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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化思想流派儒、释、道三家，生命的基础源头
都是儒家。为什么中国的和尚那么爱国，那是因为他从小
就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佛教徒，只是他们
后来在追寻智慧的过程中，习得了顿悟。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作“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这里所说的小人不是贬
义的小人，而是小人物，也就是普通人。这个现象是如何形
成的呢？中国自上古就讲究神道设教，这是古人治理社会
的智慧。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幼儿园在教育孩子上没
有采用史书典籍，而是运用故事来告诉孩子道理，而这种方
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神道设教。今天我在看本次论坛收
录的论文时，有一个词语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迷信”。
作者认为在关公文化的信仰中产生了一些偏差，但是我认
为这个“帽子”是不能扣在关公信仰上的。因为，我们常说
的“信”有两种，一种是正信，另一种是迷信，这在中国古代
是有传统的。比方说黄鼠狼、黄大仙等，这在官府是被禁止
的，也就是迷信；像关公信仰、城隍信仰就是正信。为什么
这样说呢？在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人信仰的神全是有名
有姓的，没有一个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一个是佛祖创造的，
全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正因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古代民间将他们尊崇为神。

运城，一直以来是一座非常古朴的文脉之地。此次再
次来到运城，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我
不禁感叹运城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特别是关公研究方面
的成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公文化学的概念，是胡
小伟先生提出的。在他去世后，我接过了这一概念研究的
担子。2015 年，我与我的学生共同撰写了《关公文化学》，后
来有很多人投入对关公文化的研究。关公的精神是什么？
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忠义两个字是被我们世人所公
认的，为什么而忠？为什么而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通过对关羽生平经历的深入了解，可以得知其“忠”“义”都
是为了天下苍生，那么他就不是愚忠。在孔子众多弟子中
只有关羽一人称之为“圣”。为什么说关羽是孔子的弟子，
关羽夜读《春秋》，他所讲的忠信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吾日
而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
习乎？”“习”并不仅说的是温习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你有没
有实践，而关公就是在用自己的一生实践儒家的学说。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最大的实践
者便是关羽，仁者爱人，义字当头，关羽全都做到了，所以忠
和义便是关公精神的核心，所以我们讲到忠义是正信，而非
迷信。我们老一辈人对于关公的评价都是肯定的，关公的
精神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高的价值。

关公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分契合的，解
读关公精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要将关公的精神进行创新和现代化发展，我们要创造
让年轻人甚至幼童所理解的关公形象，我们要创造不拘一
格的关公形象，让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喜爱关公形象，创造符
合中国审美的关公形象。同时，我们要对历朝历代以来关
公的传说特别的重视，为什么呢？这是人民群众心向往之
的成果，人民群众不去想念他，不去纪念他，就不会有这样
的传说。

最后，运城在纪念关公、弘扬关公精神上作出了巨大贡
献，中国广阔的国土上，有上万座关帝庙，但是有很多都湮
没了，如果能够成立更多专项基金和当地的促进会，在关公
文化研究、弘扬关公精神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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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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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位于山西
省南端，东连太行，南临
黄 河 ，西 与 秦 岭 相 望 。
因 其 山 势 狭 长 ，故 名 。
山 不 在 高 ，方 位 是 宝 。
它屏蔽洛阳，守护中原，
锁钥长安，俯瞰潼关，历
来为兵家争夺的要地。

北魏郦道元在《水
经注》中述其形胜：“奇
峰霞举，孤峰标出，罩络
群泉之表，翠柏荫峰，清
泉灌顶。”

一

万山丛中，尔最年轻。
表里山河，钟灵毓秀。
襟带八县，屹立河东。
青山不老，郁郁葱葱。
造福百姓，护佑生灵。
蒲州尧兴，历山舜耕。
禹凿龙门，大河奔腾。

二

世纪曙猿，标志新生。
燧人钻木，西侯火升。

稼穑有余，后稷传耕。
嫘祖缫丝，草裙无踪。
傅圣版筑，安居称庆。
猗顿畜牧，致富新经。
黄帝戮蚩，鹾海安宁。

三

毕万封芮，良夫《桑柔》。
“五羖大夫”，佐秦逐鹿；

泛舟河上，赈晋解忧。
重耳逃亡，介子献肉；
隐匿绵山，死不言禄。
狗咬赵盾，奸宄不休。
董狐直笔，鉴照春秋。

四

子夏设教，西河文兴。
干木踰墙，文侯致敬。
连横有术，张仪诡行。
不信天命，卓尔荀卿。
首鼠两端，魏豹送命。
绛侯周勃，功高招风，
千金散尽，安享其荣。

五

扶汉人物，逸伦关公，

青龙偃月，天下刀锋。
勋臣卫觊，镇守关中，
谏言明典，荣封亭侯。
毌丘仲恭，出塞远征。
扫平辽东，诗赋传名。
河东几男，汉史彪炳。

六

风起晋阳，月华未央。
四夷来贺，威仪大唐。
世无二裴，裴柏独旺。
代有精英，出将入相。
淮西戡乱，裴度更张。
镇抚安西，行俭高光。
神勇仁贵，威震平壤。

七

南宋偏安，赵鼎独扛。
力排众议，主战金狼。
人为刀俎，大清似羊。
戊戌君子，变法图强。
仪村玉碎，血沃芸黄。
筚路蓝缕，子占拓荒。

宝岛溢彩，“生佛”开光。

八

武昌首义，岐山凤鸣。
力挽狂澜，光复运城。
救国东渡，歃血同盟。
实生克难，唱凯河东。
晋阳举旗，维藩号令。
景氏双英，瑞星定成。
推翻帝制，死亦鬼雄。

九

河东文脉，赓续百代。
涑水君实，《资治》遗爱。
已斋《窦娥》，震撼舞台。
子厚美文，争传不衰。
表圣诗品，慧眼心裁。
滕王阁上，子安出彩。
更上层楼，季凌抒怀。

十

中条熏风，习习河东。
文物璀璨，宝库丰盈。
永乐独尊，关庙最宏。
鹳雀飞云，普救秋风。
城隍泛舟，大佛青龙。
睹物追祖，碑碣高耸。
精英宛在，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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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由盐湖区
图书馆打造的图书进景区项目——关
帝庙景区分馆日前揭牌成立。这是盐
湖区图书馆继图书进农村、进社区后，
走进景区的又一探索实践。

关帝庙景区分馆为读者开启了
“图书”+“旅游”的畅玩畅读新模式，
在设计上打破原有的传统布局，打造
了多维度多形式的空间，是一个集阅
读、分享、文创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

关帝庙景区分馆坐落于解州关帝
祖庙东侧，共有藏书 3800 余册，分为

图书区、文创区、阅读区、数字服务区
等。文创区陈设有关帝相关的文创产
品，如关公像、帽子、扇子、三国人物文
件袋等。馆内书籍包含文学、历史、儿
童、体育、关帝庙期刊等。

让图书馆服务进景区，不仅能以
文促旅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还能
实现文旅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今后，
图书馆将积极探索“图书”+“旅游”+

“景区”文旅公共服务功能融合，让更
多文化元素融入景区，让游客在休闲
娱乐的同时，享受安静阅读的乐趣。

盐湖区图书馆关帝庙景区分馆揭牌

本报讯（记者 郭 华）近
日，夏县在尉郭乡同心村开展以

“奋进正当时，聚力谱新篇”为主
题的“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巡
演活动。

演出在集体舞《我在茶乡等
你来》中拉开序幕，吸引了广大
群众驻足观看。音乐快板《十大
项 目 绘 画 卷》、旗 袍 走 秀《雨 花
蝶》、歌 伴 舞《绿 色 家 园》、舞 蹈

《在希望的田野上》、歌曲《蒸蒸
日上》等节目依次上演，优美的
歌舞、精彩的表演，既贴近群众

生活，又反映出新时代特征，赢
得了现场群众的热烈掌声。

据了解，2023 年“我有拿手
戏”下乡巡演是我省实施的一项
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此次活动由
夏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夏县文
化馆承办、各乡镇文化站协办。

这支由 60 余名演职人员组成的
文艺宣传队伍，把精心排练的 20
多个群众喜闻乐见的腰鼓舞，旗
袍走秀，蒲剧、眉户地方戏选段
等精彩节目送到全县各乡镇巡
演，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传承
优秀民间艺术，丰富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基层群
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夏县文化馆负责人表示，今
后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理念，用最接地气、最受群众喜
爱 的 方 式 ， 将 党 的 政 策 讲 出
来、唱出来、演出来，以高度
的文化自信，着力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文化大餐，为助力夏
县“四城”建设提供更强大的
文化支撑。

夏县开展“我有拿手戏”
群众文艺巡演活动

10 月 14 日，稷山国家板
枣公园板枣博物馆内表演的
大型沉浸式实景剧《稷颂》。

《稷颂》全剧融入鼓乐、
歌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
极具浓郁的民俗风情，展现
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变迁发展
和 人 类 自 强 不 息 的 精 神 品
格。

特约摄影 栗卢建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郝鹏飞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10 月 8 日
晚，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景雪变现身央
视戏曲频道，以“人生关键词”为线索，
将她那充满戏曲魅力的艺术生涯娓娓
道来。10 月 15 日晚，央视戏曲频道节
目《角儿来了》继续讲述景雪变初心不
变的蒲苑人生，这一次，她聚焦在“多
变、蜕变与求变”三个生命关键词上，揭
示了她在蒲苑人生中的丰富内涵，引领
观众共赏蒲剧的铿锵戏韵。

在前期节目中，景雪变以“变故”与
“转变”为引，述说了扣人心弦的人生经
历。而这期，她以“多变”为首，结合“蜕
变、求变”，提出了三个人生关键词。景
雪变提出的第一个人生关键词是“多
变”，阐释了蒲剧演绎经历之丰富。不
仅是那部让她名声大噪的现代戏《山村
母亲》，在此之前她也曾演绎过多部经

典蒲剧传统戏。扎实的基本功让她在
每个阶段能有声有色地展现自己，成就
了现如今的蒲苑春满园。

“蜕变”，这是她心中另一个关键
词。悉心传承，思想蜕变，责任使命，景
雪变在取得一定成就后并未满足，而是
继续深造，丰富经历，寻求更广阔的演
艺舞台。

节目中景雪变的三位老朋友秦腔
名家齐爱云、河北梆子名家许荷英、蒲
剧名家王艺华，惊喜同框，开怀讲述彼
此相识携手深耕戏曲的动人故事。老
搭档王艺华讲述五十载搭档情，感佩景
雪变培育蒲剧传承人，两人现场表演了
经典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

在本次节目中，景雪变展现了多面
风采。实录片段呈现了景雪变带领团
队下乡演出的情景，演员们在舞台上的

精湛表现，观众和老戏迷们的热情拥
护，让人倍感温馨。值得一提的是，景
雪变带领演职人员集体伴唱，这一亲切
的画面，不仅让观众感受到戏曲之美，
也更深刻理解了景雪变的使命感和责
任心。同时，她也分享了周末百姓剧场
的运营，每周五、六的常态化演出为大
众带来蒲剧的欣赏机会。她不仅是一
名杰出的演员，还是一位执着的传承
者，通过培养年轻一代的蒲剧传承人，
为蒲剧传承发展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其中，一朵朵“小梅花”是她的心头骄
傲，“小梅花”代表任超群、任帅帅分享
了与景雪变的珍贵故事，这些感人的瞬
间体现着景雪变对传承的坚守。

求变是景雪变对自己的要求，意味
着主动寻求变革。在节目中，她分享了

《关公与貂蝉》背后的创作故事，并表演

了精彩的选段。通过与现场观众分享
创作幕后的故事，展现了她对演艺事业
的不断追求和角色的不断完善。《山村
母亲》导演张曼君来到现场，展现出二
人对《山村母亲》的阐释和领悟完全相
通，张曼君盛赞“德艺双馨在她身上是
非常鲜明的”。

在求新、求进、求上的“变”中，不变
的是景雪变对蒲剧的热爱与坚守。山
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她亲切称之
为“孩子们”的年轻演员，在舞台上献上
了精彩的表演，其中，赵振、刘岩等蒲剧
青年演员也对景雪变表示了感激之情，
感谢她不辞辛劳地为蒲剧事业贡献自
己 的 心 血 和 栽 培 年 轻 演 员 的 辛 勤 付
出。节目最后，景雪变表示将继续做好
新时代蒲剧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带新
人，走正路，出精品，兴戏剧”。

央视《角儿来了》继续聚焦蒲剧和景雪变

一千多年以前，丝绸之路上满是叮
叮当当的驼铃，来自黄河拐弯处山西运
城的商人，是否也沿着这条文化繁盛的
道路，抵达青海，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贡献。

明朝时，来自运城盐运世家的刘敏
宽，背起行囊，告别家乡，来到青海，守
卫着这里，并一同带去了文化、习俗、技
术，在边关修志、筑城、冶铁。

后来，边陲之地人口逐渐增多，朝
代也有更迭，及至清朝，山陕会馆应运
而生了。自此，会馆成为当地商人聚会
的地方，戏台、驿站、关爷殿，除经济之
外，山陕会馆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
政治交流中心。

◆从古建出发追寻
的文化印记

关于山陕会馆，青海文化学者、地
方史专家靳育德指出，青海地区的文化
交流与发展基本是从山陕会馆开始的，
并由此促进了山西与青海两地更为密
切的交流。山陕会馆是当年在青经商的
山西、陕西商人共同集资筹建的。“晋人
善贾”，史有记载，当时在西宁经商且有
名气者，不下五十家，故有“客娃满半
城”之说。他们远离故土，在外经商，为
了加强彼此联系，互相关照，增进乡谊，
交流商情，协调商务纠纷，融洽与官府
的关系，设立一个共同议事的场所是十
分必要的。靳育德说，山陕会馆规模宏
大、布局严谨、殿宇华丽、结构精巧，足
见山陕商人的财力和人气，还开创了西
宁演京剧和电影之始。

山西与青海渊源之深，不仅于此。
靳育德还提到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峰镇，
五百年前就以建有炼铁厂成为河湟地
区的工业重地，在此兴建炼铁厂的官
员，是从山西运城走出的刘敏宽。明万
历二十四年（公元 1596 年），西宁兵备
副使刘敏宽曾于此修建铁厂。五峰，以
一段传奇般的历史，在青海的工业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刘敏宽炼铁，就
地取材，不仅节省了运费，减轻了朝廷
财政负担，减少了老百姓的差役之苦，
同时又及时供给军备需要，因而备受时
人赞扬。正是这建于偏僻之地的铁厂，
成为刘敏宽四十载仕途生涯中值得后
人纪念的功劳政绩。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评论家
刘晓林将山陕会馆与五峰镇留存下来
的文化记忆归结到文物古迹的角度上。
他认为如果站在文化非遗的角度，或许
可以探寻到山西与青海之间更深层次

的联系。比如说，会馆里戏台上演的戏
曲，来自于何处，又对青海日后的戏曲
文化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再比如
说，当地久负盛名的包括天佑德青稞
酒在内的威远镇青稞酒，其酿造工艺是
否与山西汾酒有相通相连之处？

要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青海互
助县青稞酒历史悠久，其蒸馏酒发展历
史，从元代开始，距今已 700 多年。明朝
末年（约为 1600—1644 年间）有当地做
生意的山西客商聘请汾阳张姓大工前
来青海酿酒。张大工千里迢迢从山西杏
花村来到了互助威远镇，将杏花村白酒
酿造工艺与当地酿酒工艺相结合，还带
来了先进的制曲配方、制曲技术，仍用
古井之水酿酒，酿造出了著名的“威远
烧酒”。据《互助县志》记载，1818 年，天
佑德酒作坊已有较大规模，青稞酒年产
量 5500 斤。

从酿造工艺上看，青稞酒酒曲也加
入了 30%的豌豆。推测可能是明末张姓
大工带来的汾阳酿酒技术，这也从侧面
说明天佑德与汾酒有一定的技术渊源，
但在更多细节上因地制宜有了改进，适
应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比如窖池没有使用地缸，而是独特
的“香窖”，窖池四壁为打磨光滑的花岗
岩，底部铺质地紧密坚实的松木板，在
抑制杂菌生长的同时带来不一样的发
酵风味；发酵原料和酒曲原料主体均为
青稞，这也是比较少见的；酒曲为 70%
青稞加 30%豌豆，将二者配料后采用中
低温培养制得“槐瓤曲”，采用中高温培
养制得“白霜满天星”，两种曲混合使
用，所产生的香兰素和香兰素酸，赋予
青稞酒区别于其他清香型白酒的独特
清香味。

刘晓林直言，今日之青稞酒，俨然
成为青海地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甚
至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青海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漫长厚重的丝绸之路上，
山西商人不仅为青海带来了丰富的物
质资料，也将晋商文化蔓延到这片土
地，他们，在影响着这片土地的同时，也
被青海独有的山川大地所滋养着。

◆一个历史人物连
接两地文化

刘敏宽，成为研究山西、青海两地
文化交流不能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

今年 7 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民
俗文化学者米海萍，青海省图书馆研究
馆员霍福等专家学者来到山西运城，在
刘敏宽的家乡寻找可查证的史料实证。
返程后，专家们将在运城收获的史料与

青海当地留存的资料反复比对，以丰富
刘敏宽的生平史料，明确刘敏宽本人及
其内含的河东文化对青海地区的影响。

在米海萍的研究中，她表示关注过
刘敏宽在青海任职时的这段历史，但还
未具体到该人物身上。刘敏宽与青海，
呈现出两条脉络，一条是显性的，针对
青海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基本确立，具体
表现为刘敏宽军事上的才能与管理。另
一条是隐性的，聚焦于刘敏宽本人所受
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大
力推行儒学教育以及对《西宁卫志》的
编修等。

被后人称为“湟中三捷”的战役，历
史上评价颇高。《万历武功录》载：“西宁
之捷，奇兵也，亦义兵也。”刘敏宽在这
三次战役中发挥了战前部署、战时防御
与警戒、战后善后的重要作用。也正是
因为这三次战役的成功，改变了明朝青
海地区动荡的局面，基本确立了当地多
民族格局的形成。

刘敏宽在湟水流域主管西宁军事、
治安，修长城、建铁厂，为西北地区形成
政治中心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同时，
任职期间，刘敏宽大力推行儒家文化，
一代接一代延续性的儒学教育，对青海
形成了连续性的影响。米海萍解释，教
育的作用不一定在当时就能体现出来，
但是可以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晚明时期的青海处在多民族格局
分布定型的时期，也是多民族认同国家
意识的一个关键时期。刘敏宽在青海实
行的政策，强化了青海地区一段时间内
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并起到关键性
的推动作用。各民族之间彼此的包容共
享，所形成的各个文化圈，呈现出多元
一体的典型区域性特征。刘敏宽为三晋
冠冕，官者的楷模。刘敏宽的史料研究，
不是单一的人物故事、历史事迹。

对于明代西北地区政治格局方面，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
教授牛时兵在转述该院院长张科教授
的研究文献时，也有提及。西宁卫是明
洪武六年（1373 年）由元代西宁州改名
而来，下辖六个千户所，其中右所治碾
伯（今海东市乐都区），其余左所、中左
所、中所、前所及后所均治卫城，隶陕西
行都司。关西七卫是指明朝在嘉峪关以
西（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东部）
设立的 7 个羁縻卫所，先后有安定、阿
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
卫，又称“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七
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后沙州卫内迁，
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其中安定、阿
端、曲先、罕东归西宁卫管辖，沙州卫、

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归肃州卫管辖。
西宁卫和关西七卫的设立对巩固明代
西北边防、保障西域和藏区使臣商旅往
来、促进民族融合和团结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作用。

1595 年，刘敏宽与龙膺修《西宁卫
志》，这本地方志开创了青海地区现存
编史修志的先河。花费一年的时间，刘
敏宽完成了文臣之能到文武兼备的转
变，这一年也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
年。在调往西宁之前，他仅仅是一个治
理有方的地方官。而调任西宁后，他展
现了突出的军事才能及出色的政务治
理能力。之后，他的仕途之路与边疆紧
紧联系在一起，为其后官至三边总督打
下坚实的基础。

霍福在运城考察解州关帝祖庙时，
震撼于庙内众多文化遗存以及其中蕴
含着的“忠义仁勇”关公精神，萌生出刘
敏宽是否与关公文化、解州关帝祖庙有
些许关联的想法，要是能找到相关史料
加以研究，对进一步丰富刘敏宽的形象
具有特殊意义。

为此，他多番查证，将运城收集到
的历史实证与青海当地的历史文化相
结合。除山陕会馆中供奉的关公，青海
出现了“家神关公”，在霍福的调研中，
发现在山西并未出现此文化现象。因
此，他论证青海的“家神关公”或与刘敏
宽有着直接关系。或许，祖籍在运城的
刘敏宽，深受关公文化的影响，将关公
信奉为道德楷模，并将关公信仰这一标
志性文化带到了青海，这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于完美化、理想化人物精神寄
托的过程。刘敏宽阔别家乡，在青海任
职时，仍心系家乡，也是他作为一个文
人武官在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寄托，显示
出他极高的戍边安邦的家国情怀。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
居的地区，元代以前，该地区虽然已有
汉、藏等民族的形成和繁衍，但多民族
分布格局现状的真正形成是在元明清
之际。回、土、撒拉、蒙古等多个民族在
这一时期不断迁徙、融合、繁衍，进而逐
步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元代，随着
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民
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剧。明代，
随着戍边军屯，汉族人口大规模迁入河
湟地区。明中后期，东蒙古部落陆续进
入青海湖地区游牧。明末清初，西蒙古
东迁和整个清代中原汉族持续移入垦
殖，使青海人口大幅增加。青海河湟地
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也是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伟大历史进
程的典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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