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2022年8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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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坤

钟声响，城门启。
在光阴里伫立了逾百年的钟楼

前，运盐商队款款行过，驼铃叮当
响。

看着眼前重修的钟楼，脑海里
总能出现如此画面。

历经岁月，历史车辙印痕犹在。
1947 年 毁 于 战 火 的 运 城 钟

楼，今夏终于重现于世。
四时晨昏，日落日出，重建后

的钟楼与鼓楼东西相望，再次肩并
肩，守护着河东人世代依傍的绿水
青山。

重 建 的 钟 楼 位 于 运 城 鼓 楼 西
面、盬街中段，属原址建设。配合

盬街附近的河东池盐博物馆、河东
道台衙门、关王庙等人文景观，承
载着运城人文化和历史情思的运城
钟楼，一下子就连接起了这座城市
的历史与现实。

运城钟楼始建于元代，明、清
均有修缮。2020 年 10 月，钟楼重
建地址确定，2021 年 7 月确定重建
项目方案。整个钟楼建筑形制都体
现了明代建筑营造技术手法，为砖
石木混合建筑。

整体建筑分为上下两部分。下
部楼台基为青石、青砖混合砌成的
十字券拱形门洞，基座西设双向砖
砌楼梯，安装砂石栏杆，占地面积

432.64 平方米，台基高 8.8 米，墙
体四面收分，上部平台四面青砖砌
筑垛墙 1.6 米高围护栏，楼下四向
贯通。

上 部 钟 楼 二 层 三 檐 ， 腰 缠 平
座，十字歇山顶，地坪至脊刹总
28.82 米。一层平面“凸”形，构
成“十”字形平面布局，占地面积
149.45 平方米。主干由檐柱与内柱
两周合成。四根永定柱通达顶层，
高 11.65米。

楼建好了，自然也要有钟。
原运城钟楼的古钟，为元代铁

钟，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毁灭，形
制模样没有依据。经运城历史、文

化专家讨论，决定
铸造一口明代形制
的青铜钟，在工艺
方 面 更 考 究 、 精
细，音质更洪亮。

本着为百姓祈
福，天下平安的意
愿，在原钟楼之钟
形制不可考的情况
下 ， 在 钟 上 展 现
100 个福字，更简
洁，更明了，寓意
更深刻。于是，建
设 方 邀 请 了 运 城
13 个 县 （ 市 、
区） 百名书法家，
写 出 100 个 福 字 ，
最后由运城鑫瑞华
雕塑有限公司青铜
工艺铸造，并将这
100 个福字铸于钟
体表面。铜钟因此
被 命 名 为 “ 百 福
钟”。

吹 着 盬 池 南
风，听街头钟声敲
响，这样的景象或

许不再只是口口相传的故事里的描
述。

看到钟楼，就仿佛看到了河东
历史的变迁。驮着盐袋的骡队自南
而上，驼铃声声响，在钟楼脚下驻
足暂歇。黄河滚滚东去，那些运盐
的骡马早已不在，但朝霞余晖却一
似百年之前丝毫未变，映衬得重修
后的钟楼更加流光溢彩。

夜色渐凉，炊烟袅袅升起，钟
楼脚下纳凉的人也多了起来。山河
苍翠，晚霞金黄，取一小片薄暮为
配料，采撷钟鼓楼的色彩韵味，轰
轰烈烈上演一场专属于河东人的烟
火味、人间情。

钟楼重现钟楼重现，，四时晨昏皆动人四时晨昏皆动人
本报记者 杨晶茗

蒲 剧 著 名 导 演 李 泉 水 准 备 把
他从艺六十五年的苦辣酸甜与心
得体会集结出一本书，邀我为记，
我欣然应允。原因有二：一、李导与
我是忘年交，老友相邀，不敢不从
命；二、与他的交往，让我感觉其艺
术生涯，就是一部厚厚的蒲剧大字
典，把他的勤奋历程让新时代的戏
曲人知道非常值得，相信能够催生
更多优秀演员和导演。

对 于 戏 曲 ， 我 打 小 就 喜 欢 ，
周围许多人都知道，以至于时至
今日还有人对我说：“你没唱戏，可
惜了！”

记 得 初 中 时 ，家 里 有 台 录 音
机，我把节省下的零花钱，拿来买
市面上在售的所有蒲剧磁带，其中
就有王天明的 《空城计》、王艺华
的 《黄鹤楼》、李爱玲的 《三娘教
子》《十告状》、雷俊生的 《狱卒
平冤》、白麦浪的 《孙成打酒》等，
不 一 而 足 ，许 多 唱 段 至 今 能 背 会
唱 。真 正 开 始 对 戏 曲 有 深 入 的 了
解 ，是 在 观 看 原 市 蒲 剧 团 排 演 的

《白沟河》之后。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我养

成了随时记录心得的习惯，看完这
部传统大戏后，感觉有种不吐不快
的紧迫感，便立即写了篇小文。写
完后自认为还可以，发给剧团的几

个朋友，请他们把关。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他们没有提前商量几乎同
时回复：这部戏的导演是李泉水老
师，一定要加上！于是，按照大家的
建议，我在文章中加入了导演李泉
水排导这部分内容。但说实话，对
于当时还只知台前光华、不知幕后
艰辛的我这个戏曲门外汉来说，尚
不知一个导演的重要性。

认识了许多剧团的朋友，我便
不满足于只是在台下看戏。知道戏
剧班子在排戏，就常常在下班后过
去看看，满足我的好奇心：这个戏
究竟是咋呈现出来的？到了排戏现
场，让我很是震惊，毫不夸张地说
是重建了认知：排练场，导演最大！
无论是“梅花奖”获得者还是一二
级演员，都要听从导演的安排。有
时 候 导 演 要 求 的 动 作 ，演 员 来 不
了，导演还得亲自示范。后来看到
武俊英、景雪变、孔向东等几位蒲
剧大家的文章，更是深刻认识到，
他们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李泉水
导演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这些名家从第一次担任主角，
到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舞台艺术
风格，再到艰辛的夺“梅”之路，都
离 不 开 李 导 的 无 私 陪 伴 。在 闲 聊
中，李导告诉笔者：名演员的心路
也不乏坎坷，在未成名时，他们也

有过彷徨，有过失望，更有过气馁
和望而却步的畏难思想。我想，是
李导，拉着、拽着、推着他们前行，
有批评，有鼓劲，也有激励和鞭策，
难怪许多如今被人们熟知的蒲剧
演员在回顾自己艺术生涯时，都不
约而同对李导充满了感激之情。

退休后的李导依然爱看戏，李
导说，一方面，由于多年从事导演
工作，戏曲，尤其是蒲剧界的各类
赛事会请他担任评委，这是责任，
必须去；另一方面，自己现在还能
动，经常有剧团邀请给他们排戏，
要排戏就不能拘泥于过去的老一
套，要不断创新，而创新就需要学
习。每一次观看演出，就是一个学
习的过程。人嘛，就是要具备“活到
老学到老”的心态，只有在戏曲改
革的路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让戏
曲这一古老艺术焕发新的活力，适
应新时期观众对戏曲审美要求的
不断提高。

生活中，李导是一个和蔼可亲
的老人，不管是面对领导还是普通
群众，泉水老师都很随和，与他交
往 总 有 如 沐 春 风 之 感 。但 在 排 练
场 ，李 导 却 是 一 个 一 丝 不 苟 的 导
演，更是一个不放过任何细节的严
师。不管是名演员还是普通演员，
做不到位必须重来。有的名演员、

老资历在现场挨批，抹不开面子耍
脾气，李导从来都是不温不火、耐
心细致地做工作，直到完全满意为
止。李导说：我要的是这本戏见观
众时无可指摘，这才是真正爱护演
员、维护演员，一时心软，抬抬手过
去了，观众不买账，不一定会指责
导演，但肯定会笑演员、骂演员。当
导演就要对演员负责。

多年来，运城市的几位“梅花”
奖获得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李导
的艺术滋养，有的更是经李导一手
培养出来。按理说，李导算得上功
成名就，而且早已退休多年，完全
可以安享晚年了，但闲不住的李导
退而不休，在他的记事本上记了十
几个年轻人的名字、十几回戏。他
说：这些娃娃都是咱们蒲剧的好苗
子，是咱们蒲剧的未来之星，我平
时都在观察他们的成长情况，根据
轻重缓急为他们排导一些适合自
身特点的戏。

有 人 说 戏 曲 不 行 了 ，后 继 乏
人，总有一天会消亡的。但从李导
的 话 里 ，我 仿 佛 看 到 了 蒲 剧 的 希
望。戏曲的振兴需要年轻一代戏曲
人甘守清贫、孜孜以求的决心，十
年磨一剑的耐心，扎实苦练、久久
为功的付出。同时，运城蒲剧界更
需要像李泉水导演这样热心蒲剧
事业的老一辈艺术家，甘当人梯，
以愿做春泥护花红的高风亮节，促
进蒲剧艺术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祝愿李导身体健康，艺术生命
长青，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里，仍能在舞台上看到李导活跃的
身影……

蒲坛名宿 温厚长者
——蒲 剧 著 名 导 演 李 泉 水 小 记

■赵文彬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进一
步颂扬古城悠久文化，展现新绛魅
力风采，助力绛州古城 5A 级景区创
建，叫响新绛“晋国古都、天下雄郡、
华夏乐城、三晋名州、荀子故里”五
块金字招牌，让千年古州熠熠生辉，
新绛县日前举办了“魅力古城·清韵
新绛”全国征文大赛。征稿时间为 9
月 1日至 10月 31日。

本次活动由新绛县委宣传部、
新绛县纪委监委机关、新绛县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新绛县新闻中心主

办，新绛县文学创作者协会、古州新
绛编辑部承办。

本次征文大赛面向全国作家、
诗人及文学爱好者。征文体裁以散
文、诗歌、故事等为主，要求文笔流
畅、故事生动、感染力强，内容健康
向上，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散文不超
过 3000 字，诗歌不超过 100 行，故事
不少于 1500 字。

征文题目自拟，以“魅力古城·
清韵新绛”为主题，主要展示新绛历
史文化、廉洁文化、名人故事、民俗

风情，新绛澄泥砚、云雕、毛笔、木版
年画、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古城保
护和活化利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
观，清廉新绛建设、新绛汾河文旅融
合示范带建设、疫情防控、乡风文明
建设、志愿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抓党建促基层能力治理提升等
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开展情况。

所投稿件不得抄袭、套改他人
作品。如果发生版权纠纷，取消参赛
资格，后果由作者个人承担。散文、
诗歌等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收集整

理故事须注明讲述人、搜集整理人
姓名。征文作者须附 100 字以内个
人 简 介 、联 系 电 话 及 详 细 通 信 地
址。所有参赛作品一律通过邮箱投
稿，主题及参赛作品请注明“魅力
古城·清韵新绛”征文大赛+作品
名 + 作 者 姓 名 。 邮 箱 地 址 ：
782508076@qq.com。

大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50 名。一
等奖奖励价值 3000 元奖品；二等
奖各奖励价值 1000 元奖品；三等
奖各奖励价值 500 元奖品；优秀奖
各奖励纪念品一份。所有获奖作品
均颁发获奖证书，并在 《古州新
绛》《绛州廉政》《绛州文学》 公众
号推送，优秀作品将结集出版。

新绛举办“魅力古城·清韵新绛”全国征文大赛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
2022 年山西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闭幕，我市三名参赛选手李辉、
孙黎明、贾高强分别荣获考古探掘
工项目组二等奖、壁画彩塑文物修
复师项目组二等奖、考古探掘工项

目组三等奖。
本届山西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由省文物局、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总工会主办，于 8 月 17
日至 19 日举行。大赛以“保护文化
遗产 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分别

在山西警察学院主赛场和晋阳古城
遗址分赛场进行。

来自全省 9 个市、3 所院校、5 个
省直单位、12 家资质单位的 112 名
选手同场竞技，参加木作文物修复、
泥瓦作文物修复、陶瓷文物修复、壁

画彩塑文物修复、金属文物修复、考
古探掘 6 个项目理论考核和实际操
作的比拼。

经过紧张激烈地角逐，大赛评
选出金属文物修复师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木作、泥瓦
作、陶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和考
古探掘工一等奖各 2 名、二等奖各 3
名、三等奖各 5 名，另有 30 名参赛选
手被评为“优秀选手”。

我市三名选手在全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奖

关于关公记载，最早见于《三国
志》。《三国志》作为我国古代二十四
史中的“前四史”，应当是紧承《史
记》《汉书》之后的一部史学名著。

经查证，在《三国志》以后的二
十一部官修正史中，除《北齐书》《周
书》《隋书》《旧唐书》等八部史书不
直接涉及关公外，其他十三部史书
均有文字提到关公。毋需置疑，关公
是历史上一位真实人物。

但 由 于 正 史 记 载 关 公 篇 幅 不
大，因而关公家庭出身，民间传说版
本很多。

一是说关公出身于书香门第。
其祖父为蒙学之师，父亲也是读书
之人。关公从小读书就学的地方，是
在一位姓胡的私塾先生家里。关公
所娶夫人，就是胡先生的女儿胡玥。

二是说关公父亲是做豆腐的。
少年关公曾帮助父亲卖过豆腐，从
小就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于理财的
好习惯。

三是说关公从小家里很穷。其
祖父给财主家当长工时，在中条山
干活不幸遇难摔死。按照当地风俗，
死在外边的人是不能运回村里的，
无奈关公祖父就被埋在了中条山石
磐沟十里许。关公父亲仁义为先，
极重孝道，在墓地结庐守丧三年。
到了关公这一代，家里依然很穷，
关公曾在解州城里给一户蔡姓地
主当长工。

四 是 说 关 公 是 手 工 艺 人 铁 匠
出身，曾靠走村串巷打制小农具糊
口度日。1965 年 11 月 25 日，当代著
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在参观
解州关帝庙后题词说：“传说关羽
是铁匠出身，在乡曾打死欺压良民
的恶霸，这个故事颇有阶级斗争的
意义，这可能不是虚构。从这个角
度上，我对于这位古人可以表示敬
意。”

以上这些说法，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有共
同之处：关公家庭不是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
应属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家庭。

关公离家出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首
篇中记述关公与刘备、张飞初次见面时，自我
介绍道：“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
东解梁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
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
特来应募。”这句话，正与陈寿在《三国志》首
句中载述的关公“亡命奔涿郡”相印证、相吻
合。这两部历史巨著，都同时隐喻着关公在家
乡“悯冤除豪”的身世。

关公在家乡悯冤除豪、除暴安良的传说，
也因缺少正史记载，而有多种民间传说版本。

传说一：关公在解州城蔡家当长工时，因
看到地主蔡家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就杀了蔡
氏一家，而后出逃。

传说二：解州城州官臧一贵，看到东汉末
年天下大乱，也想起兵造反，称霸一方。他听
说关公武艺高强，勇猛过人，便请关公到州
衙商议此事。关公一听臧一贵要造反，手起
剑落，臧一贵当即命归黄泉，关公迅疾出逃。
这个传说被纳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元杂
剧里。

传说三：少年关公好打抱不平，经常在外
惹事，被他父亲锁闭在后园一个空房子里。一
天晚上，关公越窗出逃后，听到有个女子哭得
十分悲伤，还有一个老汉也陪着哭泣。关公一
问才知这个老人的女儿已有婆家，但是本县
县尹（一县的长官）的舅爷却要强娶她为妾，
老人告到县衙，却被县尹痛骂了一顿。父女俩
走投无路在此啼哭。关公听说以后，便仗剑闯
进县衙杀了县尹和他的舅爷，然后出逃。这个
传说被清代文人梁章钜写进了《归田琐记・

三国演义》中。
传说四：关公喜读《春秋》，每看到乱臣贼

子、贪官污吏便义愤填膺。解县县官贪得无
厌，祸害百姓，关公就把县官斩杀后亡命逃
遁。这个传说被录入元代刊行传世的话本《三
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里。

传说五：解州城内有个豪霸吕熊，人称熊
虎员外。他勾连七姓富豪欺压百姓，为所欲
为，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有天关公遇到一个
名叫韩守义的人，向他哭诉了自己被吕熊凌
辱、女儿被吕熊霸占一事。关公听后眦裂发
指，便让韩守义领路，挥剑斩杀了吕熊家及七
姓家族中的一百零八口人，然后出逃于外。这
个传说流传最广，且被当地百姓认可，被《关
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解梁关帝志》等书采
纳。

可以看出，少年关公就是一个性情刚烈、
疾恶如仇的豪情正义之人。

关公渡口逃匿，民间传说版本也有不少。
山西境内黄河古渡口比较多，有茅津渡（平
陆）、大禹渡（芮城）、风陵渡（芮城）、蒲津渡

（永济）、吴王渡（临猗）、龙门渡（河津）等。古
河东解梁城离风陵渡口潼关古城较近，且路
途平坦，因而当年关公从老家向西出逃于风
陵渡潼关古城的相关故事较多。

还有一版本说，当年关公从老家向东翻
过中条山逃至平陆县张村镇太阳渡，后经陕
州过孟津奔河北而去。迄今，太阳渡金鸡堡的
高台上建有标识性建筑“关帝思乡庙”。

平陆县太阳渡，古称茅津渡，是个古老而
又悠久的渡口，也曾是河东食盐运往中原等
地区的重要驿站。据关帝思乡庙看护人邓师
傅讲，该庙始建于唐代天宝四年（745 年），其
后于 1947 年，我军从平陆强渡黄河挺进中原
后，为防敌军追击，便将渡河民船就地销毁。
随后赶来的敌军到了河边，发现一只船也没
有，便将金鸡堡上的关帝庙拆毁，将木料捆在
一起，做成木筏渡河运兵。1957 年，三门峡水
库蓄水时，金鸡堡被冲刷浸泡，塌陷入河中，
关帝思乡庙从此淡出人们视线。2008 年农历
六月，平陆县乡民自筹资金在原址重建此庙。

此庙殿门朝北，天下奇有，寓意深刻。当
年关公隐身中条山逃至太阳渡上了金鸡堡
后，被一条大河挡住去路。凑巧太阳古渡口恰
有一只小木船。就在关公即将上船之时，他站

在高台上，回首眺望自己家乡解
梁常平村，泪眼潸然，深深地跪
地 长 拜 后 ，跳 上 小 木 船 毅 然 而
去。

在 黄 河 对 岸 河 南 灵 宝 城 关
镇牛庄村有座关帝庙，此地高山
峻岭，该庙又称老爷寨、圣贤宫。
据该庙守护人郑女士讲，此地为
关老爷在家乡解梁除暴安良逃
匿后，曾在此地停留一个月零八
天，后人在此建庙祭祀。这里每
年农历九月十八日，都要举办庙
会活动。

那么，关公出生于东汉末期
具体什么时日呢？

史上本有纷争。明世宗嘉靖
皇帝曾钦定关公生日为五月十
三，因而明代年间记载典章制度
的官修史书《大明会典》以及清
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解州
知守张镇编纂的《解梁关帝志·
祀典》和清代道光年间梁章钜编
撰的史料笔记丛刊《归田琐记》
等记载中，关公生日均为五月十
三。而明崇祯二年（1629 年）立石
于常平村石磐沟关公祖茔的《祀
田碑记》和《解梁关帝志》“重印
序文”中，又记载关公生日为六
月二十二。

元人胡琦在将关公祖系、生
平年谱、关王书札、身后灵异，到
历代封赠、碑记、题咏等汇刊一
处，编纂《关王事迹》的同时，在

《显烈庙记》中记载：“荆楚之人相
传以显烈（关公）六月二十四日
生，昭贶（关平）五月十三日生。虽
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显烈是
宋哲宗赐于关公的封号；昭贶是
蜀汉后主赐于关平的谥号；荆楚
旧指古荆州地区，现今湖北湖南
一带。

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解
州州守王朱旦依据常平村民于昌“一梦一砖”
而作的《前将军关壮缪侯祖墓碑铭》、康熙三
十 二 年（1693 年）刊 行 的《关 圣 帝 君 圣 迹 图
志》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 年）付印的《山西
通志》中，同样记载“关公生于东汉桓帝延熹
三年（160 年）六月二十四日”。虽然元人胡琦
所提的“关帝诞”时间最早，且有文字记载的
碑刻，关公出生地和卒地民俗又同持此说，但
官方不予认可，明清两代朝廷祭典关帝诞一
直为五月十三。民间祭典只有在五月十三和
六月二十四之间摇摆不定。

我国北方一带以及南方部分地区认为关
帝诞六月廿四之说据实可循，因而大都在每
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举办关公诞辰祭典活
动。

不管怎么说，关公出生于汉桓帝延熹三
年（160 年）是没有争议的。查万年历得知，当
年属相应为鼠年。

那么，关公离开家乡究竟在何年何月何
日？

正史尚无明确记载，民间叙说不一。《解
梁关帝志·年表》记载：“汉孝灵皇帝中平末

（189 年），关帝自解至涿，始事昭烈。庚午，汉
孝献皇帝初平元年（190 年），昭烈帝依中郎
将公孙瓒，瓒使领平原相，帝与张飞并为别部
司马。”按这个时间，关公离乡是在 29岁。

关帝庙有碑记记载，关公离乡逃匿时间
是汉灵帝光和二年（179 年），这一年关公刚
好 19 岁。按照《华阳国志·刘先主传》有关刘
备的记载，说刘备在“中平元年（184 年），从
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这句话
是说中平元年（184 年），刘备带领部下跟邹
靖讨伐黄巾军立了功，被封为安喜县县尉。同
时也在说中平元年（184 年），24 岁的关公已
追随刘备参加了黄巾军之战。再参照《三国演
义》中关公自我介绍“逃难江湖，五六年矣”的
推论，关公 19 岁义除恶霸。离开家乡比较符
合当时情况。

关公卒于东汉末期何年何月何日？
同样正史尚无明载，民间说法有两种：一

种 说 法 是 汉 建 安 二 十 四 年（219 年）十 二 月
（腊月）初七日。此说首见于清代刊刻的嘉靖
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第四节《汉中
王痛哭关公》。

这天，孙权设宴赏犒三军，庆祝荆州大
捷。孙权举杯，吕蒙因关公魂魄附体，竟然大
骂孙权。“大小将士慌拜于地，吕蒙七窍鲜血
迸流，死于座下。蒙死年四十二岁，时建安二
十四年冬十二月初七日也。”后来一些学者提
出的关公归天日为十二月（腊月）初七日，就
是顺延《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记述的孙权设
宴、吕蒙暴死一事的时间而推断的。

另一种说法是汉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
十二月（腊月）二十二日。有史料记载，曹操是
汉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病亡的，东吴
将关公首级送到达洛阳时间，一定在曹操生
前，因而关公归天日可为前一年的十二月（腊
月）二十二日。同时江陵距洛阳约一千五百余
里，护送关公头颅是最紧要的军事任务，10
天左右亦可到达，不可能延宕一个月，因而推
定汉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腊月）二十二日符
合实际。我市河东博物馆曲公游《关羽评传》
中 ，就 记 载 关 公 卒 于 汉 建 安 二 十 四 年（219
年）十二月（腊月）二十二日。

两种说法都同样表明关公享年 59 岁，但
据《辞海》中历史纪年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
十一月初七日对照的公历（与西历相同）绝对
年份为公元 220 年 1 月 1 日，那么，汉建安二
十四年十二月（腊月）初七日和二十二日对照
公历年份应为公元 220 年 2 月 1 日以后了，这
样关公享年应该就为 60 岁了。在民间，还有
周岁与虚岁、三年两头闰与三年两不闰等讲
究，因而关公享年也有 61岁的说法。

关公尊奉与信仰，自唐宋时期基本形成
以后，关公身世与轶事的艺术创作作品明显
增多。关公精神内核要素，也被一些社团教派
为己所用进而修改扭曲。我们尊重历史，精准
把握“真实的关羽，真正的关公”时不我待，重
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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