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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天下云长——关公文
化展”巡展首次走出山西，在泉州海外
交通史博物馆开展。

2 月 18 日下午，“关公故里 晋是
好运”山西运城（泉州）文旅招商宣传
推介会在泉州成功举办。

2 月 19 日，在有着“世界宗教博物
馆”之称的福建泉州，记者与解州关帝
庙文物保护所所长、关公文化研究院
院长傅文元展开了一场对话，了解推
介会重要活动“天下云长——关公文
化展”的台前幕后及相关意义。

“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一
切的前提都得是文物保护。”傅文元环
视着海交馆展出的来自解州关帝庙的
多件馆藏文物，如是说。

山西运城是关公故里，有着我国
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是关公文化发
源地，也是关公文化最兴盛和密集的
地区。解州关帝庙作为“五大关庙”之
首，同样留存着浩瀚的文化遗存，体现
在庙内藏有的 1375 件（套）可移动文
物上，不可移动文物方面保有展现榫
卯 结 构 、木 雕 记 忆 的 古 建 艺 术 以 及
230 棵古树名木。这些，赋予了解州关
帝庙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

“该巡展能首次走出山西，绝不是
偶然的，是解州关帝庙文保所数十年
如一日对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对整合资
源、组建文化传播矩阵的不断尝试。”
傅文元强调，为了让以关公文物为载
体的关公文化“走出去”，“罗马不是一
天建成的”。

早在 2021 年，第 32 届关公文化旅
游节成功举办之际，解州关帝庙首次
推出“忠义神武——解州关帝庙藏历
代关公文物珍品特展”，在运城博物馆
开展。栩栩如生的元代铜铸关帝包巾
卧像、端庄严肃的明代彩绘关帝铜坐
像、古朴典雅的和硕果亲王碑刻等百
余件文物首次集中走出关帝庙，踏入
博物馆讲述关公精神的忠义仁勇。这
是“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的前
身。

特展所用的大面积“关公红”布
景，为这批首次出庙、走向公众的珍稀
历史文物铺就了一条热闹独特的文化
交流新路径。这条从历史深层发端的
路径不仅用品类丰富、底蕴深厚的文
物藏品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清代的千
多年历史，更深层次揭示了关公精神
的文化内核。毫无疑问，博物馆应该是
让文物“活”起来的主阵地，必须承担

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责任，充分发挥
自身的宣教功能。这要求博物馆要研
究好馆藏文物资源，并且把这些文物
资源展示出来，让文物有机会“说话”，
而不是把文物当作“私藏”，让其沉睡
在库房里。

就在 2021 年年底，由山西博物院
与关公文化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
中心联合举办的“天下云长——关公
文化展”在山西博物院隆重举办。这一
次，展览在特展的基础上，邀请 130 余
件（组）关公文物“远足”聚会，汇集了
各地区各时期有关的关公文物和史
料，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展示关公文
化及其当代意义。“如果没有前两次文
化展的成功举办，这一次‘走出去’来
泉州开展，心里还真没底儿。”傅文元
说。2023 年，“天下云长——关公文化
展”不仅成功走出运城，走出山西，还
在泉州迎来了展出文物最多、展出面
积最大的专展，更在原有展览的基础
上，联合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山
西博物院、甘泉博物馆、陇县博物馆、
延安市文物研究院、绥德县博物馆、城
固县张塞纪念馆和勉县博物馆 8 家上
级及兄弟文博单位，地跨三省，千里迢
迢奔赴泉州。“这一系列巡展，是文物

界的联合性展览，都是为了让关公文
化能传承下去。”对于展览中的文物，
傅文元补充道，“馆藏塑像是多姿多彩
的，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的，这是属于解
州关帝庙独有的资源禀赋。通过文物
的巡展，真正实现文物‘活’起来，让关
公文物不再局限于石刻、石碑、牌匾，
而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具象的关公塑
像来让人们更鲜活、立体地感受关公
文化。”

“举办这次展览，对于解州关帝祖
庙来说，是我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
所组建文物传播矩阵、促进资源整合、
拓宽构建‘关公文化走出去’通道的新
实践。通过馆藏文物珍品的联展、巡
展，进一步拓展深化文物交流合作，实
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推
动关公文物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傅文元说。

“在未来，解州关帝庙将进一步对
馆藏文物进行科学化保护、数据化监
测，让更多的文物走出山西。还将继续
深化五大关庙朝圣之旅，进一步助推
关公文化走出去，书写新时代的华彩
篇章。”傅文元说。
上图为“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内景
（图片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提供）

对话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所长傅文元：

“组建文物传播矩阵 助推关公文化走出去”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本报讯（记者 牛嘉荣）2 月 18 日
早，由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发起
的关公文化系列讲座在泉州海外交
通 史 博 物 馆 伊 斯 兰 馆 4 楼 学 术 报 告
厅开讲。该讲座是“天下云长——
关公文化展”的助力活动。

关公第 68 代嫡孙、山西运城关
公文化研究学者关新刚和运城学院

教授、关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洁
应邀在泉州海交馆举办讲座，与泉
州文化学者及市民分享交流关公文
化。

关新刚首先在 《关羽、关公与
关公文化》 主题讲座中，详细介绍
了“历史记载中的关羽”“文学艺术
中 的 关 公 ”“ 民 间 信 仰 中 的 关 帝 ”

“皇家祀典中的关圣”“世代推崇中
的 关 公 精 神 ” 五 个 部 分 的 研 究 成
果。在 《关公形象的生成演变及其
现 实 意 义》 主 题 讲 座 中 ， 宋 洁 介
绍，泉州通淮关岳庙和山西运城解
州关帝庙、河南洛阳关林、湖北当
阳关陵、东山铜陵关帝庙已并列我
国“五大关庙”，正在共同谋划“五

大关庙・朝圣之旅”发展合作之路。
讲座现场，听众涉及泉州市多

行业人群，教师、志愿者等均在其
中。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听众带着
自己的孩子前来听讲。现场听众与
主讲人频频互动，有些还在笔记本
上记录讲座内容。

由 泉 州 海 交 馆 、 山 西 博 物 院 、
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等全
国 9 家 文 博 单 位 共 同 举 办 的 “ 天 下
云长——关公文化展”在泉州海交
馆将持续展至 4 月 16 日。

关公文化主题讲座在福建泉州开讲

本报讯 “过去看名家唱戏，得
花不少钱，如今在村里就能免费欣赏
戏曲名家的精彩表演。”正月二十九，
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十佳
乡土文化传承村”之称，“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福胜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绛州澄泥砚”所在地的新绛
县泽掌镇光村内，新绛县蒲剧团为村
民们演出了传统戏剧《打金枝》。

中午 12 时，随着鼓乐响起，舞台
上的唱腔吸引了十里八村的群众，表
演现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和欢呼
声此起彼伏，表达了观众的激动心
情。据了解，该剧团在光村已演出了

三天五场蒲剧经典戏曲。“美美看了
三天戏，真是过足了戏瘾。”光村的父
老乡亲看得乐呵呵。乡村的文艺舞
台，为群众带去文化盛宴，也通过文
艺演出的形式，寓教于乐。

通过各村庙会，新绛县把群众喜
闻乐见的蒲剧走村入户免费送戏下
乡，让广大群众不出家门、不出村口
就能在村里看到高质量的戏曲。春
节以来，我市开展 2023“免费送戏下
乡进村”活动，把戏迷最喜爱的地方
特色剧种蒲剧送到群众家门口，满足
了广大观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赵为民 卫世新）

新绛蒲剧团送戏到村庄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我市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
文化馆承办的群众书画剪纸作品展
展览最终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此次展览从各县（市、区）选出百
余幅精品力作，涵盖了书法、国画、剪
纸门类，于元旦期间在运城文化馆精
彩呈现，受到了群众赞誉。据悉，市
文化馆学员们也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贡献了不少优秀作品。

经过专家评审，展览最终评选出
书法类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

等奖五名，美术类一等奖一名、二等
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剪纸类一等奖
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

书法类一等奖获得者为尚天贵、
王敏成，二等奖获得者为王永翔、牛
振南、冯建良，三等奖获得者为毕运
兰、任跟狮、张迪飞、程勤学、安雯；美
术类一等奖获得者为赵华，二等奖获
得者为史晓霞、张晓红，三等奖获得
者为张海勇、罗詹桂、李云鹏；剪纸类
一等奖获得者为董太岭，二等奖获得
者为张宜斌、李惠芳，三等奖获得者
为李建肖、刘泽民、王凤娟。

我市群众书画剪纸作品
展 评 选 结 果 出 炉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2 月 22
日，从市文化馆获悉，2023 我市免费
培训公益课堂即日起开课了，艺术课
程丰富，文艺爱好者可免费报名参
加。

此次培训活动由市文化馆组织，
培训班型众多，有群星合唱团、朗诵
班、萨克斯班、葫芦丝班、二胡班、古

筝班、电吹管班、舞蹈队、健身美体
班、美美形体队、柔力球队、模特队、
拉丁舞队、映山红旗袍队、新疆舞班、
形体班、书法班、美术班、剪纸班、摄
影班、戏剧班、爱乐乐团等。每班招
生名额固定，额满为止。文艺爱好者
零基础也可去市文化馆现场报名学
习。

市免费培训公益课堂开课

“三朝太宰”“一代师臣”，是明朝重
臣杨博陵园的两幅匾额题字，当是朝廷
对他的褒奖之词。

杨博陵墓位于永济市蒲州镇东南十
里的王庄村。此陵依山面河，不失为风水
宝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尚有碑林存在。
中学时期，我上学来去路过这里，那时许
多高大的石碑矗立着，远远地就进入了
我的视线，路旁有几座大墓，这就是所说
的杨博坟茔。

关于杨博的官场生涯，有同朝大学
士张居正撰写的《太傅吏部尚书襄毅杨
公志铭》，可说是当朝对他的盖棺论定。

杨博，字维约，别号虞坡，十七岁乡
举，弱冠登进士，先任陕西周至县令、长
安县令，再由地方调兵部武库司主事，升
兵部郎中，随朝廷行边使天起阁学翟文
懿巡边，参与幕府。后来又从职方郎中任
上调山东督学宪副，再升参政，又以右佥
都御史巡抚甘肃，后升左副都御史、兵部
侍郎，直至兵部尚书，加赠太子少保，再
赠太子太保，再后改调吏部尚书。以上是
嘉靖朝中事。隆庆朝中，加赠少傅兼太子
太傅，后以冢宰理兵部事。万历朝时，晋
少师兼太子太师。去世后，朝廷赠以国
葬，谥号襄毅。

杨博在朝举足轻重，用张居正的评

语来说，即“公在朝廷则朝廷重，在边陲
则边陲重”。择其要者，其功绩主要是他
在巡抚甘肃时，为加强边防，开发西北，
大兴屯田和水利建设，如著名的水利工
程龙首渠。吐蕃在边境骚扰，他巩固边
防，沿肃州、甘州一带修建防御工事，名
为墩台；又从青海迁移少数民族到甘肃
内地，建立了七个城堡式的居民点，同时
化解蕃汉民族间的矛盾。在北部疆域的
边防中，他先坐镇蓟州，面对蒙古部落首
领俺答由潮河川的入侵，从实际出发创
造性地建造了一种称为石墩的防御工
事，坚守御敌，迫使俺答退兵。嘉靖三十
三年秋，蒙古部落首领把都儿及打来孙，
十万骑犯蓟州，攻打到长城脚下。杨博坚
守古北口，督战四天四夜，打退敌人进
攻。其后敌人又从大同方向侵边，作为宣
化、大同、山海关三地军务总督，杨博再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随之又在大同牛头
山筑起九座城堡，九十二个墩台，六十六
条壕堑，巩固了边防阵地。嘉靖四十二年
十月，敌兵又犯通州，杨博命辽阳总督杨
选率兵从西边抗敌，杨选违令从东边突
出，致使战斗失利，京城告急。后敌兵怕
城外有埋伏，犯疑自退。

《明史》中说杨博“魁梧丰硕，临事安
闲有识量，出入中外四十余年，始终以兵

事著”。杨博正是在靖边保国上，立下了
卓著战功。说到“一代师臣”，当是万历朝
的事了。这“师臣”二字，可以理解为他既
是皇帝的臣子，又当是皇帝的老师。正是
由此，民间传说演绎出了杨博保太子的
故事。京剧《二进宫》，就是反映这件事。
蒲剧过去有《忠保国》本戏，《二进宫》是
其中的折子戏。

查明史，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皇帝去
世，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
早在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上疏皇帝请
立太子。朱翊均此时作为独子而得册立，
其母为李贵妃。内阁首府以帝师的身份
对太子进行日讲和经筵。小皇帝十岁登
朝，年纪尚幼，经国大权当然是在内阁首
府的掌握之中了。他们从当初册立太子
开始，就效忠于小皇帝，不得有二心邪
念，确保朱家王朝的天下，这当是“忠保
国”的合理解释。蒲剧《二进宫》的情节大
致是说，老皇帝息了驾，小皇帝未登基，
其母李贵妃住在昭阳宫。她对大臣们不
信任，却听信自己的父亲，即太师李良协
理朝政，对于老臣徐彦昭、杨博的闯宫极
为不满，言说对自己的父亲还能不相信。
李良奸心后逐渐暴露，正如李贵妃在《二
进宫》中唱的，“我的父奸心赛王莽，他要
谋大明锦家邦”，又“断了烟火封昭阳”。

这样，李贵妃也失去了人身自由。此时李
贵妃让保姆徐小姐，即徐阶之女，夜半三
更趁防备不严，出宫射箭到杨府，发出求
急书信，徐彦昭、杨博得信，当机立断二
次闯宫。因为徐彦昭有老皇帝当年给的
红铜锤，任何人不得阻拦，他拉上杨博闯
进了昭阳宫。李贵妃当面苦诉衷情，言说
不要和她女人家计较前嫌，应该“不念太
子念老王”。徐彦昭自觉是年老无能为
力，劝杨博当仁不让，说“你就该全龙保
国才是”。杨博故意推脱说，“千岁，你看
为臣年迈，虽有几个犬子，远在边关镇
守，远水不解近渴”。对此，徐彦昭说杨博
是李良死党，又用红铜锤吓唬，立逼杨博
说出“我全龙保国就是了”。以下的情节
是徐小姐“忙打开龙凤日月袄，内中露出
龙一条”。大家抱着小皇帝传来看去，爱
不释手。杨博又想起当初卜卦说他“六十
三岁全一朝”，更加坚定了全龙保国的决
心。李贵妃心里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
地，却自觉“七天七夜发白了”。戏到最后
是“看看八月十五到，明日王侄设早朝”。
次日早晨，当是由杨博保太子登基面见
群臣。

当然，戏由人编，这徐彦昭当是指的
老臣徐阶，但徐阶不一定就叫徐彦昭。万
历皇帝登基时已经十岁，也不是戏中说
的尚在襁褓之中。登基的时间是隆庆六
年（1572 年）五月二十五日，也不是戏中
说的八月十五日。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李
良谋国的事，也不必细究。看戏看情节，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过杨博辅政，在保卫
大明江山中建有功劳就是了，也用不着
拿剧情去同史料较真，这已是人们常识
范围内的事。

历史与戏曲中的三朝太宰杨博
■祁世坤

一

“虞乡文脉”百佳强，
代有人才继世光。
绿水青山常蓄养，
胸怀社稷自昂藏。

二

舜帝兴邦妫水头，
南风一曲解忧愁。
黎民载舞高歌后，
往日情怀今未休。

三

溪云一片帝妃归，
五凤腾飞披翠微。
喜见古碑依柳像，
诗成灯影雨霏霏。

四

古镇千年丽景隆，
金相玉质傲苍穹。
山河无恙歌盛世，
家国安宁颂《臣工》。

虞
乡
咏
怀
（
四
首
）

■
杨
兆
民

在闻喜县坑东村楹联文化大院
外墙上、屋檐下，悬挂着新喷绘的 25
副对联。这 25副对联颂扬了村内的 17
个团体和 8 位先进个人。这面楹联文
化墙，吸引着乡亲们纷纷驻足欣赏。

楹联墙美观大方，内容语言优
美，生动活泼，阅读后给人以愉悦之
感，颇具启发性。这些楹联由闻喜县
楹联学会会员王静澜和王秉伟共同
创作。闻喜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
谭淑珍为楹联墙写下评语，“紧跟时
代 ，服 务 大 众 ，有 助 于 促 进 乡 风 文
明”。

“环境幽，文化浓，坑东至美；目
光远，格局大，产业长兴。”这副对联
所观照对象为新时代的坑东村。坑东
村是一个林业先进村，系山西省美丽
乡村之一。近年来，这里人居环境良
好，文化底蕴深厚，村容村貌整治提
升，产业发展兴隆。

“围绕核心担使命；紧跟时代谱
华章。”这副对联是写给坑东村支村

“两委”的。坑东村支村“两委”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带领全村村民富了起来，强了起
来。

“汗洒康培林景秀；心倾金海富
源长。”这是写给坑东村在山西康培
公司打工乡亲们的。坑东村平川土地
将近 2000 亩被流转给康培公司，村
民个个诚信，踏实干活，把康培的事
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每亩地纯收
入近千元，自己打工也能挣钱，村里
家家户户收入实现大跨越。

“高灌水流三岭绿；群翁汗洒万
椒香。”这是写给在绿恒公司工作人
员的。绿恒公司承包村北的土地将近
1000 亩，承包了 30 年，岭上有 300 多
米的超深井，种有花椒、药材等，昔日

贫水的高岭荒坡变成绿油油的梯田，
到处弥漫着花椒和药材的香味。“满
岭菊花仙女笑；万箩金朵富源长。”这
反映的是村里杭白菊合作社，在岭上
种菊花的事。“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
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
摧时始起花。”这里引用苏轼的诗句
颂扬菊花的美丽和用途。特别是景巧
珍等三位老大娘，她们干活实在，栽苗
技术高，成了杭白菊合作社的名牌，十
里八乡都请她们栽菊花，传技术。

“食菜车车经日月；赤心灿灿暖
乡亲。”这是写给村里蔬菜流动车车
主王海波的。这份工作他已干了十多
年了，他的温情举措让乡亲们吃上了
新鲜的蔬菜和各种美食，大家都夸他
是“及时雨”。

“大厦高门家美丽；和谐礼貌语文
明。”这副联是夸赞村内20个五星级文
明户的。他们都是遵纪守法、邻里互
助、家庭和睦、尊老爱亲，会理财、能致
富的模范村民。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
乡亲都已加入文明行列中。

“戴月披星迎旭日；清庭除垢美
村容。”这是赞美村里的“美容师”许
西林、王新福二人。他们为村里的环
境起早贪黑、不辞辛苦，让村里的环
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村里干干净净见
不到垃圾。

“时讯墙，荣誉墙，墙墙励志；山
西报，运城报，报报扬名。”这是赞扬
村里的板报组和文化小院的。出板报
可以让很多村民知道国内外大事和
村里新鲜事，也可以宣传本地特色。

以上这些楹联是笔者从楹联墙
上随手抄录的。这些特色楹联，已成
为当地亮丽的文化风景，并且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让参观者在字里行间感
受文化魅力，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坑东村的楹联墙
■那同生 张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