舍
的离别，读来心生酸楚，让人动容。

《河汾逢王存纪参政二首》其一：“京师一别
几经秋，汾水相逢话旧游。柏府久传名誉美，薇
垣今见事功优。典衣祗拟通宵饮，投辖都无半日
留。又复匆匆成两地，朔风何处送鸣驺。”京都分
别已有几年，不曾想今日能在河汾相见。老友相
逢，话题宽泛，忆起当年在御史府、中书省时的
功绩与声誉甚感欣慰。饮酒至深夜，挽留不足半
日，老友公务在身，只能匆匆辞别，再像这样在
朔风中送别老友又会在何处呢？其二诗句：“壮
志未酬知己共，相期白首莫相违。”足以见得，薛
瑄与同朝官员王参政性情相投、志同道合、感情
甚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社会交际圈及其
性情与人格。

薛瑄上位内阁重臣，步入仕途巅峰，已是暮
年。无论何处任职，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
名远播。晚年致仕还乡，著书立说，教育弟子，生
活简朴。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对自己灿烂的磊
落人生依然用诗写真：“土床羊褥纸屏风，睡觉
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
通。”

四

薛瑄诗歌冲淡平和、清新雅致、情感深厚、
意境开阔。

早期诗歌受到“台阁体”诗的影响，多为歌
功颂德之作，这与他的朝廷官员身份地位相关，
但他的诗歌与主流派诗歌又有显著区别。

中期、晚年诗作处于高峰，其作品“宗唐”倾
向鲜明。他赞扬杜甫诗歌浑厚，欣赏李白诗歌飘
逸，且多有所习。如《茅屋漏》中描写自己屋漏雨
打、坐卧不安的生活窘境，与杜甫《茅屋为秋风
所破歌》表现出的诗歌气势极为相似；还有些
诗歌的立意、结构和表现手法与杜诗也很类
似，给人一种以杜诗为标杆追求浑厚蕴藉之感
觉。学习李诗主要着眼于诗歌神韵与气象。

《黔阳江行歌》 描写诗人身处蛮荒之地，心无
畏惧，面对穷山恶水，依然“恶滩险浪不经
意”；他不重钱财重诗书，经济拮据之时依旧
以“满束古书”为傲，展现出诗人的乐观豁达
与诗歌的飘然洒脱，其情感之高昂、气象之豁
达，颇有李诗之神韵。

晚年的薛瑄已与年轻时注重功名、醉心案
牍不同，心境平和，悠闲自在，俨然心性淡泊的
陶渊明，诗作风格与陶诗也更接近，“豪华落尽
见真淳”，平淡质朴、闲逸高雅。有些描写故乡景
物的诗，又宛若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一般意境
优美、清新雅致。

对于薛瑄诗歌作品，清人纪晓岚给予了很
高评价：“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
韦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

薛瑄的伟大成就，远不止于文学，而文学方
面的成就，也绝不限于一部《河汾诗集》。薛瑄主
张“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的诗学思想及其诗歌
成就，无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殿堂里的一枚
瑰宝。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审视，许多东西依然
是高明的、正确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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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1 日，山西省文物局公布了“第
二届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评选结
果，共选出 10 项精品展，我市两项榜上有名，
分别为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和与华相宜——
晋南西阴文化特展。

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由山西博物院、关
公文化研究院和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举办，
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2 年 2 月 27 日在山西博

物院展出。该展览立足山西的文物、文化资源，
同时汇集山西、河南、甘肃、安徽、重庆 5 省市
9 家文博单位收藏的文物精品 130 余件组，从更
宏观的文化视野，展示关公文化及其当代意义。
其中，来自运城的多件珍品亮相此次展览，包括
明代关娘娘持笏板铜坐像、明代木雕彩绘关帝坐
像、元代铜铸关公卧像、明代铜首铁身彩绘关公
坐像等。

与华相宜——晋南西阴文化特展由山西
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运城
博物馆联合举办，于 2021 年９月下旬至 11 月
下旬在运城博物馆展出。主要围绕西阴时代

（距今 5900 年到 5500 年） 晋南地区人们的生存
环境、生活状态、能动创造等内容进行文化
面貌的直观复原，为观众描绘生动、鲜活的
史前社会景象。本次展览展出文物 122 件，集
中展现西阴文化的盆、钵、罐、尖底瓶等典
型器物，向公众传递晋南西阴时代的文化脉
络和历史信度。

（邵雨甜）

我市两项展览被评为山西省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

禁垣是运城盐池的象征，亦称
禁墙、禁城。

古 禁 垣 在 穿 越 历 史 隧 道 的 同
时，也经受着大自然风雨的剥蚀，像
一位年迈的老人，身上布满了历史
记忆、文化符号。

禁垣记录着历史，阅读禁垣就
是阅读历史，从残垣断壁的古禁垣
上，我们可以读懂历史老人的内心

“独白”。禁垣书写着文化，欣赏禁垣
就是欣赏文化，从断瓦颓垣的古禁
垣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池盐文化的
博大精深。

禁垣初创禁垣初创
禁垣最初创建于唐代。大唐建

都于长安（今西安），运城盐池靠近
京畿，是辅佐大唐王朝的“钱袋子”
和“米粮仓”。盐、铁、绸、茶，是封建
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盛唐时期国
民经济总产值达 1200 万缗，全国盐
税高达 600 万缗，运城盐池盐税就
达 150 万缗，占全国财赋收入的八
分之一，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唐
之富庶，（河东）盐税其半”就是说明
运城盐池在当时国民经济地位中的
作用和所占比例。唐宪宗元和年间，
盐法大坏，由于利益的驱使，盐池周
围的百姓冒死偷盐现象时有发生，
私盐盛行，盐利收入大减。为了防止
食盐走私，保证赋税收入，唐王朝政
府在原“盗卖池盐一斗以上，杖背，
一石者死”的盐律基础上制定了更
加严酷的盐律。盐律规定：对偷盗和
私煎卤盐犯，不论多少，立即处以死
刑。但即使这样，仍难以禁止盗窃、
私制和私销食盐的行为。因此，在运
城盐池的周围修建了水沟、矮墙等
非常简陋且规模不大的防护建筑，
盐池最早的禁垣雏形“壕篱”就这样
形成了。

到了宋代，在唐创建“壕篱”的
基础上，环池一周又修建了“拦马短
墙”，分东西二门，以便人员出入。并

“ 募 兵 百 人 ，目 为 护 宝 都 ，以 巡 逻
之”。

明洪武二年（1369 年），明太祖
朱元璋刚收复山西，立即派遣“河东
转运使司”，专管河东盐务，负责征
收盐税，并对河东盐池专门制定严
厉的盐律，“盐池各场灶丁人员如有
夹带私卖或私煎代卖者，处以极刑

（绞刑）；两邻发现私煎私卖知情不
报者，除杖一百外，还要充军，对知
情故纵或者串通私卖者，也要处以
极刑”。

禁垣完备建成是在明代中叶宪
宗成化十年（1474 年），明政府下诏
收回大滩池归为国有，由巡盐御史
王臣，“经理盐池，塞东西二门，另辟
中门，以总出入，又于马墙之外，筑
设禁垣一周，计长一万七千四百二
十二丈（合 116.14 里）。高低随乎地
势，东西南北不一。其制大率高以一
丈并一丈三尺为度，基厚八尺及丈有
三尺，渐次而上，顶厚六尺、八尺不
等。禁墙之外有马道，以便往来。马道
之外有隍堑，以蓄野水，深阔皆丈。垣
内外又置铺舌，以居逻卒”。这次修筑

动用人力之多、工程之大，在盐池历
史上是空前的。第二年，巡盐御史袁
祯继续施工。第三年御史陈鼎复加修
筑，墙高加之二丈一尺，前后历时三
年完成。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御
史吴珍请求，仍开东西二门，加上中
门，共称之禁门有三，皆在盐池北畔。
中禁门与运城城区相对，名曰“祐
宝”；东禁门距安邑五里，名曰“育
宝”；西禁门距解州十里，名曰“成
宝”。三门出入，各从其便。

古禁垣在成化年间修成后，经
历了四十余年，在一定程度上有损
坏 和 塌 陷 。明 正 德 十 二 年（1517
年），巡盐御史熊兰又征调役夫 3 万
余人，费时半年，把禁垣加厚至一丈
五尺，加高至二丈一尺，隍堑深挖，
加宽各一丈五尺。并在东西禁门内
各建一座“瓮城”，城上建楼，城内设
置 60 铺，分遣重兵把守，每当夜幕
降临，城门紧闭，整个盐池恰如一座

“监狱”，城外马道有兵卒巡逻，盗盐
走私者插翅难飞。至此为止，中国历
史上唯一的功能完备、宏伟壮观、

“固若金汤”的禁盐之城就建成了。
“环池四面，周围以墙，名曰禁垣，所
以御盗贼而资保障也。”（《河东盐法
备览》卷一·盐池门·禁墙）

运城盐池古禁垣防御性很强。
城外的护城河为第一道防线，河上
设有吊桥，是进出盐池的唯一通道；
第二道防线是护城马道，昼夜有兵
卒巡逻把守；第三道防线是城楼上
边的谯楼，用来打更和报警；第四道
防线是城门；第五道防线是禁墙内
的瓮城。盐池古禁垣整个防务体系
完备，建筑雄伟坚固，布局合理，结
构严密。三道城门关禁重叠，层层设
关，城上楼阁高耸，形成城内有城、
城外有壕、关垣纵横、重城并守之
势。

在运城盐池发展历史上，古禁垣
始终捍卫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和
发展，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繁荣富
强、文化传承的不朽丰碑，是河东大
地人文厚重、富甲天下的历史见证。
古禁垣经历千年岁月沧桑，为人类留
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地位历史地位
古禁垣从唐代始建，宋代继建，

明代筑城，前后历经 1000 多年，这
在我国和世界盐业发展史上是绝无
仅有的。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运城盐
池地处中原大地，交通便利，是世界
上开发利用最早的盐池之一。自秦、
汉，直到唐、宋、元、明、清，运城盐池
盐利一直是封建王朝财赋收入的主
要来源，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和
保护。二是运城盐池虽然分东、西两
池和六小盐池，但比较集中，有条件
绕池一周修筑禁墙。正是出于统治
阶级的利益需要和地理位置的实际
可能，才使得禁墙能以独特的面貌
出现在百里盐池上形成独树一帜的
池盐文化现象。

古禁垣落成之后，第一个明显
的作用是防止盗盐走私，保证国家
税收，扩大财赋收入。

以产量来说，明太祖洪武三年
（1370 年），产盐 30.4 万引（每引 200
斤，下同），计产盐 6080万斤。成化十
年，禁垣修成之后，盐产量逐年递
增。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产盐
38.4万引，计 7680万斤；正德十五年

（1520 年），产盐 62 万引，计 12400 万
斤；特别是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产量高达 140 万引，计 28000 万
斤，达到历史最高。

古禁垣的第二个作用是抵御自
然灾害，防止客水犯池，保证盐业正
常生产。

运城盐池地势中间低、四周高，
历来是“以主水生，又以客水败”。主
水，是指池内的产盐母液；客水，是
指池外侵犯而来的洪水。抗洪是保
证盐池正常生产的必要条件，禁垣
没修之前，池北仅有姚暹渠疏导侵
池之水，池南仅有建于唐德宗贞元
年间（797 年）的“护宝长堤”作为防
止中条山洪水入池的唯一屏障。禁
垣修成之后，护宝长堤成了盐池防
洪的第二道防线，禁垣既可以堵截
客水，又有隍堑可以纳蓄，无疑是防
止客水犯池的一道主要防线，其作
用不言而喻。

古禁垣没修之前的宋徽宗元符
二年（1099年），客水坏池，冲垮护池
堤堰，盐业减产，使得行销潞盐的西
安、洛阳、开封等地改食河北长芦盐。

元延祐年间（1314 年），池霖涝
拍坏堤堰，池中盐花诸年不生。禁垣
修成之后，有效抗御了以下几次大
洪水，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明崇
祯五年（1632 年）七月大洪水；清乾
隆二十年、二十二年大洪水（分别为
1755、1757 年）；道光二年、三年、十
二 年 、十 五 年 大 洪 水 ；咸 丰 六 年

（1855 年）大洪水。
在抵御诸多洪水中，特别值得称

道的是抵御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
洪水。正德十二年加修的禁垣不仅有
效抵御了洪水侵袭，还使当年的潞盐
产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古禁垣的第三个作用是控制盐
工的外逃。在过去的盐业生产中，盐
工是为统治阶级当牛做马的奴役，
在不堪忍受其苦时纷纷外逃。禁垣
建成后，百里盐池成了一座“四堵
墙”的“监狱”，盐工失去了人身自
由，禁垣起到了禁锢盐工的作用。

禁垣被毁禁垣被毁
禁垣的衰败始于清代末期。
清代前期，政府每年拨有专项

银两对禁垣进行岁修。到了清代后
期，由于朝廷软弱无能，国难当头，
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盐政腐败，对
禁垣无力岁修，禁垣由此开始衰败。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盐业不
振，加速了禁垣的衰败。民国三年 5
月，充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的英国
人丁恩，到运城盐池巡视后称：“查
河东盐池当日环绕盐池之禁墙，已
甚破坏。初欲借此围墙保护盐池者，
至是遂归失败，等于无用……除闸
门（指禁门）三道之外，墙中更有缺
口多处，或穿墙身，或穿墙领，以为
利便出入之孔道。凡此皆由人民历
年以来逐渐私开，而政府未尝加以
禁阻者。”这说明禁垣在清末民初破
坏比较严重。

1938 年 3 月，日军侵占运城盐
池，以掠夺潞盐和化工原料为能事，
加剧了禁墙的破坏。

1947年 12月 28日，运城解放之
后，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太岳行

署立即发布公告：盐池禁墙内土地
一律收归国有，护堤滩地、籽粒滩地
地租如数上缴，作为维护池內资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曾先
后投资 1000 多万元，对护池堤堰进
行修建保护，又多次发布命令和布
告，对于盐池资源的利用、土地开
发、池内芦苇及树木的使用管理都
作了明确的规定。

“文革”时期，对盐池的防护设
施破坏严重。58.7 公里的禁垣不少
地段被平毁，幸存的也是残垣断壁。
盐池南畔，在造海绵田狂热运动中
被拆毁一空，25 公里长的护宝长堤
被附近村民挖得坑坑洼洼，栽树，取
土，烧砖瓦，这个被称为池南第二屏
障的“护宝长堤”已是面目全非。

1980 年，《人民日报》以《运城
盐化局资源亟待保护》为题发出“救
救古禁垣”的强烈呼声！1982 年 5 月
24 日 ，《人 民 日 报》在 头 版 显 要 位
置，发表了“制止破坏运城盐池国家
资源的行为”的读者来信。同年 7 月
间，时任山西省省长罗贵波到运城
视察，看到古禁垣被毁之惨状，尔后
省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定，先拨款
200 万元，修复池南禁垣，然后全面
修复。

近年来，运城市委、市政府先后
成立了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
中心、运城河东盐文化研究会，投资
过亿元，对盐湖生态环境大范围整
治，修复堤堰，东、西禁门，瓮城，盐
池神庙，河东池盐博物馆，盐文化公
园，盐文化广场等展示池盐文化场
所和载体。特别是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退盐还湖”“五湖治理”等方案，
把运城盐湖纳入其中，运城盐湖必
将迎来大规划、大投入、大发展。

风骨犹存风骨犹存
古禁垣从初创到现在历经千年

沧桑，虽屡遭兵火，迭经风雨侵蚀，
大部分已毁，但从它的废墟上不难
想象当年之风姿。

今天的古禁垣，早已被丛生杂
草包围，兵卒的铺舍也破败不堪，垣
外隍堑也已垫平，马道上栩栩如生、
形象逼真的 5 匹运盐车马早已不知
去向。曾经风光无限，气势恢宏、悬
若垂臂的古禁垣孤独地横亘在天
边；曾经戒备森严的“瓮城”也没有
了昔日的威严，变得异常冷落，异常
凄凉；曾经古雅庄重、朱栋花檐的中
禁门门楼上嵌饰的清同治皇帝手书
的“三不碑”，即禁垣中盐工“不当
兵、不纳粮、死后不买棺材”的碑文，
早已化为尘埃。盐池禁垣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盐
池禁垣是历史留给现代的标记，既
而凝固成一种特殊的盐文化现象。
正是河东盐池最早产生了池盐文
化，继而池盐文化催生了河东文化、
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最终繁衍了中
华文化。河东池盐文化以此为基点，
闪烁出灿烂的生命和智慧的光芒，
确立了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不可
忽视的地位。

千年古禁垣，它昭示给我们的
是一种信念，一种执着，一种毅力，
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时代洪流激
荡之后的岿然，是大浪淘沙之后的
纯真，是历史车轮碾压之后的考验。
面对千年古禁垣，我们总是怀着一
颗虔诚的心，小心翼翼地去对待这
种独特的池盐文化现象，去挖掘、去
整理、去研究、去保护、去开发、去传
承、去发展！

千年禁垣千年禁垣 风骨犹存风骨犹存
■■赵赵 波波

我的运城我的运城我的运城我的运城····钩沉钩沉钩沉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