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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
血脉。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
精神基因。儒学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体和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的丰厚滋养。

运城古称“河东”，因“盐运之城”得
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华
夏民族的始祖黄帝、蚩尤、尧、舜、禹都
相继活动在河东大地上。在中国历史
上，河东地区一直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
域。河东儒学文化作为中华儒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在历
史长河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文化和地域密不可分。河东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千百年来圣贤大儒层出不
穷，所形成的河东学派、河汾学派，在中
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独具特色和影响力。
从子夏西河设教、荀子稷下学宫、关公
践行儒学、王通三教合一到薛瑄理学之
冠等，可以概括为“一卜一荀一关公，一
王一柳一司马，一薛一李冠古今”，河东
先贤一代代在总结、阐述、践行、传承、
弘扬着华夏精神内核，传播着华夏文
明，构成了辉煌灿烂的河东文脉。

1.“ 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河东儒学的奠基人卜
子夏

“司 马 牛 忧 曰 ：人 皆 有 兄 弟 ，我 独
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
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
也？”（《论语·颜渊》）。

卜 子 夏（公 元 前 507 年 — 前 420
年），春秋末年晋国人（今运城河津人），
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
派的奠基人，十五岁师从孔子，周游列
国，后助孔子完成《六经》编著。孔子去
逝后，守孝三年之后到魏国西河（现运
城河津市）讲学，提出“仕而优则学，学
而优则仕”思想，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
被尊为国师，他在此生活长达 55 年，后
葬于河津东新村村南，宋大中祥符二年
被封为“河东公”，留有众多碑刻、书院、
卜子夏墓、卜子夏祠堂等文物古迹和历
史故事。卜子夏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之
士，使儒学文化在河东大地扎根发芽，
并不断开花结果，被誉为“一代宗师”。

2.“ 锲 而 不 舍 ，金 石 可
镂”——河东儒学的集大成者
荀子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
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
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
学》）

荀 子（约 公 元 前 313 年 — 前 238
年），战国末年赵国人（今运城新绛人），
先秦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百家争鸣
的集大成者，有“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之
誉。他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
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晚年在兰陵县

著书立说，收徒授业，创立先秦时期完
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集
中反映在《荀子》一书中。他整理传承了

《诗经》《尚书》《礼》《乐》《易》《春秋》等
儒家典籍，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正统思
想和理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
儒学的传承与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被
称为“后圣”。

3.“玉可碎不可改其质，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河东
儒学的践履者关公

“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
不 可 毁 其 节 ，身 虽 殒 ，名 可 垂 于 竹 帛
也。”（《三国演义》）

关羽（160 年—221 年），东汉末年河
东郡解县人（今运城盐湖人），在河北涿
郡随从刘备起兵，征战多年，以忠义见
称，后镇守荆州，败走麦城，被吴国俘
杀。关羽去世后，民间对关公的崇奉更
是到了极致，跨越千年，历久不衰，曾经
村村建有关庙，历朝历代多有褒封，后
列入国家祀典。关羽虽未留下宏言阔
论，但他喜读《春秋经》，出色实践儒家
学说，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成为
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常青藤，
上下共仰，中外同奉，成为世人尊崇的
道德偶像。运城作为关公故里，是关公
信仰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关公的忠义仁
勇诚信精神就是运城这座城市的人文
精神之一。关羽有“关夫子”“关圣人”之
称。

4.“君子先择而后交，小
人先交而后择”——儒学河汾
学派创始人王通

子曰：“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
而后择。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
夫？”（《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王通（584 年—617 年），隋朝末年河
东郡龙门人（今运城万荣人），“年十五
为人师”，崇尚儒学思想，挺立儒家王道
理想，倡导“仁政”，讲学著书，编续六
经，注重经世致用，从教者多达千余人，
其门人、同道迭处卿相要位，如房玄龄、
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
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他主张
儒、道、佛三教合一，以儒学为主体，兼
容佛、道二教，取其长以改造发展儒学，
开创了“河汾之学”，在“三字经”中，与
老、庄、荀、扬并称为“五子”。有“王孔
子”“河汾道统”之美誉。

5.“君子在下位则多谤，
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
多誉，在上位则多谤”——河
东儒学的开创者柳宗元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
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
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
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
至。此其凡也。”（《柳宗元·谤誉》）

柳宗元（773 年—819 年），唐朝河东
郡解县人，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
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倡
导“文以明道”，在文学与思想史上树起

了一座丰碑，与韩愈并称“韩柳”。“以兴
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主张
兼综百家，佐世致用，援佛入儒，表现出
不主宗一家、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大
家风范，开创了儒学开放兼容的优秀学
术品格，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

6.“德胜才，谓之君子；才
胜德，谓之小人。”——河东儒
学发展的推动者司马光

“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德大于才便
是君子，才大于德便是小人。”（《资治通
鉴》）

司马光（1019 年—1086 年），北宋陕
州夏县人（今运城夏县人），著名史学
家、政治家、文学家，因祖籍涑水之乡，
又称“涑水先生”。与周敦颐、程颢、程
颐、邵雍、张载被朱熹称作“道学六先
生”。他强调自我修养，提倡政治实践，
主张开放包容，提出人性“善恶兼有”
说、儒家道统论，推崇荀卿、杨雄，讲究

“中和之道”，主张学以致用，提出以礼
治国、以人为要、以民为本原则，对理学
有开创发展之功，推动了政治儒学的发
展，其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对中国古代
政治影响巨大。

7.“唯诚可以破天下之
伪 ，唯 实 可 以 破 天 下 之
虚。”——儒学河东学派创始
人薛瑄

“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唯
诚可以破天下之伪，唯实可以破天下之
虚。诚不能动人，当责诸己，己不能感
人，皆诚之未至。”（《薛文清公全集》）

薛瑄（1389 年—1464 年），明朝河东
河津平原村人（今运城万荣人），著名理
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讲求重民、爱
民，“以爱人为本”，为官清廉刚正，光明
俊伟，被誉为理学明臣；著述丰富，有

《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
等；改造发展理学，强调“学贵践履”，有

“实践之儒”之称；改造朱熹理学，创建
河东学派，长期聚徒讲学，其门生发展
遍及四方，推动实学兴起，成为影响巨
大的显学，获得广泛的崇奉和追随，称
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
基”，被誉为“薛夫子”。

8.“ 弟 子 规 ，圣 人
训。”——河东儒学的推广者
李毓秀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
子规·总叙》）

李毓秀（1647 年—1729 年），河东绛
州人（今运城新绛人），清初学者、教育
家，《弟子规》的作者。青年时，科举不中
后，在本县教书育人、治学报国。他精研

《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
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当地官员
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
他的作品《弟子规》把儒家哲学规范化、
具体化、日常化，浅显易懂，押韵顺口，
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
循善诱，成为清代以降通用的儿童启蒙
读物，在我国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河东儒学文化已成为中华儒学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儒学的发展
中具有重要地位。河东儒学的演进过
程，浩繁复杂，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
教育等方方面面，以卜子夏、荀况、关
羽、王通、柳宗元、司马光、薛瑄、李毓秀
八位重要河东儒学人物作为杰出代表，
在河东儒学发展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
使人更容易触摸到河东文化底蕴，更直
观清晰地了解河东儒学在哲学、文化、
教育、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建树和精华，
更形象生动地理解河东儒学文化发展
脉络。

运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先贤大儒朗若群
星，闪耀古今，不胜枚举。厚重的河东儒
学文化源远流长，需要精心守护，需要
深入挖掘研究，更需要赓续传承，弘扬
发展。

就学术本身来说，由于在历史发展
中，河东地区作为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
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故河东儒学思
想是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既坚持自成
一脉又兼收并蓄、开放反思、日新月异，
学术追求能适应时代变化，顺应时代潮
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东儒学或河汾
儒学，影响着世代河东人的思维，彰显
出河东地域的显著特质。

就时间跨度来说，河东儒学先贤大
儒卜子夏就与 2500年前的孔子处于同一
时代，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与孔子
提出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既坚守主要核心
又坚持古为今用，并不断丰富完善。

就空间维度来说，河东儒学在思想
主张、治学精神上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
强的包容性、开放性，王通提出的三教
合一，既展现中西结合的格局胸怀，又
具有长远眼光，坚持洋为中用。

就个人修养来说，河东儒学坚持耕
读传家、诗书继世、忠君爱国、积极有
为，把传统儒学文化融于工作生活中，
使人有行动、有目标、有愿景，在提升自
我修养的同时影响别人，促进共同成
长。

就精神内核来说，河东儒学具有崇
尚王道、倡导仁政、兼容并蓄、经世致
用、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等特点，充分展
示了河东儒学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
风采，不断感染着、教育着、激励着人们
奋发图强。

独具特色的河东儒学是中华儒学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传承发展优
秀的河东儒学文化，是研究探索河东文
化的重要课题。河东儒学在发展进程
中，形成的河汾儒学独树一帜，其价值
体系影响着世代河东人的思维，从河
东历史名人、河东儒学的时代价值、
弘扬河东儒学的现实意义、发展河东
儒学的实践等多个维度挖掘河东儒学
的思想精髓，展现其精神内涵，才能
更好地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和践行，彰显河东儒学贯穿古今的
当代价值。

（作者系运城市儒学文化促进会秘
书长）

河东儒学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探究河东儒学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探究
■郭建平

在东汉晚期出现了关羽这样一个对中国的历史文
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入探
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演变的过程中，我发现
中国民众对榜样的信奉，具有十分普遍的文化底蕴。
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古代的百姓就推崇贤人，比
如，最早的有尧、舜、禹。到了周朝，中国人已经建
立了完整的崇拜谱系。而这个谱系，一直持续至民国
时期，仍然保留得非常完整。

中国崇拜往圣前贤的优秀传统到孔子生活的年代
出现。孔子整理了四书五经、儒家典籍，并建立了儒
家学说系统。孔子之后，读书人以孔子建构的儒家理
论系统为学习内容，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明确了追寻
的方向。这种状况贯穿了整个封建时期，孔子的儒家
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所谓儒生就是孔孟
信徒，他们信奉仁义礼智信，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
为各类思想的主导。到了两汉、魏晋时期，儒家思想
正式上升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还形成了伦理价值观。

中国古代以私有制为主导，很长一段时间，中国
的礼仪制度面向贵族，而儒家思想是讲给读书人的。
两汉之后，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如何面
对兴起的底层阶级，成为统治阶层面对的重要问题。
比如，东汉时出现了很多大庄院，一个大庄院下就有
几十万人在那里生活。魏晋时衣冠南渡、侨置郡县，
从北方中原地区往南方走，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南
迁。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大的问题，除了原来的贵
族架构之外，又开始出现了大量中下层底层的声音，
那么怎样影响底层，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
题。东汉末年，旧存的秩序崩坏，时代在呼唤一个除
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之外，可以信奉的榜样。所
以，关公形象的出现，是历朝历代建构的，同时也不
得不承认，在那个道德观念开始颠覆的时代，关羽的
出现，回应了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

中国历史有两位“圣人”，文圣人、武圣人，也就是
孔子和关羽。对底层大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关公的
形象，而非孔子。有些观点以为，五四运动反传统，他们
觉得传统的东西都是糟粕，甚至忠君都是错误的。对于
忠，儒家思想讲得很清楚。这次会议的召开，通过探讨
关公文化的形成、关公文化丰富的内涵，可能对中国
社会的重建、社会精神、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重建
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本文系“关公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研讨会上
发言提要整理；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代
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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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 植）“双节”假日期间，
盐湖区博物馆人流如织，迎来了游客高峰，该馆共
接待游客 31168 人次，创历史新高。

为了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盐湖历史文化，盐湖
区博物馆为提前预约的参观团体提供免费的人工讲
解服务。散客观众通过“盐湖文物 博物馆”公
众号免费聆听讲解，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云上
观展方式实现沉浸式的漫游体验，帮助观众更深
入、更多元、更全面地了解展览信息。同时，为
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该馆还在游客中心
设置了文创印章体验区，通过印章体验，了解馆
内精美文物，带走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印记。

盐湖区博物馆“双节”
接待量创历史新高

偶翻民国版《万泉县志》，见范迎
吉 所 作《万 泉 竹 枝 词》五 首 ，颇 有 兴
味，转贴于此：

绅士兼农
不辨农夫与士绅，黄云白露野田身。
陇头偶吐鸿鹄志，知是横经负耒人。

田赋早完
不待刑追不票传，春秋依限各争先。
两忙到省期常早，急义非关大有年。

妇女助农
饼铒香连稷黍香，女红停住助农忙。
每嫌炊爨妨机杼，争奈云铺万顷黄。

装奁朴素
布多帛少嫁时装，纳采稀闻罗绮香。
漫道终身劳机杼，纤纤女手尚缝裳。

妇女馌农
机声轧轧出闺中，棉布驰名仗女工。
南亩更烦行馌苦，鬓边香带草花风。

查《县志》“选举篇”，知道范迎吉
是汉薛村人，清咸丰年间中举人。竹
枝词是一种民歌或文学体裁，和七言
绝句差不多，词句更通俗一些，内容
也多写地方风俗。之所以对这五首有
兴味，是感觉它说中了我们晋南的一
些地方文化特点。

比如第一首《绅士兼农》，说到了
农忙时节，地方上各色人等都全力务
农。退休官员、读书秀才都换上短衣
到地里干活，和农夫没有区别。只有
偶然开口说话，谈吐不凡，才让感觉
他是当官的或者读书的。所谓“横经
负耒”就是一种耕读文化特色，出门
种地，回家读书。农民会读书，则能知
天下事。书生能务农，则避免了古人
所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弊，中
举做官之后必然通实务，有干才。

第二首《田赋早完》说当地百姓
遵纪守法，积极主动地缴纳赋税，是
国家的好百姓。这要么是出于古代圣
贤的教导，要么是秦国法家的遗风。

第三首《妇女助农》，和第一首差
不多。麦收时节，只怕下雨耽搁收成，
不仅绅士们要下地干活，平时不出家

门 的 妇 女 们 也 要 相 助 。晋 南 平 时 干
旱，麦收季节则常有猛雨，老天爷造
就 了 这 么 一 种 气 候 特 色 ，收 麦 常 用

“抢收”二字，男女老少都要上阵。能
经 得 起 麦 收 考 验 的 人 ，一 般 都 能 吃
苦，一般都很能干。

第四首《装奁朴素》，是说妇女嫁
妆简单，少有绸缎，以棉布为主。而妇
女都擅纺织，能劳动。最后一句出自
诗经《魏风·葛屦》，是说妇女劳作的
辛苦。但这首，可能只是实际情况的
一部分。因为我看县志中另一组竹枝
词，批评当地有婚姻论财的敝俗。装
奁朴素，可能是因为当地物产不够丰
富，人民不够富裕，大部分家庭的嫁
妆都很少、很简单。但婚姻论门户、论
财力，实际上也是有的。

第五首《妇女馌农》意思和前几首
差不多。一是说当地盛产优质棉布，这
都是妇女们的功劳。二是说妇女们除
了在家纺织，还有给田头送饭的任务。
作者把这个当成是民间的一景了。

我手头的县志是 PDF 电子版，个
别页面不清晰。这五首竹枝词的本文差
不多能看清楚，后边四个字的小标题却
看不清，只能大概地猜想是什么字。

以前读《芮城县志》，也有类似的
表述，说读书人农忙时会下地干活，富
家妇女也会坚持纺织。这种肯劳动、能
劳动的民俗特色，和我们黄土高原的
风土气候是匹配的，而劳动最能锻炼
人，所以我们这地方的人物，都是能吃
苦肯实干的。

其实我们现代人对此也是深有
体会的。以前麦收时，各单位都会放
假，所有人都回村帮助收麦。大热天
在地里干活，在场里打麦，确实是很
辛苦的。后来有了收割机、脱粒机、联
合收割机，收麦才变得简单了。

我小时候也参与过收麦，知道
那有多辛苦。不过我干活不行，后
来也没有多干过，是没有经过劳动
考验的人。

读《万 泉 竹 枝 词》五 首
■王振川

秋高气爽大不同，
漫步长堤湖中行。
遥望凤城群楼耸，
近看岸边杨柳青。

七彩盐湖映日月，
千年舜帝歌南风。
条山毓秀云高下，
鹾海文化火样红。

盐 湖 秋 色
■尉耀千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运 城 市 三 晋 文 化 研 究 会
联办

“双节”期间，盐湖区中城街道朝阳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在盬街戏台开展“浓情中秋 欢乐国庆”
主 题 活 动 ，丰 富 了 居 民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

特约摄影 雷淞月 摄

中秋夜思双亲

清辉如水泻茅檐，
应是佝偻坐炕前。
此世生儿何所用，
空怀牵挂复年年。

独步望月

无关尘世独恒常，

万里清辉万里霜。
历尽沧桑尤不倦，
年年今夜照孤窗。

月下独酌湖堤亭

故乡千里外，
愁思一杯中。
孤月篱笆院，
青衫荻苇风。

月 色 抚 乡 情
■毛迎春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本报讯 2023 年 “ 双 节 ” 假 期
期间，芮城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势
头强劲。全县共接待游客 12.41 万人
次 ， 旅 游 收 入 210.28 万 元 ， 和 2023
年春节小长假相比，旅游人数同比增
长 21.67% ， 旅 游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23.51%。

假日期间，永乐宫景区节日氛围
浓厚，研学团队在壁画临摹室感受壁
上丹青的魅力……据统计，永乐宫景
区八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2.79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 82.41 万元。圣天湖景

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
0.87万人次，旅游收入 51.3万元。

主题节庆引爆市场，旅游业态持
续丰富。芮城菊花节盛大开幕，“双节”
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2.95 万人次。文化
活动精彩纷呈，文旅融合魅力彰显，以
菊花园和城隍庙为主阵地，开展了多
场文化惠民活动。“情满中秋 礼贺国
庆”群众文艺展演活动、“清风润古魏”
廉洁文化专场丰富了家门口的娱乐活
动。

（苏 野）

芮城：“双节”文旅市场活力足

女冠子·读纳兰

流年半盏，常叹情深
缘 浅 。沐 清 风 ，读 纳 兰 凄
婉，无言对雁鸿。 故园空
自静，明月共谁同。卷里翩
翩影，画楼东。

昭君怨·相聚不知日晚

相聚不知日晚，畅叙
惟嫌杯浅。醉美是诗怀，不
须猜。 归去谁消残酒，楼
月帘风更漏。意绪涌如泉，
夜无眠。

生查子·凭栏久

落日斜窗时，吾自凭
栏久。何事惹相思，莫问长
亭柳。朱楼风月清，夜烛添
红袖。此去梦依稀，别恨君
知否。

长相思·几时楼月明

风也清，雨也清。帘外
琵 琶 四 五 声 。声 声 满 别
情。 夜难宁，人难宁。又
念西窗同剔灯。几时楼月
明？

幽 居

幽居何事生闲趣，

修竹疏篱浊酒杯。
谷静风轻云缥缈，
林深香细鸟依偎。
多情最是西江月，
有味从来一剪梅。
两处相知同暮雪，
鱼书叠叠不需催。

无 题

杯中思忆满，
不饮已微醺。
心醉知何物，
巫山一段云。

寒露夜思

风凝云影寂，
月冷露华浓。
渺渺蓬莱道，
岚烟几万重。

白 露

苍烟迷月影，

白露润秋音。
水岸蒹葭处，
萋萋孤雁心。

雨后微凉

轻风竹影小壶觞，
不问诗书第几章。
最是梢头未眠月，
三分幽怨七分凉。

画 竹

闲来描竹影，
叶静露华新。
枝上清秋月，
窗前独夜人。

秋 凉

伏暑今时尽，
初秋夜雨凉。
无心篱菊事，
谁约小壶觞。

紫 竹 诗 词 选 刊
■孙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