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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族初始的盘古开天、女娲
补天、后羿射日、皇天后土，到嫘祖养
蚕、后稷稼穑，再到三皇五帝时期的尧
初都蒲坂、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夏朝
诞生……诸多关乎史前文明肇始的神奇
言说，都与这里密切相关。

夏代忠臣关龙逄，商代中兴名相傅
说，春秋巨商大贾猗顿以及割股奉君、隐
居绵山的介子推，战国思想家荀子，三国
蜀汉名将关羽，西晋地图学家裴秀，东晋
文学家、训诂家郭璞，隋末唐初哲学家、
教育家王通，唐代文学家王勃、卢纶、柳
宗元，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元杂剧艺术家
关汉卿，明代理学大家薛瑄……在中国
历史文化星空中熠熠生辉的他们，都出
生于这里。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地下文物看
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以 531 处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名列全国
第一，运城就以 102 处雄居全国地级市
首位。

这里，就是古称河东的山西运城市。
表里山河，人杰地灵。那么，作为中

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运
城是如何昭示中华民族共同
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演进格局的？在这片古
老土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 融 呈 现 出 怎 样 的 万 千 气
象？就此，记者近日对话李云
峰先生。

中国民族杂志社记者
（以下简称记者）：《史记·本
纪第一·五帝》载：“夫而后之
中 国 践 天 子 位 焉 ，是 为 帝
舜。”本文所言“中国”，还有
后来的“华夏”等称谓，是不
是都同运城密切相关？阪泉
之战、涿鹿之战与运城又有
着怎样的关联呢？

李云峰：上古时期，在古
冀州地域的阪泉、涿鹿，先后
发生推动中华各部族最早融
合 的 两 场 大 战 ，以 炎 帝 、黄
帝、蚩尤三大部族为核心的
中华民族初步形成。此后，才
有黄帝后裔尧、舜、禹相继于
河东地区蒲坂、安邑登基称
帝 的 文 明 历 史 ，即《竹 书 纪
年》载“尧都蒲坂（今运城永
济市），后迁徙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
坂，禹都安邑（今运城夏县）。”《史记》“夫
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所言

“中国”，就是指位于蒲坂的舜都。夏王朝
统治下的“华夏”，已不仅仅是华族部落与
夏族部落的交融，而是设定“九州”的辽阔
区域，并且进一步融合东夷、北狄、南蛮、
西戎等各部族以及中原、华北、西北、江
南、华东等境域，拉开了各民族大融合的
帷幕，标志着中华先民不再是局限于以血
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而是开始逐步融合
发展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可以说，“中国”“华夏”等称谓的来
源都同运城有着重要关系。

至于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这是中华
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两场大战。尽管史学
界对其发生地是否在运城存有争议，但
它们与运城的盐一定是有关的。正是因
为这一自上古部落到后世历朝历代都依
赖的战略资源，黄帝和炎帝、蚩尤都视运
城为争雄之地。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运
城盐池的传说，说黄帝斩蚩尤于此，蚩尤
血化为盐池。这个位于今运城中心城区
南部的盐池，被当代艺术家田汉先生誉
为“千古中条一尺雪”。据《河东盐法备
览》记载，“仲夏有候风出，声隆隆然，俗
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成盐”。几年
前，我们在中条山里还寻访到几乎成为
传说的“盐风洞”。在祀奉盐池之神的池
神庙中，除了太阳神殿，还专门设有风洞
之神殿。相传舜帝曾在池神庙熏风楼所
在位置，抚琴吟唱出那首最古老的《南风
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正是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的生命
之源——盐池，孕育了泱泱中华一步步
发展壮大起来。

记者：山西省简称“晋”，也被称为三
晋大地。这个“晋”字，有着何种讲究？

李云峰：“晋”源于晋国，而三晋是指
魏、赵、韩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政

权。公元前 403 年，周天子承认三家为诸
侯，史称“三家分晋”。因此，《战国策》《史
记》等史书将此三国合称为三晋。

《左传》有言：“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作
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最初封地在今晋南
运城与临汾间方圆百里左右的地域，与戎狄
等各部族杂居，因开放包容而不断发展壮大
起来，并于晋文公时代奠定了雄踞春秋五霸
之首的百年霸业。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晋文公重
耳的故事。

重耳是“混血儿”，早年间虽然与哥哥
申生（太子）、弟弟夷吾都享有贤名，但并不
为当时的大臣们所看重，只好在一帮哥儿
们陪伴下度过了 19 年流亡生活。其间，他
陆续考察作为自己舅亲的北方戎狄，以及

“尊王攘夷”的齐国、雄心勃勃的楚国、蠢蠢
欲动的秦国……得益于此番积累，日后登
上君位的重耳，方能采取举贤任能、勤理军
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
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等一系列强国富民
政策，不但为晋国打下开创霸业的基础，还
通过出兵帮助周襄王平定叛乱，通过率兵
救宋，与有约在先的楚成王上演著名的“退

避三舍”，取得“城濮之战”大胜，从而得到
了诸侯拥戴，被推举为齐桓公之后的第二
位春秋霸主。

倚重卿大夫强国的晋国，也亡于卿大
夫赵魏韩三家的瓜分，但它仍然属于战国
七雄中举足轻重的“三晋”，三晋大地仍
然是诸侯国争雄的核心地域。从这里走出
去的张仪、范雎、韩非子等人，以他们的
智慧和学说，在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进
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至今，运
城万荣县后土祠北边还有“张仪小道”从秋
风楼下穿过，通向黄河岸边。每每行走其
上，我的思绪都会被带入穿越千年的历史
幽深之处……

记者：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字
体是魏碑“张黑女体”。据我们所知，这种字
体来源于运城永济出土的北魏名碑帖《张
黑女墓志》。在您眼中，《张黑女墓志》是一
幅什么样的碑帖？

李云峰：凡是喜爱、研习书法的人，无
论是宗碑还是宗帖，想必都知道蜚声书林
的魏碑碑帖珍品《张黑女墓志》。它全称应
为《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清朝人为避
讳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便以字代名。它出
土于蒲州（今运城永济市），时间不详，原石
早已散佚。墓志为楷书，记录了北魏南阳太
守张玄的家世与生平。

在我这个书法爱好者看来，《张黑女墓
志》碑帖用笔方圆兼备、面貌颇含隶意、结
体扁方灵动，洋溢着高古典雅、沉稳缜密的
气度，洒脱处凸显刚劲，刚劲中弥漫柔美，
果然是既有北魏的神韵，又隐现唐楷的法
度。这幅碑帖不但让魏碑书法因它而更加
光彩夺目，还对清朝后期书家崇尚碑学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认为这幅碑帖还蕴含着另一重深
意，即生动彰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波澜壮
阔的民族大融合。那个时期，拓跋鲜卑建立
的北魏政权推行汉化政策最为彻底、成功，
国祚延续最长，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得到
巨大发展。也正是因为拥抱、融入中原文
化，才使汉字在北魏获得强有力的文明承

递，并在书法艺术层面得到空前绝后的创
造性发展。而能够表达和体现一个民族精
神志向的书法作品“张黑女体”本身，就是
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显影。

拓跋鲜卑人大量进入中原之后，虚心
接受着中原文化的教诲与熏陶；与此同时，
他们所携带的刚健淳朴的草原文化，也为
中原文化所吸收。比如汉族服饰由“上衣下
裙”到“上衣下裤”的改变，以《真人代歌》

《兰陵王入阵曲》为代表的鲜卑音乐对当时
及后世乐舞文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切，
都深深融进了以《张黑女墓志》为代表的雄
奇峻拔的魏碑字体，生动昭示出中华文化
的兼收并蓄、博大精深。

记者：“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
盖 四 野 。天 苍 苍 ，野 茫 茫 ，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北朝民歌《敕勒
歌》。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它与发生在运城
境内的玉壁大战密切相关。请您讲一讲这
背后的故事。

李云峰：至今还记得数年前与当地文
博专家探访玉壁古城遗存时，我内心深处
的震撼，那一场壮怀激烈的大战犹如就在
眼前。

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两魏以黄河为界，彼此对立。高欢仗恃地广
人众、粮足马肥的优势，欲一举荡平西魏；
宇文泰则尽管僻处关西、兵少粮秣，却励精
图治，信心和实力与日俱增。9 年后的初
冬，高欢由晋阳麾军沿汾河谷道南下，至绛
州（今运城新绛县）折西。身势浩大的高欢
兵临玉壁城下，对守将东道行台王思政软
硬兼施，劝降不成，遂连续攻打 9 日。但天
逢大雪，士卒饥冻，死伤惨重，无奈撤军。再
4 年，已改由晋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的玉壁
城，又迎来了西伐的高欢大军更加猛烈与
持久的攻击。然而尽管苦战 50 多天，玉壁
城却始终岿然屹立。东魏将士则伤亡十之
四五，高欢忧愤发病，乘夜逃遁。

回到太原大本营，高欢强拖病体，组织
了一次和将士见面的大型宴会。席间，他请
老将斛律金演唱传统的敕勒民歌，并泪流
满面地亲自和唱。于是，这首《敕勒歌》借玉
壁之战被载入史册并得以流传千古。蒙曼

教授曾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
有“情”》一文里写道：当时斛律金唱的歌，
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
人认为是鲜卑语。后来，有同时精通北族语
言和汉语的文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
了如今动人心弦的《敕勒歌》。

原来最弱小最贫蹙、实战中互有胜负
的西魏，通过两次玉壁之战的胜利，在与东
魏、南朝的角逐中逐步占据战略主动，国力
军力后来居上。多年以后，东魏被高欢的儿
子高洋取代为北齐，西魏被宇文泰的儿子
宇文觉取代为北周，并以北周灭北齐而一
统北方，最终再由隋朝取代北周、消灭南
陈，实现了中国古代史上的再次大一统。

记者：1989年，在运城永济蒲州故城西
垒、黄河故道岸边，4 尊唐代黄河大铁牛破
土而出，重见天日。与铁牛锚同时出土的，
还有 4 尊栩栩如生、服饰各异的壮硕铁人。
您认为这些铁牛和铁人有着怎样的意蕴？

李云峰：要讲铁牛和铁人，自然要先了
解蒲津渡与蒲津浮桥的由来。据《左氏春秋
传》记载，公元前 627 年，晋军前往崤山一
带伏击秦军，就是从蒲津渡渡过去的。公元
前 257 年，秦昭王下令在蒲津渡正式修建
浮桥。这是黄河最早架设桥梁的记载，它也
成了秦国东征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凭借。
后来楚汉争雄，魏王豹曾断浮桥以背叛刘
邦；三国征战，曹操令徐晃由此渡河偷袭马
超。及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留下诗
篇《赋得浮桥》。

当然，这里还走过唐玄宗李隆基与宰
相兼兵部尚书张说，正是他们决心把这座
频频损坏的竹缆浮桥改造成铁锚铁索浮
桥，以确保与龙兴之地太原北都边关重镇
的畅通无阻，以及河东的食盐源源不断地
输入关中。

于是，按照“乃铸人、牛、山、柱，夹维两
岸”的旨意，用时一年多，花费大唐一年的
财政收入，耗用当年全国五分之四的铁、锡
产量，一座创造世界桥梁史奇迹的蒲津桥
诞生了。而黄河东岸与中潬城遥遥相对的
雄浑的各 4 尊铁牛，则是阴阳五行相生相

克的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牛象坤，坤
属土，而土克水。这也是我国古城多以牛的
造型之物做镇水之宝的缘故。

与 4 尊出土铁牛相伴的，是 4 尊高约
1.9 米的铁人。神态各异的他们，有着唐装
的，有着北方、西域服饰的，或浓眉大眼或
低眉善目，或高颧厚唇或袒胸赤膊，皆叉开
脚步，动感十足，栩栩如生。4 人双手都呈
握器物状，两拳成孔，千年前所握之物，推
测应当是策牛的工具。这些高大孔武的铁
人，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大唐时期各
民族亲密融合的盛况。

记者：如今，运城规模宏大的关公文化
节让更多人知道了这里是关羽的故乡，吸引
着无数信众和游客。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
关公文化？传承弘扬关公文化意义何在？

李云峰：虽然“关公文化”一词于上世
纪 90 年代初才由运城文化学人孟海生先
生提出来，但关公文化本身则早就是漫长
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丰富起来的一种
民间信仰。

自陈末隋初至隋开皇九年（589 年）第
一座关帝庙在关公故里——运城解州落成
开始，佛、道两大宗教也先后把关公请进了
各自寺庙宫殿香火祀奉，关公崇拜由此勃
兴。从元代开始，“关公”逐渐成为汉、蒙古、
满、藏等民族共同崇拜的偶像。明清时期，
关公文化向西北传播到新疆、甘肃、宁夏等
地区，并修建了大量关帝庙，关公故事也在
当地广泛流传；向西南、东南等地传播到四
川、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地，逐渐
被羌、彝、土家、苗、瑶等民族接受。伴随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公文化与各民族文
化相结合，在仪式、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
是文化融合的典型样本。

在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关公文化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美、英、
法、日等国家都有关帝庙和信众。从保佑天
下太平、国富民强到个人祈福平安健康如
意等，关公文化更是与华人生活息息相关。
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曾说过，不懂关公文
化，就缺少了与海外华人交流的一种渠道
和语言。

忠义仁勇的精神受到广泛尊崇，也必
将得到传承弘扬。

多年来潜心研究关
公文化的运城作家、学
者王西兰先生认为，关
公文化是以关公的真实
历史为源头，以各阶层
民众对关公的普遍敬仰
崇拜为基础，以朝廷褒
封、宗教尊奉的神化偶
像祭祀为推动，以各种
雅俗文化艺术形式的传
播为普及形式，体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
值的人文现象。这种看
法也就解答了为何时至
今日，关公文化仍然是
我国各民族、海外华侨
华人最广泛的中华文化
认同之一。正如于右任
先生为马来西亚一座关
帝庙的题联：“忠义二字
团 结 了 中 华 儿 女 ；《春
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
神。”也如美国芝加哥大
学人类学系焦大卫博士
的评价：“关公应该得到

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到现在仍有
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
化，勇就是不怕困难。”

记者：自古以来，拥有底蕴深厚、特色
浓郁的根祖文化、关公文化、盐文化、德孝
文化的运城，始终是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美
好家园。进入新时代，运城在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
面展现出了怎样的新风貌？

李云峰：运城属于少数民族散居地区，
全市现有 43 个民族成分，常住少数民族
人口 12000 余人，少数民族聚居村、社区
19 个。在运城，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民
族团结、社会和睦的良好氛围。当然，作
为一名“老运城”和文学创作者，我感受
最深的是运城在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全力打造“关公故里 好运之
城”城市品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方面的成效。尤其以关公文化旅游节暨
金秋大祭、公祭后土圣母大典、舜帝德孝文
化节暨公祭舜帝大典等三大文化活动为依
托，突显了运城的文化亮点和历史积淀。

关公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
界。近年来，运城坚持地域文化全球共享
理念，用好“关公故里”这一文化名片，
以关公文化为纽带，助力海内外中华儿女
大 团 结 。 持 续 举 办 33 届 关 公 文 化 旅 游
节，聚焦“天下关庙一家亲”文化主题，
推进关公文化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

“关公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充分发挥“关帝祖庙”的号召力，组织关
帝圣像赴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台湾地
区巡游活动，在全球 5 个国家和地区建设
关公文化交流基地 35 家……把关公文化
不断向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拓
展，这也算是运城人为“一带一路”建设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一份努力
吧！

记者：感谢您的分享。确实如此，从历
史深处走来的古河东不仅仅只有“盐”；正
在创造新辉煌的新运城，未来更可期。祝福
运城！

“ 盐 ”简 意 赅 古 河 东
■中国民族杂志社记者 张昀竹 刘 雅

三月里来百花发，
姜嫄高禖走娘家，
坐上凤辇车，
心里乐开花，
一对馄饨馍，
两串油疙瘩，
亲情都在脸上挂，
爹娘见了笑哈哈。
凤辇快快地跑呀，
晌午要到娘家。
去年到连伯走娘家，
今年到连伯走舅家，
坐上凤辇车，
心里乐开花，
一对绣花鞋，
两双羊毛袜，
亲情都在脸上挂，
舅舅妗子笑哈哈。
凤辇快快地跑呀，
晌午到舅舅家。
三家亲戚厦挨厦，

今年要走老舅家，
坐上凤辇车，
心里乐开花，
一对红寿桃，
两朵长寿花，
亲情都在脸上挂，
老舅老妗子笑哈哈。
凤辇快快地跑呀，
晌午到老舅家。

注：河津高禖
庙农历三月十八庙
会，有一项特殊的
民俗——迎神“走
亲戚”，场面格外
热闹新鲜。

传说周族始祖
姜 嫄 的 娘 家 、 舅
家、老舅家都在连
伯村，所以每年庙
会前两天，即农历
三月十六日，连伯

乡亲都要组成百人
迎神队伍，鼓乐喧
天，仪仗工整，威
武庄严地把姜嫄娘
娘 神 像 从 正 殿 迎
出，用八抬大轿抬
着 在 全 村 游 行 散
花。旧时，将娘娘
神像供于村南另一
个 大 庙 内 祭 拜 一
天，次日又敲锣打
鼓，鸣鞭放炮，送
娘娘回宫享受人间
香火。这样一年走
一家，三家依次轮
流 ， 称 之 为 迎 神

“走亲戚”。据说民
间女儿回娘家走亲
戚 的 习 俗 就 源 于
此。

任罗乐搜集

姜嫄高禖走亲戚

本报讯 （记者 赵卓菁） 4
月 15 日、16 日，盐湖区迎“五
一”健身节目在天逸公园展演。

此次展演由盐湖区体育事
业发展中心指导、盐湖区老年
人 体 育 协 会 主 办 、 天 逸 公 园
辅 导 站 承 办 、 运 城 市 园 林 绿
化 服 务 中 心 协 办 。 活 动 主 题
为 “ 展 示 老 年 风 采 ， 助 力 全
民健身”。

两日来，盐湖区理想城社
区、西建天茂城社区、五洲观
澜社区等社区表演了 《红红的

中国情》《逆风飞翔》《黄河水
从我家门前过》《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在希望的田野
上》《好运送给你》《梅花赋》

《爱我中华》《祝福祖国》《映山
红》《在希望的田野上》《开门
红》《朝阳沟》 等歌曲健身节
目。数百人观看了演出，观众
老魏评价：“这样的群 众 性 健
身节目表演，异彩纷呈，期待
大力发展！”来自山东的青松
说，本次节目红火热闹，值得
点赞。

盐湖区举行迎“五一”健身展演

本报讯 （记 者 乔 植）
在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为倡导全民阅读，坚定
文化自信，近日，稷山县蔡村
乡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与 文 化
站 联 合 开 展 “ 全 民 读 书 月 ”
主 题 活 动 ， 引 导 群 众 提 升 阅
读 兴 趣 ， 养 成 阅 读 习 惯 ， 提
高 阅 读 能 力 ， 进 一 步 激 发 全
民 读 书 热 情 ， 在 全 乡 营 造

“ 爱 读 书 、 读 好 书 、 善 读 书 ”
的社会风尚。

干部带头，充电赋能。为
丰富机关干部学习形式，营造
积 极 浓 厚 的 全 民 阅 读 氛 围 ，
该 乡 抢 抓 有 利 时 机 ， 将 党 员
集 中 学 习 与 全 民 阅 读 紧 密 结
合，在机关图书室开展了“全
民 阅 读 —— 春 风 飘 书 香 ” 活
动，通过原文朗读及交流读书
体会的形式，结合基层工作实
际分享学习后的感悟，进一步

提升了机关干部思想理论水平
和实践能力。

广泛宣传，全民参与。在
活动开展前，新时代文明志愿
者们向村民发放了“一封阅读
倡议书”，建议他们积极参与村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定期举行
的“读书分享会”活动，倡导
大家利用空闲时间多阅读，激
发群众对阅读的兴趣。

线上线下，共享书香。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
为阵地，让有时间阅读和喜欢
阅 读 的 群 众 可 以 有 一 个 安 静
的、畅谈交流的读书空间。同
时，号召乡村两级干部、网格
员、志愿者通过微信群，将有
声阅读软件、好书推荐、惠农
链接等内容分享到群里，让群
众随时随地关注阅读、享受阅
读，把全民阅读真正地融入日
常生活中。

稷山县蔡村乡开展
“全民读书月”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 者 游映霞）
日 前 从 河 东 书 房 · 党 群 馆 获
悉，为宣传“世界读书日”，倡
导 “ 多 读 书 、 读 好 书 、 善 读
书”的社会阅读风尚，激发读
者的读书热情，营造全民读书
学习的浓厚文化氛围，在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河东书房·党群馆开展“线上
好书推荐”读书月活动。

从 4 月 17 日开始，河东书
房 将 定 期 在 读 者 群 发 布 今 日
推 荐 书 单 ， 所 推 荐 图 书 包 含
史 学 著 作 、 文 化 典 籍 、 儿 童

读 物 等 ， 每 一 本 图 书 附 简 介
及 二 维 码 ， 广 大 读 者 可 通 过
线 上 扫 描 二 维 码 进 入 超 星 移
动 图 书 馆 阅 读 链 接 ， 线 上 免
费阅读图书。

据 悉 ， 在 “4· 23 世 界 读
书日”当天，河东书房将举办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弘扬
尊重知识、崇尚文明的阅读理
念，提升全民阅读兴趣、培养
全 民 阅 读 习 惯 、 促 进 全 民 阅
读风尚，为城市文化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文化
支撑。

河东书房开展
“线上好书推荐”读书月活动

编者按 运城古称河东，巍巍中华五
千年文明之光最早于这里闪耀，中华文明
发展历程与这里息息相关。在探源中华各
民族交融交往历史旅途中，这里也往往是
寻踪、回顾、叩问的第一文化站点。

《中国民族》 杂志创刊于 1957 年，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主管、民族团结杂志社主办的社
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该刊物报道中国
共产党各项民族政策贯彻情况和民族
工作成就，阐释中国民族政策的丰富
内 涵 ， 客 观 展 示 社 会 生 活 和 民 族 变

迁 ， 是 国 家 民 族 事 务 委 员 会 的 机 关 刊
物，属中央级新闻性、综合性月刊。

2022 年第 12 期《中国民族》将视线聚
焦于古河东，在人文历史专栏“史话共同
体”刊发了专访运城市作协主席李云峰的
特稿《“盐”简意赅古河东》，通过运城地域
内最具代表的文化成就，讲述这座古称河
东古老城市演绎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历
史。今本报特转该篇专访，以飨读者，帮助
读者深入全面了解运城的文化脉络、历史
风情，以及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博大深
厚与兼收并蓄。

运城永济蒲州故城西垒、黄河故道边的蒲津渡遗址铁器群。 特约摄影 陈春明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游 映 霞
通 讯 员 苏 野） 4 月 16 日 ，

“我眼中的运城”抖音短视频大
赛芮城轻奢露营体验季仪式在
芮城县圣天湖景区正式启动。

本 次 活 动 由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互联网信
息 办 公 室 主 办 ， 各 县 （市 、
区） 文旅局、蒲剧艺术院、市
文化馆等单位协办，黄河新闻
网运城频道承办。

伴着欢快的音乐，“我眼中
的运城”抖音短视频大赛第三
周的 14 名获奖选手登台领取奖
项。随后，芮城圣天湖景区、
禹王台太空舱休闲度假湾负责
人发布了轻奢露营体验季旅游

项目。
轻奢露营体验季选取了芮

城代表性旅游景区和营地圣天
湖小镇、禹王台太空舱等处，
通过“露营+美食”“露营+体
育”等多业态，以户外郊游、
休闲放松为核心的旅游消费新
热 点 ， 有 效 拓 展 了 露 营 、 研
学、民宿等旅游板块，呈现文
旅发展的新理念，提高了游客
的 参 与 度 ， 增 强 了 游 客 体 验
感，提升了芮城文旅品牌的知
名度，为芮城文旅市场的繁荣
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启动仪式结束后，50 名短
视频达人在芮城开启了一场轻
奢露营体验之旅。

芮城县轻奢露营体验季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