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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下午，运城铜业大酒店，
6 名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在酒店
客房内对运城古建调研社会实践活
动进行复盘。去年 2 月，这支名叫“探
迹·寻记”的调研小队走访了曾在暴
雨 中 受 损 的 部 分 运 城 古 建 ；时 隔 一
年，他们再度相聚运城，又一次踏上
调研我市古建保护情况的旅程。

解州关帝祖庙、池神庙、舜帝陵
庙、东岳庙、永乐宫……1 月 30 日至 2
月 2 日，6 名同学不仅对去年调研过
的古建持续关注，同时还将目光聚焦
在运城文旅宣传上。在调研方式上，
基 于 去 年 的 经 验 ，前 期 准 备 更 加 充
分，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协同调研，
线上查找文献资料、搜集问卷数据；
线下实地走访、采访各景区游客、咨
询文保专家，最终完成一场更深入、
更具人文关怀的古建保护之旅。

2 月 6 日，高子彦和王祎琳代表
小队走进“文物专家咨询室”，针对他
们一行所面对、接触、思考的问题向
专家咨询，为自己的实践之旅添上专
业的一笔。

契机 协力促进发展

“ 招 募 运 城 古 建 保 护 调 研 队
员 ……”队长刘政良在朋友圈发布招
募 消 息 后 ，数 十 条 申 请 消 息 纷 至 沓
来，“最后挑选了对运城文化、古建保
护有兴趣，可实地考察、时间合适的
同学加入。”刘政良介绍小队队员时，
强调相较于去年的“纯山西范儿”，今
年融入“山河四省”梯队尚文悦同学，
还吸纳了家在张家界的甘益民同学。
这两名外省同学中，尚文悦是被去年
的调研成果所吸引，甘益民则是因为
长期生活在南方，想来体验一下北方
的风土人情。而 6 人集结的共同原因，
则是“民大运城推广大使”刘政良的
不懈努力。

“ 课 堂 上 老 师 要 求 介 绍 家 乡 方
言，刘政良能聊半堂课的运城！”尚文
悦说，“而且，他去年的项目还拿奖
了！”从历史文化到风土人情，从山川
美景到河东美食，在刘政良的朋友圈
里，时常能看到宣传运城文旅的相关
消息，这份对于家乡的热爱，也影响了
身边的同学，促使他们想更进一步了
解运城厚重的文化脉络。“老队员”王祎
琳、安之尧、高子彦再加入的原因，正是

“上一次的调研意犹未尽，趁着青春，想
要来一场更加深入的调研活动！”

这一次，他们的视角不仅仅聚焦
在受损古建的可持续保护保存上，还
新增了与其他地方古建保护、景区建

设的横向对比，在了解古建病害、保
护措施的同时，更加关注文物本身蕴
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将
调研旅程立足在促进运城文旅事业
繁荣发展上。

“ 我 们 做 了 非 常 充 分 的 前 期 准
备，搜集了一些文献和学界研究，了
解了从中央到地方对古建筑保护的
政策和态度。去年可能看到的更多是
因为暴雨所造成的破坏，但今年运城
旅游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次更多关注对运城的宣
传。这次小队除了上次原有的 4 名队
员，新加入了两个来自山东和江西的
同学，我们都在运城进行调研，然后
我们也联系了‘文物专家咨询室’相
关专家进行专访，获得专业讲解与建
议。”刘政良对本次调研活动侃侃而
谈，介绍着小队队员的职责——刘政
良作为队长负责统筹协调；尚文悦、
安之尧、甘益民作文字整理；王祎琳
运用专业软件对问卷调查进行数据
分析；高子彦全程拍摄。

1 月 30 日，刘政良从汽车站、高
铁站接上队员后，入住于一处“公交
通达”的酒店，小队之行蓄势待发。“6
路直达池神庙、11 路直达关帝庙、33
路直达舜帝陵、107 路前往万荣东岳
庙、109 路通向芮城永乐宫，因为行程
紧，各目的地相聚远，交通便利成为
我们主要考虑的因素，在探访古建安
全 的 同 时 更 要 保 证 小 队 成 员 的 安
全。”刘政良对周边公共交通如数家
珍，细致规划着本次调研之旅。

探索 文保之花满园

去年来一直惋惜“关帝庙四龙壁
因维修不对外开放”的队员们，今年

如 愿 看 到 了 已 修 复 完 成 的 四 龙 壁 。
“去年上方搭建的钢架防雨棚还在，
但是支撑柱已经撤走了。”这样的变
化对小队而言是表象的，更深层次
的变化是他们对解州关帝庙文物保
护 的 进 一 步 了 解 。 在 扶 正 “ 倾 斜 ”
的四龙壁上，通过专家组对四龙壁
的 前 期 勘 察 ， 发 现 影 壁 出 现 酥 碱 、
粉 化 、 风 蚀 等 问 题 。 如 果 贸 然 修
复，很可能会挤压四龙壁上的琉璃
艺术品，造成二次损伤。本着“不
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专家们研
提多种影壁加固纠偏工程方案，最
终选择了“降压抬升技术”。“从目
前 来 看 ， 影 壁 不 会 再 下 沉 、 倾 斜 ，
下一步就是修复影壁表面，针对琉
璃酥碱、砖块酥碱的问题，计划进
行琉璃构建处理和砖雕艺术构建处
理。”古建保护专家李百勤说。

除此之外，他们还收获麟经阁
的 文 保 信 息 。 麟 经 阁 是 明 代 建 筑 ，
是关帝庙重要的文化遗产，在研究
建筑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第一次
修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把糟朽的
楼板换成四厘米厚的楼板。2000 年
以后，就把周边的所有糟朽的构建
全部进行了更换，目前不漏雨，对
构建损坏的进行补配，糟朽部分进
行更换。“不是首次开放，二十年来
一 直 开 放 ， 全 部 是 木 楼 梯 、 木 楼
板，如果上的人多，会影响楼的结
构 ， 所 以 须 控 制 人 数 ， 需 另 外 收
费 ， 收 费 的 目 的 ， 是 为 了 控 制 人
数 。 如 果 上 百 人 ， 会 感 到 楼 的 震
动 ， 要 控 制 人 数 ， 没 有 说 不 开 放 。
现在是控制性的开放，而非大规模
游览。”李百勤解答了队员对于登上
麟经阁二楼需要收费的疑问。

收获 绽放青春力量

对新队员甘益民来说，永乐宫之
行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因为他一直在
南方生活学习，对北方的人文建筑接
触很少，永乐宫恰恰是这样一处凝聚
古代艺术之光的辉煌建筑。“不仅是
壁画上的色彩、纹饰、人物留给我很
深印象，就连建筑构件‘斗拱’的抗震
功能都能让我感受到文化的浩瀚。”
甘益民说在调研过程中遇到一位博
学的游客，大到建筑风格、年代，小到
壁画纹饰、内涵，这位游客都能娓娓
道来，“跟着她细致入微的讲解，让我
领略到古人的智慧，也让我能毫不费
力地挖掘出永乐宫的文化内涵。”提
起讲解，队员们表示本次调研略为遗
憾的地方就在于，每一处历史悠久的
古建都没有与之匹配的讲解，讲解员
们的话术过于套路、宽泛，很少能触
碰到文物的灵魂部分。

针对永乐宫的修复保护情况，李
百勤也将重点放在了数字化上。“先
利 用 数 字 化 全 部 扫 描 一 遍 ，取 得 资
料，在扫描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电脑发
现问题，做方案，一般是墙皮有裂缝、
空 气 潮 湿 造 成 粉 化 、起 甲 这 三 个 问
题。然后针对问题一块一块地讨论，
一块一块地确定方案。粉化和裂缝最
严重的是龙虎殿，龙虎殿在明清时期
作为学校使用，村里面财力有限，发
生过多次地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修
缮，学生们也可以随便钉个钉子挂个
书包，留了很多的洞。在民国时期，墙
皮酥碱，老百姓们就在墙上糊了一层
泥，咱们在搬迁的时候，把泥剥下来
发现里面有壁画，而且是大面积的壁
画，结果发现墙皮保护得不太好，又
做进一步修缮。近年来，延请敦煌壁
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对龙虎殿进
行修缮，先做了国家局批准的三平方
米的试验，历经三年，龙虎殿已修缮
完毕。接下来，将对其余几殿的修复
进行慎重研讨。”李百勤说。

舜帝陵、东岳庙、池神庙……在
每一处景点，小队都有新的收获与思
考。“交通是否便利？”“讲解是否细
致 ？”“ 文 保 工 作 是 否 专 业 、严
谨？”……每走过一处，都是对河东大
地的重新认识，对这片土地所饱含的
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未来，河
东 也 依 旧 欢 迎 这 队“青 春 的 文 保 力
量”持续关注文物保护，努力学习专
业知识，争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
乡古建筑的创新性保护贡献力量，传
承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运城文保新发展运城文保新发展 文明之花再绽放文明之花再绽放
——中央民族大学运城古建调研实践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本人喜欢看传统戏曲，然放
眼周边，同道者寥寥。甚至于有不
解者忍不住发问：“那咿咿呀呀的
戏有啥看头？”是啊，戏曲有啥看
头？看戏看什么呢？

最初吸引我的，应该是好看
的戏曲行头。小时候，村子里有家
戏，大队部库房内有十几大箱子
演出的行头。每逢农历六月六，只
要天气好，就有管事的安排晒行
头。舞台前的广场两头支起十几
组木杆，光滑雪白的十几根新尼
龙绳整齐绷展在广场上，五颜六
色的箭衣、斗篷等戏服有序地出
现在绳子上。人们又抬出好些架
子以及那十几口大戏箱，挂上或
摆上多姿多彩的头面、靠、髯口以
及冠、盔、巾、帽等盔头，还有小人
书里或电影里出现的侠客武士才
有的各类兵器，还有几十根代表
马颜色的各式马鞭，还抬出若干
组做背景用的屏风。在那个物质
比较贫乏的时代，突然冒出这么多华冠丽
服，那份冲击力不言而喻！心里想，那些唱
戏的穿上该多好看！

真看到舞台演出时，我最喜欢看的则
是上了彩装的小花旦，那份天真妩媚，配上
彩衣、手帕或扇子，真叫一个“俏”。过去很
长时间我都有一个心愿——什么时候自己
能扮上一个小生装照张相。随年龄增长，我
对戏曲的兴趣早已从妆容转移到对角色表
演、乐队演奏配合、剧情主旨等层面的关注
了。

看戏，要欣赏演员的表演。戏曲是“角
儿”的艺术，一个剧团没有叫座的名角，多
半是生存艰难的。近代以来，京剧旦行有

“梅程荀尚”四大流派，须生行则有“余、言、
高、马、谭、杨、奚”等流派，净行则有“金、
郝、侯”等流派；豫剧旦行有“陈、常、崔、马、
阎、桑”六大流派，生行的“唐派”，净行的

“李派”，丑行的“牛派”等；越剧旦行有“袁、
傅、戚、王、张、吕、金”等七大家，生行有

“尹、竺、徐、范、陆、毕”六大家；我家乡的蒲
剧则有“王、阎、张、杨、筱”等五大名演……
我国戏曲有三百六十多种，每个剧种除了
各流派的创始人，近年来，他们的徒子徒孙
中也都有一大批在群众心目中叫得响的名
家大腕，其主演的经典剧目对爱戏的人来
说都是耳熟能详的。特别是一些精彩唱段，
更是被不同剧种的戏迷熟知。例如京剧《四
郎探母》中“站立宫门叫小番”一句，演员有
没有功力，是不是好角，“叫小番”一出腔便
知分晓；再如曲剧《卷席筒》“小苍娃我离了
登封小县……”一段，能不能唱出海派特有
的味道，演员出场时一个趔趄一亮嗓，观众
有没有掌声就是演和唱到位与否最好的评
判；再有蒲剧《挂画》中的跷功特技，演员踩
跷上下椅背的自然灵动与椅背上悬空表演
金鸡独立、盘腿接画、屈体叠腿挂画等动作
时的稳当流畅，做到位，即便初看者也会赞
不绝口。一个演员，在唱腔方面，如果高音
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音不饱满，又缺少
人物情感，那就是在发噪音；在念白方面，
没有紧贴角色，做不到声情并茂、轻重缓
急、抑扬顿挫，那就是无灵魂；在做功方面，
舞手帕、转扇子、团水袖、甩梢子、闪帽翅、
立翎子、做针线、开关门、上下楼等不能贴

近生活，体现不出艺术的美感，那
就是干炫技；在武打方面，各种毯
子功、把子功容不得一点闪失，这
是硬功夫，不遮丑，跟头翻不起，对
枪接不住，下腰起不来，那就是大
败笔。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
出戏有一两个好角色领衔，一好遮
百丑，晕轮效应之下，观众基本能
够心满意足。反之，没有好演员的
戏没人看，剧团没人请。

看戏，要品味乐队的伴奏。中
国传统戏曲的伴奏形式因剧种不
同有“帮打唱”“吹打唱”“弹打唱”

“拉打唱”等区分，这样专业的判断
要留给专家。对一般民众而言，区
别一个剧种的经验大都来自对其
主奏乐器音乐的判断。例如京剧特
有的京胡声、昆曲特有的曲笛声、
粤剧特有的粤胡声、曲剧特有的曲
胡声，但是对于像秦腔、豫剧、河北
梆子、蒲剧等梆子戏，它们的主奏
乐器都是板胡，那就要结合各剧种

曲牌、演奏的旋律特色等作更细致的分析。
你听，悠扬婉转的竹笛一响，一段欢快优美
有典型豫剧味道的旋律引出了豫剧《朝阳
沟》中“上山”一折的栓宝和银环的“走一道
岭来翻过一架山……”的演唱。看戏时，有
人盯着表演的，有人瞅着打板的。不论是唱
得精彩，还是伴奏得出色，只要对味，观众
是不吝惜掌声和叫好声的。“板胡一响，浑
身发痒”这是晋南民众形容听到蒲剧音乐
时的心理体验。一句话，无音乐无戏曲，好
的音乐伴奏是一个剧种长期生存的灵魂！

看戏，更要揣摩剧目的主旨立意。豫剧
名家李树建主演的“忠孝节义”四部曲中，

《程婴救孤》忍辱含垢的忠、《清风亭上》发
人深思的孝、《苏武牧羊》撼天动地的节、

《义薄云天》一诺千金的义……每一出优秀
剧目都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窗
口。传统经典戏是这样，各剧种部分入选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现代剧也是如
此。蒲剧《山村母亲》宣扬了根植于中华民
族骨子里的亲情大爱，豫剧《铡刀下的红
梅》歌颂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秦腔《西
京故事》讲述了小人物自强不息实现梦想
的时代特色。戏曲是“代言体”的叙事艺术，
优秀剧目本身就会对观剧人起到极大的宣
传、引导或教化作用。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
秀曾在《论戏曲》一文中言道：“戏曲者，普
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
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
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
曲者之手矣……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
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仲甫先生所言不虚，别人观剧后的感受如
何不知，我看过晋剧名家谢涛主演的《范进
中举》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范进的闹剧
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悲剧，也是整个封建
科举制度下扭曲的读书人的价值悲剧。这
出戏的教化功用不必刻意点出，看过戏的
每个人自有心得。

当然，除了上述几大方面，看戏还要看舞
美、灯光、布景、整个演职人员的精神风貌等。

总之，看戏在当下已然是小众化的选
择。与戏结缘，苦也有它，乐也有它！越接
近它，越能体悟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的深刻内涵。

看

戏

看

什

么

■
郭
世
永

在古代战场上，马与战将如影随形，须臾不
可分离。戎马倥偬、马首是瞻、马革裹尸、马仰人
翻、马前卒、马后炮，还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等，无不与战事有关。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
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唐·杜甫的《兵
车行》，生动描绘了武皇时期，开疆拓土，征讨四
方的出征图。这是大战的前奏曲，首先映入人们
眼帘的，是昂首嘶鸣的战马。由此可见，马对战
争的取胜，是多么的重要，故而有了“马到成功”

“马上得来”之谓。

一一

史载周穆王好马，豢有八骏：赤骥、盗骊、白
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御者为造父。
一次，周穆王游乐至昆仑山，西王母摆宴接风。
穆王贪杯，醉酣难归。

就在此时，徐国国君徐偃乘机起兵，攻打镐
京，王都岌岌可危。造父急请穆王登车，日驱千
里赶回镐京，一举平定叛乱。事后论功行赏，造
父居功不受，极赞“八骏”神勇，且说若无“神马”
相助，此役必定落空。对此，杜甫颇有感触，在

《骢马行》里高吟：“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
俱先鸣。”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了大半辈
子，对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浴血沙场的坐骑钟
爱有加，念念不忘。他曾下令：“朕所乘戎马，济
朕于难者，刋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太宗的陵寝建在陕西礼泉县东北的九嵕山
上，名曰昭陵。祭坛左右排列着“飒露紫”“卷毛
騧”“白蹄乌”“特勒骠”“什伐赤”“青骓”的石刻
影像，世称“昭陵六骏”。

这些读起来十分拗口的名字，来源于突厥
语。据考证，“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
系的优良品种。杜甫亲眼见过房兵曹所乘的胡
马，作诗赞曰：“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
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其诗如画，胡马英姿
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若按图索骥，必能如愿。

二十世纪初，鲁迅来到西安讲学，对“昭陵
六骏”赞不绝口。他说：“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
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
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

“昭陵六骏”神采飞扬，刻工精湛，堪称国宝
级文物。然而，当国运衰弱之际，它却遭到了列
强觊觎。1910 年，外国文物大盗窃走了“卷毛
騧”“飒露紫”，至今下落不明。其余四件现珍藏
于陕西博物院，成为镇院之宝。

二二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天下无序，战乱
频仍。各路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普遍使用四匹
马拉的战车进行武力对抗。四同驷，为一乘。俗
语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道出了“一诺千
金”，如同驷马迅疾难追的至理。

那时，战车系国防重器，衡量一个国家大小
强弱，就看其拥有马匹多少，战车几何。《左传》
记载，鲁宣公二年（前 607），郑、宋交恶，宋帅华
元战败，成了郑国的俘虏。宋国无奈，只好用良
马四百匹、战车百乘，将其赎回。

大约秦代后期，战车消退，马战代兴，故而
有了“骑马打仗”之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
王”，成了战争取胜的关键。

三国时，关羽独守下邳，兵败，乃与曹约法
三章，俟机归刘。曹素敬重关羽大义，赠予金银、
美女，皆不受，但骑所赠“赤兔”宝马而去。有了

“赤兔”，如虎添翼，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
骑，英雄无敌，威震华夏，最终辅佐刘备三分天
下，建立了西蜀大业。

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拥有一匹宝马，名唤
“乌骓”，伴随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如狂飙掠地，
惊涛拍岸，一路呼啸攻进咸阳。只可惜他未能识透
政治，不知重用人才，反而骄狂取祸，兵败垓下。

垓下决战，楚军精锐尽失，项羽身边只剩下
二十八骑卫士。他们一路狂奔，来到乌江渡口，
乌江亭长撑船前来接应。面对如此凄惨困境，项
羽不由仰天长叹：“非战之罪，天亡我也！”他自
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将乌骓送给亭长后，返身
复战。厮杀中，项羽一眼认出了昔日的部将、今

已降汉的吕马童，不由冷笑道：“你不是想邀功
受赏吗，我成全你！”说罢，抽刀抹颈，訇然倒地。

三三

汉代隆兴，大批西域所产的汗血马应运而
至。此马因日行千里，汗出如血得名。汉武帝刘
彻尤喜汗血马，不仅赐其名曰“天马”，还在郊祀
时，专门作了《天马之歌》《西极天马之歌》颂之。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迨至唐朝，此风更炽，
“京师皆骑汗血马”（杜甫《洗兵马》），看似荣幸
无比，风光无限，其实却并非好事。因为它不可
能在京城的繁华闹市上狂奔急驰，久而久之，失
去了本能，只能蜕变为宠物。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种名马，名曰
腾黄，《符瑞图》记：“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一
名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出白氏之
国，乘之寿三千岁。”如若真有“腾黄”可乘，岂不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成了神仙？

世上的事物皆有两端，与“福马”相对应的，
自然就是“凶马”了。而此凶非彼凶，不是言其性
情暴烈、桀骜难驯，而是指其为凶兆，会给主人
带来噩运。《伯乐相马经》记：“马白额入口至齿
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
马也。”所谓“弃市”，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
尸体暴露街头。

说到“的卢”，《三国》中的刘备就曾拥有，是
赵云从张武胯下缴获的战利品。刘备落魄荆州
投靠刘表，以“的卢”相赠，而表认为此马主凶，

“骑则妨主”婉辞不受。后来，颇有心机的蔡夫人
与其弟蔡瑁合谋，设伏加害刘备，幸有赵云舍命
相救，刘备才乘“的卢”跃马过檀溪，逃过一劫。由
此看来，说“的卢”为凶马，实在有点冤枉良马了。

四四

古人云：“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可见
伯乐是古代知马、懂马、相马的最大权威。由相

马推及识人，联想到人世间的诸多不平之事，屈原
在《楚辞·九章·怀沙》中喟然发问：“伯乐既没，骥
焉程兮？”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
门。

那么，伯乐是何许人耶？
《庄子·释文》：“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
《晋书·天文志》：“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

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
《淮南子·道应训》认为，伯乐系春秋时秦穆公

之臣，曾荐方九堙为穆公相马。其相马要旨为“得
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韩非子·说林下》记述：春秋末赵简子的食客
邮无恤，一作邮无正，字子良，号伯乐，曾教两人到
主公的厩中相马。

《吕氏春秋·观表》纵览各家学说，总结道：“若
赵之子良，秦之伯乐、方九堙，尤尽其妙矣。”

五五

史上良马众多，颜色各异。《庄子·秋水》记：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骐骥为青黑色，骅骝
为赤色，亦名枣骝。说起红马，戏剧《火焰驹》将其
推向极致。宋时，义士艾千乘“火焰驹”一日千里传
信，从刑场上救下了一条无辜的生命。汉·张平子

《南都赋》状：“骐骥齐镳，黄间机张，足逸惊飚，镞
析毫芒。”依此赋观之，骐应为黄色。隋唐之际，济
南捕快秦琼乘黄骠马至潞州公干，久困逆旅，只好
忍痛卖马，演出了一场英雄气短的《卖马》悲喜剧。

尽管好马各有颜色，但人们最为喜爱的还是
白马。因而有了许多与白马有关的故事。

《西游记》里，西海龙王敖闰的太子因触犯天
条获罪，观音菩萨点化他变成白龙马，驮着唐僧去
西天取经。功成之后，他入海涅槃，化作飞龙，盘绕
在擎天华表柱上，恒久守望天下平安。

无独有偶，位于河南洛阳市东郊的白马寺，亦
因白马驮经而名。相传东汉明帝永平十年，遣使蔡
愔赴西域求佛法，幸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

僧，以白马驮载经像回归洛阳，遂建白马寺。这是
中国最早建立的寺院之一，寺内诸多佛像各具丰
采，栩栩如生。

因钟情白马，许多名士、战将还特意遴选白马
为坐骑。三国时，魏大将庞德乘白马大战关羽，一
箭射中关羽头盔，蜀军士惊呼其为“白马将军”。唐
末王审知身躯伟岸，隆准方口，常骑白马，人称“白
马三郎”。白马还真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运，于后
梁时获封闽王。他死后，其子鏻称帝，建立闽政权，
追尊他为太祖。

六六

古人对良马的渴望由来已久，并因此产生了
无边的奇妙想象。在《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海诸
兽》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

“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
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
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

当然，这些似马非马的原始怪兽，是否就是马
的先祖，因缺乏考古佐证，至今不得而知。但有一
点可以推测的是，“騊駼”“駮”及“蛩蛩”，极有可能
与马存在一定的遗传变异渊源。

七七

话说远了，言归正传。
“马到成功”，指的是战马一到即取得胜利，一

般体现于一战或一役；而“马上得之”则是依靠武
力大获全胜，直至夺取攻权，建立新的王朝。在
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开国皇帝无一例外，都是
靠金戈铁马，鏖战沙场，“马上得之”。

《史记·陆贾列传》 载：“陆生时时前说称
《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 《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
以马上治之乎？’”陆生名唤陆贾，是位很有政
治头脑的治国能臣，他深知“创业不易，守业更
难”，所以时时提醒高帝 （即汉高祖刘邦），要用

《诗》《书》 教化万民，以文化立国，固本安邦。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一言蔽之，简直可说

无马不成战，无战难立国。如今欣逢盛世，复兴
在即，当我们看到祖国龙骧虎步、万马奔腾的壮
丽画卷，又怎能不遐思飞扬，细述马对中华民族
崛起壮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作出的特殊
贡献？

“马到成功”与“马上得之”
■赵战生

““探迹探迹··寻记寻记””古建调研小队在解州关帝祖庙景区咨询工作人员古建调研小队在解州关帝祖庙景区咨询工作人员 牛嘉荣牛嘉荣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在癸卯
立春时节，由 8 位河东艺术家联合推
出的“又见癸卯——八兔闹春”作品
展日前在运城日报社开展。

展览旨在繁荣河东文艺，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展出作品共三十余件，
表现形式有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多
取材于山水、花鸟、民俗，朴拙古雅，

意趣盎然。作品紧跟时代，构思巧妙，
充满了乡土艺术气息，体现了文艺创
作的人文关怀。

展览汇集了方振中、赵倞、石民

岗、陈斌、张伟、霍鞠萍、胡国柱、孙立
功八位河东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他们
均于 1963 年癸卯兔年出生，展览命
名亦取意于此。从艺数十年来，他
们颇有心得，各具小成。此次书画
展也展示了艺术家奋发有为的精神
风貌，是其各自艺术历练的阶段性
小结。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4月 30日。

“又见癸卯—八兔闹春”作品展在运城日报社举行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运 城 市 三 晋 文 化 研 究 会运 城 市 三 晋 文 化 研 究 会
联办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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