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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是人类的惟一栖息之处。人类自
产生以来就生存在大地之上，中华民族的
先祖尊大地为“后土”。从民间信仰文化来
讲，后土为大地之神、大地圣母、社神、古
代掌管土地的官吏等。大地生长五谷，养
育人类，繁衍生物，承载万有。后土祠位于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
汾河交汇的地方——山西运城市万荣县
庙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堪称中华
祠庙之祖。

本书生动地记述了自黄帝时期以来，
每个重要的朝代有关后土的信仰崇拜、祭
祀仪式和文化内涵，旨在梳理后土信仰的
渊源和脉络，探寻后土文化在黄河文明中

的重要地位。后土文化有五个特征，一是
原始崇拜，原始先民在生活劳动中对于后
土的敬仰，黄帝设坛祭祀后土的时代场
景；二是社稷之源，古代帝王凡是建立宫
殿，都要祭祀后土——社神，社神和稷神
称为江山社稷，人们把社稷作为国家的象
征；三是祠庙之祖，后土祠从黄帝扫地为
坛算起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不愧为中国
祠庙之祖；四是礼乐之端，祭祀为古代五
礼之首，祭祀与音乐、礼仪密不可分，早期
的礼乐就是从祭祀时产生的，后土祭祀是
中华民族最早的祭祀活动之一；五是文明
之根，后土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各
个时期或者朝代，因此说后土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直根；同时后土文化所蕴含的
厚德文化、生态文化、求子文化、庙会
文化、农耕文化等，十分丰富，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纵观中华民族的盛世时期，如三皇
五帝时期、汉朝汉武帝之时代、唐朝之
开元盛世、宋朝之咸平之治等，后土文
化活动都十分繁荣。黄帝之设坛、汉武
帝 之 诗 、 唐 玄 宗 之 碑 、 宋 真 宗 之 萧 墙
碑、王勃之赋、薛瑄之诗等，都负载了
后土文化的丰富内涵。本书生动记述后
土崇拜历史和研究后土文化，也是研究
河东文化的重要收获。

《皇皇后土》

本书以纪实手法，全面描述了北
宋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司马光的
一生。

本书着重描述了司马光与河东的
关联。比如，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
年），司马光的母亲聂氏去世，宋仁
宗庆历元年 （1041 年），司马光的父
亲司马池又在晋州 （治今山西省临汾
市尧都区） 知州任上病逝。不久，司
马光与兄长司马旦护送父母灵柩回到
夏县。当时的夏县县尉刚好是司马光

的“同年”，名叫孟翱。在孟翱的引
导下，司马光走遍家乡的每一寸土
地。司马光守孝期间，朝廷在夏县征
召乡弓手即民兵。大宋与西夏在打
仗，正规军屡战屡败迅速减员，于是
想到征召民兵作为替补，百姓哭声一
片，好像人人有丧事、家家遭抢劫，
司马光耳闻目睹，深刻感受民生疾
苦。司马光还在家乡读书写作，《十
哲论》《四豪论》《贾生论》 等，都写
于夏县守孝期间。又如，宋哲宗元祐
元年 （1086 年） 九月初一，司马光
在宰相任上去世。宋哲宗元祐二年

（1087 年） 正月，葬司马光于夏县司
马氏祖茔。宋哲宗亲自书写碑额“忠
清粹德之碑”，并诏令翰林学士苏轼
作神道碑文。

本书还深度探究了司马光与河东
文化之间的关联。比如，河东民风淳
朴，节俭被当作信条世代相传。司马
光作为河东之子，本人一生节俭，他
还教导儿子节俭，写下著名的 《训俭
示康》。

《司马温公》

多年来，研究、论述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世家望族裴氏家族的学术著作、
描写记录裴氏人物的文学作品多不胜
数。本书在诸多裴氏论著的基础上，选
取特别角度，独辟蹊径，将裴氏家族兴
衰、人物沉浮，与中国社会进步结合，
尤其与中国历代官员选举制度、官制
本身的演变相结合，揭示裴氏家族官
场兴衰的内在原因，系统地阐述其滥
觞、崛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全过程，

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与文学性于
一体的家族史专著。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实际是引
领裴氏家族文化的风向标。本书以历
史上的选官制度为线索，将裴氏家族
的尚学、知学、好学、勤学、苦学、强学
之风贯穿其中，全方位揭示出了裴氏
家族文化的精髓。裴氏家族彪炳史册
的豪杰俊迈、贤相名将，无一不是读书
人。在记述时代风尚、人物生平时，作
者有意表现裴氏的家族文化，尤其是
官宦文化、廉政文化对人物的影响。

本书遵循有利于内容展现、有利
于作者表达原则，按时代分为五章，各
章选取裴氏家族不同时代的三四位代
表人物。为不中断叙事连贯性和阅读
连续性，每章均有引言，用两三千字的
篇幅，论述时代特点与裴氏家族的发
展状况、作者观点。本书用简洁晓畅的
叙述语言，夹有论述，随事比兴，因时
抒论，不虚饰，不妄赞，用客观公正的
描述，将作者的文学审美、历史观点表
现出来。

《天下裴氏》

我们知道关公的许多英雄事迹，是艺
术的虚构；而史册书写的，有不少是负面
评价；他身后的封王封帝，伽蓝天尊，自然
有着浓厚的神化迷信色彩。我们的武圣关
公，难道是虚构的、负面的、迷信的关公？
这是长期以来关公信仰的一大难题。这个
难题需要科学解释，需要正确地回答。否
则，关公文化的引深和发展，也就会越来
越困难。散文化书写的关公传记《千秋武
圣》，力图破解这一重大难题。

该书完全剥离和剔除艺术虚构，真实
地记述了关公纵横天下几十年的奋斗历

程，反映了他在东汉末年为平息乱世国家
一统的英勇斗争，反映了他在蜀汉集团生
存、立足、发展各个战略阶段的巨大功勋。
读者可以看到，没有了那些传奇般的虚构
故事，关公仍然是一个英勇战士和优秀统
帅。他忠诚信义的品格和英勇奋战的精
神，使他必然成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民
无比敬仰的英雄人物。

《千秋武圣》通过科学辨析、理性解读
关公的负面评价，力求还原正面的关公。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分析和质疑关公的负
面评价，是要说明关公即使有缺点，也不
是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致命缺点。《千秋武
圣》努力厘清和剔除神化迷信，对民间信
俗意义上的关公信仰，进行了科学分析，
阐述了神化迷信与敬奉关公的辩证关系。
关公是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的历史
人物，关公信仰是民众崇拜、朝廷尊奉、宗
教利用共同融合的文化现象。关公的忠义
仁勇精神，使他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寄托
和道德追求，从而形成了体现中华传统文
化核心价值和民族道德伦理的关公文化。
这是关公信仰的精神实质。

《千秋武圣》

本书以后稷文化为中心，追溯了
华夏农耕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
历程。由于河东居于泱泱中华腹里之
地，是尧舜禹建都兴邦的地方，早在
五千年前就是当时的经济中心、政治
中心、文化中心，是华夏文明发祥的
核心地带。作为后稷的出生地，这里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土
壤。后稷作为农业之师对传统农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农业就是
从这里起步，推广到四方，河东地区
因而成为天下粮仓之源。农业文明是

后稷文化的灵魂，后稷对我国原始农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地制宜、选择
良种、加强田间管理以提高作物产量
以及对生产工具的改进等。

本书还从后稷作为周部族始祖
的角度，梳理了他对后世社会发挥
的巨大影响力。后稷开创的农耕文
化，深深扎根、积淀于中华民族的
文化心理之中。在河东，无论是民
间节日、饮食、娱乐等民俗，还是
家 风 传 承 都 体 现 出 农 耕 文 化 的 因
素，古往今来，许多政要文士写下
了大量纪念后稷的诗歌与文章，见
证了后稷文化在各个层面对传统文
化的影响力。

本书认为，后稷精神的本质是
在生活中观察大自然，经过思考，
提炼对大自然的认知，不断改造我
们的生存环境，通过物质文明的进
步、通过不断掌握科学技术以提高
人们的生活品质，保障人类的演进
和发展。研究后稷文化在当代仍然
具有现实意义，后稷的精神对当代
河东地区文化经济产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引领作用。

《农神后稷》

《大夏禹都》以中国现代最具科学精
神的考古学家李济选择古河东地区进行
探索华夏文明的调查首选之地为开端，以
1957 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主持进
行的豫西、晋南夏墟调查为历史叙事的延
长线，利用大量的图典和相关通志、府志、
县志，通过历史逻辑学的比勘、对照、分
析 ，对 颇 有 争 议 且 久 无 定 论 的 多 个“ 学
说”，予以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所谓的夏，
就是早期中国的文明之曙；夏人，就是活

动在古河东地区的华夏族的中国人；夏
墟，就是夏朝灭亡后的旧地——不会超出
夏禹时代九州向其国都进贡的大安邑王
畿之区域；而夏王朝的第一个国都，便是
禹都安邑。

与已见诸图书市场的夏史著作不同，
《大夏禹都》一书以寻找夏墟和探寻夏文
化的几位关键性的人物为中心，围绕着他
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贡献和主要学术
活动及观点，展开了引人入胜的现场还
原；书中的新材料和从方志中发掘、研判
出的新史料在每个章节中几乎都有显现，
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新体验。

《大夏禹都》还对夏朝的主体人物禹
帝的家世、事功和夏朝的帝王谱系进行了
完整清晰的描写；对过去没加确指的禹
都，从定都到营建的要素作出了符合逻辑
链条的平实描述。读者从该书中，不仅可
以看到夏都诞生在古河东的历史事实，还
可以看到很有力的“垣曲原来是汤都”的
精彩篇章。《大夏禹都》为河东大地上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作了学术
和文学相结合的完美叙事。

《大夏禹都》

尧舜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尧舜活
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正因
如此，全国各地关于尧舜史迹的标
榜，遍布南北各地。

作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在运城
各地搜寻打捞关于舜帝的各种史迹，
包括史书记载、历史遗迹、民间传说
等。

作者主要考察了永济、垣曲、盐
湖区三地，意在以亲历亲炙，讲述舜
帝在此地渊源流长的存在。以史书传
说史迹互证，说明舜帝的历史活动历

史贡献，就在古河东实现，在古河东
完成。古河东的悠久文化，是当之无
愧的中华民族文化直根。这里最早叫
中国，河东子民理应发出响彻千山万
水的最强音。

本书初名 《舜地寻踪》，意图以
时间为经，以河东大地为纬，编织一
幅德孝文化千年流传的壮丽图景。从
舜帝孝亲和睦乡邻的传说，一直到运
城地区近年来的德孝文化创新承传，
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既挖掘了千年
传统的不朽价值，又突显了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关于尧舜，正在由传说一
步一步走近史实。

最后，由陶寺考古成果展望，让
我们越来越接近尧舜的实体。舜地寻
踪，踪迹处处闪烁。

我们要寻找千古文化之根，同时
也在一步一步走近历史的真实存在。
传说时代即将成为信史。

本书不是学术论文，我们的定位
是文化散文。

历史事件需要艺术化地表达，作
品要体现艺术美，于古老的历史事件
生发出活色生香的感受来。

《德孝舜地》

《大历诗冠》用雅俗共赏的语言，
第一次全面地展现了蒲州的中唐诗
人卢纶的人生历程、思想性格、诗歌
内容与艺术成就，揭示其大历第一的
诗歌地位。

卢纶的一生虽艰难坎坷，但高
扬人生的风帆，自强不息。他生逢
中唐动荡的社会环境，但其喜怒哀乐
不是仅仅围绕个人的得失进退。他深
切关心民生疾苦，力争做一个为民办
事的好官，也在不同题材的诗作中劝

慰友人尽力为民，忧国忧民的情怀体
现在许多作品中。他的边塞诗数量较
多，不乏名篇。审美的触角深入到边
塞的方方面面，对将士的同情流露在
字里行间。真实地展现了战争的胜利
与失败，典型体现了中唐边塞诗歌的
艺术风貌。他的送别诗，数量多，
不拘一格，积极向上，肯定人生，
感人至深。他的不少自我抒情诗，
典 型 地 表 现 了 特 定 时 期 的 士 人 心
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感
召力。

卢纶的诗歌富有精巧灵动的构
思 策 略 ； 想 象 奇 妙 新 颖 ， 妙 喻 无
穷。如果说盛唐诗是长江大河奔流
入海，气势磅礴，卢纶的诗歌则如
桂林山水，清新美艳，韵味隽永。
他 的 诗 歌 语 言 灵 活 流 利 ， 节 奏 明
快。他的诗歌风格多样，或豪迈奔
放、或苍凉悲壮、或沉郁顿挫、或
高妙悠远，或自然平淡、或典雅精
致、或色彩绚丽，不一而足。他在
唐代诗歌史上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大历诗冠》

《巍巍帝尧》融典籍史料、神话传说、
考古发现于一体，用文学的笔法，首次全
方位、多视觉展示了上古时期，帝尧带领
先民在河东大地探索奋求，催生国家、肇
始文明的壮丽画卷。

该书从帝尧母亲庆都离奇怀孕、生育
帝尧，到先民万众抔土成陵、安葬帝尧，写
照了他传奇精彩的一生。尤其是浓墨重彩
再现了帝尧带领其团队创造的辉煌业绩：
定都平阳，钦定历法，敬授民时，推进了农
耕文明；开凿水井，抵御大旱，开启了人类
利用地下水的先例；树立华表，倡导建言，

率先实行民主治世；画地为牢，创制刑法，
拉开了依法治世的序幕；垂拱而治，教化
万民，提高了平民的道德素养；设立米庠，
教化少幼，形成了最早的学校……由此，
将部落和部落联盟带进了国家门槛。由
此，最早的国家雏形出现了，人们在康庄
击壤而歌，始有小康社会之说。帝尧堪称
民师帝范、文明始祖。其开创的文明，衍行
的文化，贯通古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有着深远意义。

意义何在？作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
潜心思考，作出高屋建瓴的揭示。帝尧钦
定历法，设立诽谤木，都是前人没有的举
措，属于最早的创新实践。可见，尧文化是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之
源，又是创新发展之源。

当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世
界各国的共同命题。帝尧钦定历法，让他
所在的唐部族演进变为唐国；敬授民时，
让天下各部族都跨进国家门槛，这就是最
早的命运共同体。古老的历史，全新的认
知，《巍巍帝尧》一书激活了河东大地的悠
久往事，为当代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
动力！

《巍巍帝尧》

荀子是战国后期赵国人，中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荀
子远宗孔子儒学，近承子夏儒学，自
创儒法兼容，既是晋地思想集大成
者，更是河东文化的塑型者。

荀子学养丰厚、学识渊博，所著
《荀子》内容丰富、文笔畅达，其思想
和学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至为深远，
特别是对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制
度建立和日常治理，更是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学习和了解荀子思想，对于
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瞻望未来中国的
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也是

《后圣荀子》一书的主要依据。
《后圣荀子》立足河东文化和天

下学术，将荀子生平与其思想历程相
融合，力图全方位展示荀子的形象及
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在全书结
构方面，本书努力克服有关荀子生平
资料较少、各种记载混乱且多有矛盾
的不足之处，将荀子一生事迹与他的
思想进程相结合，展现了丰富立体的
荀子：晋地河东时代的儒学家荀子、
齐国游学阶段的哲学家荀子、各国游
仕过程中的政治家荀子，以及终老兰
陵时期的教育家和文学家荀子。《后
圣荀子》既有对荀子生平的详考，更
有对荀子思想的崭新思索。对于荀子
兼融儒法思想的分析，对于荀子教育
成果和文学成就的探讨，对于荀子思
想与河东文化关系的思考，是本书的
亮点所在。本书既注重通俗性和可读
性，又兼顾学术性和严肃性。

《后圣荀子》

1926 年，李济等考古学家在西阴
遗址里，发现发掘出半个经过切割的
蚕茧。近百年来，这半个蚕茧被考古学
家乃至历史学家、生物学家、丝绸专家
们重视，并普遍被认为是先民从事养
蚕的遗存。这个时间恰与嫘祖所在时
间基本吻合。而且，史前考古一再证
实，嫘祖时期，运城确实产生了养蚕抽
丝的生产活动，而嫘祖正是这个活动
公认的先祖，是男耕女织的共祖。

丝绸自嫘祖始，在中华发展壮大，
运城是中国古代生产丝绸的重地，《诗
经》的唐风、魏风等，反复记载了此地
栽桑养蚕的事，直到元代，荣河木工薛

景石所著的《梓人遗制》，为纺织机械
的专著，充分证明古河东地区存在极
为广泛的丝绸生产活动。到晚清民国，
运城各县的地方志里，对纺丝织布广
有记录，运城养蚕抽丝可谓久矣！

《先蚕嫘祖》一书，循着以上思路，
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国以嫘祖为导源的
丝绸发生的源流，并特别记述了丝绸
生产、丝绸文化的历史。全书分章，即
一、农耕文明，肇始河东——中华文明
腾飞的起点；二、黄帝嫘祖，亲耕亲蚕
——中华耕织文化的象征；三、蚕茧惊
现，寻踪探源——以考古实证传说；
四、天虫作茧，初为衣裳——远古桑蚕
业 的 探 索 ；五 、栽 桑 养 蚕 ，剥 茧 抽 丝
——中华桑蚕生产史述；六、华章绚
烂，惊艳世界——泽被人类的中华丝
绸；七、穿越海陆，广惠全球——穿越
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八、华彩九章，源
远流长——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
九、兼容并蓄，继往开来——中华丝绸
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全书 24 万字，配
以 70 余幅图片，以通俗语言记述嫘祖
之功，彰显运城地区悠久的根祖文化，
追寻丝绸生产历程，是一部别开生面
记述先祖文化与物质文化史相结合的
著作。

《先蚕嫘祖》

作 者 宁 志
荣，山西万荣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山西省作家
协 会 全 委 会 委
员。著有《墨子译
注》《北 方 的 记
忆》《正力量》《庄
子详解》等。

作者张继红，
山西原平人，古代
文学硕士生导师，
编审。长期从事古
籍整理出版工作，
曾参与主持整理
出版山西省大型
文献整理出版工
程“山西文华”。

作者乔忠延，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山西省散文学
会 副 会 长 。著 有

《远去的风景》等
图 书 计 88 部 。曾
获赵树理文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
冰心散文优秀奖。

作者顾文
若，山大文学
院副教授，文
学博士。长期
致力于北方区
域文化与文学
研 究 ， 尤 其
关 注 山 西 文
化研究。

作 者 毕 星
星，山西临猗人。
著 有 《大 音 绝
唱》 等。作品多
次入选各年度年
选及排行榜，有
作品获过冰心散
文奖、赵树理文
学奖。

作 者 苏 华 ，
供职于山西省人
民政府参事室。
著有《职方边地：
中 国 勘 界 报 告
书》，长篇人物传
记《何澄》，读书
随笔集《书边芦
苇》等。

作者高专
诚 ，山 西 省 社
会科学院研究
员。主要著作
有《荀 子 传》
等，译著有《孔
子 与 中 国 之
道》《荀悦与中
古儒学》等。

作 者 韩 振
远，山西临猗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山西省散文
学会副会长。著
有《古之旅》等。
曾获郭沫若散文
随笔奖 、赵树理
文学奖等。

作 者 王 西 兰 ，
山西永济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曾
任 运 城 市 文 联 主
席，山西省文联副
主席。三次获得赵
树理文学奖。

作 者 张
瑞 君 ， 文 学
博 士 ， 二 级
教 授 。 国 务
院 特 殊 津 贴
专 家 。 著 有

《 杨 万 里 评
传》 等。

作 者 李 金
山 ，山 西 夏 县
人。现供职于山
西 省 作 家 协 会
创作研究部。著
有《李鸿章：“裱
糊匠”的慷慨与
悲凉》等。

编者按
9 月 15 日，把握运城历史文化与

当代现实生活，以运城历史文化为题
材精心编撰的巨制“典藏古河东丛
书”正式首发。这是我市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推动河东优
秀传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有力举措。

“典藏古河东丛书”各分册分别

为《皇皇后土》《先蚕嫘祖》《巍巍帝
尧》《农神后稷》《德孝舜地》《大夏禹
都》《后圣荀子》《天下裴氏》《千秋武
圣》《大历诗冠》《司马温公》。这 11 本
长篇文化散文，聚焦河东历史文化，
甄选河东厚土历史长廊中闪亮的人
物及其故事，用当代意识激活历史，
撷英拾萃，连接古今，让河东在文字
中活现，展现出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
河东智慧、河东精神。

强 化 当 代 意 识 激 活 厚 重 历 史
—“典藏古河东丛书”分册简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玉敏金玉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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