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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两行文字，两两相对，形对、
意对、声对，文字至简，含义至丰，平衡
至美，传播至快，覆盖面至广，是全世界
唯一意、形、音兼备的汉文字独有的国
粹。到了当代，其魅力依然独具，它能以
崭新的姿态，从改变人的追求和生活方
式开始，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命运和精神
风貌。这个村庄就是誉播全国的中国楹
联文化村闻喜县寺底村。

这个村的变化其实是从一副获奖
联开始的。

2000 年，在县诗联学会举办的“饮
水解困杯”征联中，退休教师温顺撰了
一副联：

轱辘、粗绳、大木桶，吱吜吜，半天
绞出几碗泥浆水，望井止渴，记述千年
辛酸泪；

高塔、深泵、水龙头，哗啦啦，霎时
流满一瓮甘露醇，饮水解困，开出万代
幸福泉。

这副联获奖，一下子把温顺的心劲
鼓起来了，他约了村里十几个文化人，
成立了诗联学会，天天在村委会打擂
台、写对联。

会长出句：地当宣纸云当墨；
会员对句：胸有成竹笔有神。
出句：摆擂河东，岁月峥嵘谁作主？
对句：纵情西柳，江山锦绣我织春。
出句：农民敢令楹联大；
对句：文化长教日子红。
出句：把爱带回家，春风步步；
对句：将心交给党，情意绵绵。
出句：新年新气象，新时代同圆新

梦想；
对句：大国大家庭，大作为共享大

繁荣。
……
他们像晨练一样，天天坚持在村委

大院那块几十平方米的水泥地板上写
对联。出句由会长从网上下载，粉笔由
村“两委”提供。谁写得不合律，大家帮
着修正；谁得了最佳或优秀对句，党支
部村委会给奖励。这样，大家越写越上
瘾，渐渐把村里的文化人都吸引了进
来。

这个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清代
曾出过几批秀才，因为汉代以前村名叫

“西柳”，所以有“下了刘古庄坡，秀才比
驴多”的俗语。村里人争相对句的新气
象，让村干部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于是
便把一群楹联迷当成了宝贝，给他们发
服装，组织他们外出采风，还把村委大

院的围墙灰好，把选出的好联展示出
来，鼓励大家把对联从网上、地上、纸
上，写到墙上、门上、街上、宣传栏上。

2006 年，市楹联学会命名寺底村为
“河东楹联文化村”，市、县、镇、村四级
楹联学会一百多名给寺底村楹联学会
会长温顺送上了中堂。旧时的“中堂”是
达官贵人悬挂在厅堂正中的楹联字画，
是尊贵文雅的象征，普通人家难以企
及。这次，东镇诗联分会首创、全县推广
的给文明户送中堂活动，来到了温顺
家。是日，院里屋内挂满了贺诗贺联。中
堂联是“一联传后世；几代获殊荣”。看
到这样荣庆的场面，温顺八十多岁的老
母亲连连夸赞：“我儿的书没有白念！”
温家的三个儿子也争着要保存墨宝。一
缕缕墨香很快在全村传开了。有联家就
此总结了四句话：“光荣了一个人，感动
了一家人，激励了一村人，教育了一代
人。”

寺底村给文明户送中堂的信息传
到了北京。1937 年从寺底村走出去参加
革命的老军人冯天顺听说村里建校，特
意捐款一万元。众会员写了好多答谢
联，怎奈村“两委”想送的中堂盛不下，
便别出心裁，在中堂中间写了“乡情无
价”四个大字，再选六副联作以小字题
写在空白处，与书于两边的主题联融为
一体，众人称之为“众星捧月”新式中
堂。冯天顺老人收到后将这份礼物悬于
厅堂，视若珍宝。

众星捧“月”先捧德高望重者。老党
员、老人大代表武玉梅寿登百岁，村里
为她举办了热烈的百岁寿礼，敬赠上祝
寿中堂联：“一庭大雅天成玉；百岁懿德
品著梅。”逾两年老人去世后，村里又为
她举办了隆重的楹联葬礼，赠其家以
102 字的颂德中堂。家人在整理老人遗
物时，发现了一个黄纸包，里面裹着一
沓人民币，并附有标注：党费一千元，村
委会、老年协会、诗联学会各五百元。追
悼会上，当主持人讲了老人故事、再诵
读了“生对党政忠，对集体诚，对家业
勤，对长辈孝，对乡邻睦，对儿女慈，对
名利淡，寒梅有品，仁者有寿……；逝让
条山恸，让厅堂冷，让肝肠断，让孤梦
惨，让西柳悲，让功德驻，让懿范存，美
玉无瑕，适者无敌……”的挽联，村民们
无不为之动容。

楹联这一在中华传统文化沃土里
孕育了一千多年的国粹，如今在新时代
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终于从小圈子里

走出来，以崭新的姿态迈进人民大众的
生活与心田。在县镇党委政府的全力支
持下，以及市县一众联家的精心指导
下，更加之村“两委”和全体村民辛勤浇
灌，中国楹联学会于 2012 年命名寺底村
为“中国楹联文化村”。这块“国字号”荣
誉更给这个文化村注入了“文化兴村、
楹联先行”的新动力，全村 410 户、1800
多口人，涌现出 100 多名楹联学会会员，
吸引了 18 名外出谋生的新乡贤返乡创
业。

新乡贤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富有爱
心和文化意识的吉平娟。她当选新一届
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后，从寺底村的
历史演变中认识到文化是人的魂、村的
根 ，是“ 最 基 本 、最 深 沉 、最 持 久 的 力
量”，因而结合本村文化底蕴深厚的实
际，拟定出一个“以楹联为抓手，以新乡
贤为骨干，铸民魂，正村风，以乡风文明
促进乡村振兴”的思路，扎扎实实稳步
开展起工作。

首 先 是 以 联 律 己 正 党 风 。她 先 以
“公字当头，为民解难；廉风入脑，替党
分忧”的自铭联警示自己，组织 50 名党
员向群众亮承诺、见行动；积极筹资融
资，复产玛钢厂，新建大型富硒面粉厂，
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主动拿
出数十万元，带领干部群众硬化道路
1000 平方米，绿化 3 条主干道，栽植冬
青、樱花 1600 余棵，安装路灯 150 盏，美
化了村容，优化了党风，感化了民心。

其次是以联润心淳民风。她以楹联
为抓手，以创建中国楹联文化村的功臣
为骨干，为全村 30 个姓氏编写了家族共
铭联，筑起一排高标准、可持续观赏的
家训长廊；为全村各家的大门木刻金字
编写悬挂了金光四射、表达心声的家风
联，让“诚为一盏暖心酒；信是千秋立世
根”“应亲公婆为父母；好传道德给儿
孙”之类的箴言警语成为寺底人家家户
户的日常追求；特意成立了“喜满堂”红
联队，坚持给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先
进人物送中堂 100 余人次；把全村各家
的红白事、老人祝寿、小孩过满月、年轻
人升大学、参军、乔迁等联事，从编选、
书写到张贴、吟诵，全部包揽，去掉了过
去婚丧繁琐礼节，代之以文明简约的新
风。吉平娟嫁女儿时，从微信群征回全
国联界 350 多副贺联，院里院外选贴了
70 多副。主联曰：“若问何奁与爱女，欣
回陪嫁是家风。”

第三是以联兴业展村风。村里乘势

依凭“中国楹联文化村”这块金字招牌，
翻新了一幢文化大舞台，修葺了一个楹
联文化大院，筑起了一圈书写 300 副楹
联佳作的楹联墙，新盖了一座文化大礼
堂，打造了拥有楹联活动室、书画展览
室、民间手工艺品展厅、民间艺人操作
室等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针对当下
楹联创作与市场和大众需求严重脱节
的现状，该村正在筹建新型楹联制作
厂，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实现楹联创作、
书写、装裱、制作、销售、悬挂一条龙，延
伸产业链，让楹联插上人工智能的翅
膀，飞向千家万户，最大程度地满足广
大群众对新时代楹联的美好愿望。

寺底村用两行国粹的火苗点燃起
乡村振兴的熊熊烈火，成了全县、全市、
全省乃至誉播全国的“标杆村”。县委以
联化人生的故事为题材，成功拍摄了楹
联电影故事片《喜满堂》，在全国公映，
开创了把当代楹联搬上银幕的先河。市
委授予寺底村“五面红旗示范村”荣誉。
司法部、民政部命名为该村的“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022 年，该村的
事迹作为国内出海优秀案例登上中国
企业家博鳌论坛，走向了世界。

村委大院的照壁上镌刻着寺底村
的标志联：新时代让心儿美透；大楹联
把日子贴红。文化大礼堂的中央悬挂着
一幅高 5 米、宽 3.5 米、全国最大的新式
中堂，配联为：初心在抱，锦绣前程
春 起 步 ； 使 命 于 肩 ， 幸 福 远 景 梦 开
篇。中宣部、农业农村部将这里确定
为观摩点。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还有北
京师范大学等处的观摩团都把关注的
目光投向这里。

中国楹联学会 68 名专家学者来村
考察时，天降喜雨，中国楹联报总编辑
卢晓出句：雨伴群贤至；村民当场对句：
联迎雅客来。

全国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培训班 200
多名学员在村现场观摩教学时，领队的
农业农村部副巡视员戴军即兴出句：寺
底乡风美；村民当场对句：中华德政新。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黄亚洲到寺底村考察后欣然题词“中国
楹联看寺底，寺底楹联最中国”，并写诗
赞道：“这个村子的村民／甚至／走路
的姿势都有讲究／他们一脚走出了上
联／一脚走出了下联／等我离开寺底
村时／我发现我此时此刻的脚步是如
此稳健……”

巨变从一副获奖楹联开始
——闻喜县寺底村以楹联文化促乡村振兴纪实

■文振西

本报讯（记者 乔 植）10 月 22
日，山西诗词学会为国家税务总局运
城 市 税 务 局 授 牌“ 山 西 诗 词 示 范 单
位”。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
务局（以下简称“运城市税务局”）大力
弘扬中华诗词传统文化，以诗写税、以
诗促廉、以诗育人，通过持续开展诗词
培训与交流工作，使诗词文化逐步融
入税收工作，提升了税务干部的文化
素养和税务机关的精神面貌，为繁荣
中华诗词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山西诗词学会高度肯定了运城税
务系统近年来开展的诗词工作。该会

副会长张梅琴表示，运城税务局以创
建国家级、省级“诗词示范单位”为
目标，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引
领，将文化建设与税收工作、精神文
明创建、干部队伍建设等紧密结合，
统筹推进，培育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了机关文化“软实力”，打造
出特色文化品牌，有力推动了传统诗
词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她希望运城
市税务局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挖
掘、强基上阶，突出亮点、迸发“火花”，
打造出更多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延续
性的特色成果。

运城税务：以诗词文化涵养主责主业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10 月 20
日，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位于盐湖区的运城市快乐老人养护院
内传来了欢快的歌声，市文旅局与文
化馆志愿者团队，在这里举办了一场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当天来自市文旅局以及市文化馆
的志愿者共 30 余人，通过精彩的节目
表达了对老年人的关怀，与老年人一
起度过了一个欢快的节日。

演出在二重唱《我们的祖国歌甜
花香》拉开帷幕，戏曲表演、孔雀舞等
演出赢得老年人阵阵掌声。我市青年

歌手孙书媛的新歌《我爱你，我的祖
国》，现场带领老年人感受歌曲饱含的
炽热感情，观众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
现场气氛澎湃。

精彩热闹的演出活动表达了对老
年人浓浓的敬意和祝福，传承和弘扬了
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市文旅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我们都秉
持着‘文化为民、文化惠民’的理念，持
续开展各种慰问演出活动。本次演出
精心挑选了老年人喜欢的节目，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祝贺该院
所有老年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市文旅局志愿者重阳节前献关爱

多姿多彩的秋韵涂抹在风雨中，多
才多艺的故事书写进生活里。薛万合，
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用千磨万砺的才
气，用文字、诗词、书画、摄影、编辑等多
门技艺去涂染自己的多彩人生。

薛万合 1977 年 1 月参军，从战士、
排长到正营职少校军衔转业，先后 10 余
次受嘉奖并 3 次荣立三等功。1992 年 9
月，从军 16 年的薛万合转业进入芮城县
委通讯组工作。从这里开始，他拿起了
笔杆子，开始写文章。不到一个月，他进
山采访的一篇反映学张乡勺山村人民
艰苦奋斗钻洞引水的长篇通讯即在《运
城报》刊发。从此，他不断有大作在国
家、省、市级报刊发表。

1996 年，组织上调他到芮城报社任
社长兼总编辑。报社经费不足，他就自掏
腰包垫付；报社没有固定场所，他就把自
己的小院腾出来用于办公。他始终把出
版好每一张报纸，作为报人的第一要务。
一些重大事件，他都亲自带领记者深入

一线现场采访，先后创作了《冰河上的大
较量》《一千四百个日日夜夜》《粮王献
礼》《走出大山》《华东讨宝》《工业的希
望》《大田耕尽却耕山》等重大题材新闻
通讯，有力地宣传了县委、县政府的重大
决策，宣传了芮城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笔 为 犁 铧 纸 为 田 ，素 雅 文 风 怡 晚
年；灯下书香花下醉，卷中诗梦月中圆。
退休后，他拿起手机，拍摄芮城的山山
水水和城乡巨变。他是个有心人，外出
从不把眼前见到的风物放过，都用手机
记录下来。他的诗词歌赋，有自己的风
格，从不套用古人的文路，自成一体，通
俗易懂，朗朗上口。过去做新闻，他说

“生活处处有新闻”，现在写诗又是身边
处处有诗意。一趟沿黄河自驾游两天，
就有 15 篇佳作出炉，描写了河津、万荣、
芮城等地的 15 个人文景观。县上每一次
重大活动，只要他去，都要构思出几首
诗作。就连朋友家有红白事，他都要创
作一首诗写出来悬挂在主人院墙上。

墨笔丹青，如行云流水绕素笺，展
瀚海崇山新旧颜。薛万合是个有心人，
更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他文章写得精
致，诗词创作有特色，美篇制作有新意，
山水画更是令人叹服。很多熟人都有这
样的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
的？那还是他任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兼报社总编辑时的事。县里每年都要举
办永乐宫书画艺术节，他当时带领工作
人员布置展厅，一边布展，一边观摩书
法家老师们创作，并就感兴趣的问题随
时请教。别人向书画家索要作品，他要
的是书画技法，甚至直接买来笔墨纸砚
及书法名家字帖、画谱上手习练。只要
有时间，他就一头扎进书房，一遍遍临
摹。

他的画作别具一格，尤其是扇面和
镜心山水画更具特色。他白天用手机拍
摄芮城山水，晚上就照着影像描摹创
作，常常是忘了吃饭，忘了休息。功夫不
负有心人，高山流水、沟壑田园，几棵树

木、几间小屋或几只小鸟，在他的山水
画作品里，几笔便被勾勒得生动传神。
2022 年，他的书画作品先后代表芮城县
参加省、市离退休干部书画作品比赛，深
得评委赏识，有多个作品入展入编。

薛万合个子高高，走路脚底生风，说
话风趣幽默，热心助人，乐于和周围的人
打交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迷上了制作
美篇。他和朋友们出去游山玩水，顺带积
累素材，不放过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除了
在家练习书画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开着车
去融入大自然，回来就连夜赶工把作品和
照片制作成美篇。国庆节期间，他建立了
一个芮城诗书画影群，群成员近百人，聚
集了全县各方面人士，每天都能在群里欣
赏到优美的诗词书法、摄影作品。他还先
后参与了《芮城县志》《大禹渡志》《大河安
澜》《县老区志》《芮城年鉴》等 20 余部志
书的编纂工作。他说：“人退休了，但头脑
不能退休，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既丰
富了生活，又涵养了身心。”

一张照片，一片丹心；一幅图画，一
个心愿；一首诗词，一股激情；一张书法，
一滴汗水；一组美篇，一段记忆。山遥水
远遗墨间，行笔运思书流年。薛万合就是
这样一个严于自律、自加压力的人，不
断为社会奉献余热奉献才华，不断精彩
着自己的人生！

多才多彩薛万合
■张学晋 邱希占 李会乐

孔子是文圣人，关公是武
圣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二
圣”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塑造
关公文化，我认为研究孔子的
方法论可以适用于关公文化研
究。

“圣”指对天地万物的透彻
认识。孔子说，“吾非生而知之
者”，圣最初的含义就是聪明睿
智。到了孟子，圣的涵义有了特
别的变化。孟子曾比喻说泰山
对于普通的土丘，江海相对于
溪流，凤相对于众鸟，圣人对于
普通人，也是同类，只不过出乎
其 类 、拔 乎 其 萃 ，这 就 是 成 语

“出类拔萃”的出处。这句话赋
予“圣”崭新涵义，每一类人物
中的出类拔萃者、典范人物即
被尊为圣人。南宋陆九渊将其
变成了励志的格言：“圣人与我
同类”。圣人可以成为圣人，我
也 可 以 向 圣 人 一 样 不 断 地 学
习，完善自己，也去学做一个圣
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至善的
化身，所以在过去的学术研究
中，出于学术需要，总会还原真
实的孔子、真实的关羽。自文化
塑造以来，每个时期他们的形
象都被不断丰富、不断升华，没
有英雄典范人物，我们民族就
缺乏追求至善的动力。

关公文化研究具有丰富性
和综合性，关公文化应该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值得注
意的是，各学术领域不是相互取代，而
是相互补充。从儒家的角度看关公文
化，也就是回应我的主题。

第一，关公作为一个典范，是在儒
家文化的语境下成长的，不论是《三国
志》《三国演义》中的描述都时刻体现
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关公擅读《春秋》，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春秋》大义是
尊王攘夷，这也影响了关公的忠义思
想。儒家经典《论语》对“忠”有不同的
论述，“为人谋而不忠乎”。关于“忠”，
学术界有一个误解，把“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对应了忠和恕，这是一个误
解，这是恕。忠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忠的本意是竭尽全力，不遗余力，一心
一意。要想理解关公文化，就离不开关
公这一人物诞生的儒家文化背景。另
一方面将关公文化纳入儒家文化叙
事，可以更好理解关公文化形象和文
化精神，建构其对中华民族现代精神
的作用。

第二，河东指黄河之东，大体上指
运城和临汾一带。河东儒学在中国的
思想发展史、儒学发展史上，出现过许
多处于关键点的重要代表。孔子的学
生子夏在《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
传》等中都有许多记载。子夏是文学典
范，他在河东一带传学，史称“西河设
教”。他曾经教导魏国的国君魏文侯，
这样看来，儒学最早登上历史舞台并
不是汉代，是从战国时开始的，以至于
魏国国君对儒学的了解非常深透。后
来孔子的孙子、《中庸》作者子思，在魏
国时谈论子曰如何，魏国国君疑惑说：

“你说子曰，怎么和我了解的不一样？
究竟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孔子的意
思？”子思说：“虽然是我的话，但是离
孔子的意思也不远。”第二个人物是荀
子，先秦儒学代表人物。孔孟荀是儒家
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是隋末
唐初的王通。王通很早意识到当时的

儒学衰落，于是提出要振兴儒
学、复兴儒学。他仿照孔子著

《续六经》，作《王氏六经》。他
还 在 大 街 上 开 公 开 课 ，像 魏
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听了
他的课，他也被学生称作“王
孔子”。从唐朝中叶开始，出现
了古文运动的思潮。古文运动
是以文学运动的形式所出现
的一场儒家文化复兴。王通是
隋末唐初先知，可以说是唐宋
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第四个
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儒学家
柳宗元，也是古文运动代表人
物。同时期刘禹锡、韩愈、李翱
等儒家学者兴起的儒学复兴
运动启发了后代宋代理学的
形成，宋代理学是唐宋运动复
兴的学术果实。北宋初期的孙
复、石介、胡瑗一起被称作“宋
初三先生”。周敦颐、邵雍、张
载 和 二 程 兄 弟 史 称“ 北 宋 五
子”，被看作是宋代理学的奠
基人。理学从宋开始兴起，还
有位先驱著名的文学家、史学
家和政治家司马光，同时他也
是理学家。明代河东儒学代表
是 明 代 著 名 的 思 想 家 、理 学
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
人薛瑄。明代的学术，南方流
行的是阳明心学，北方以薛瑄
为代表。由此可见，运城的儒
学传统非常深厚，值得当代学
者深入开展研究。

第三，简单总结河东儒学的特点
和意义，便是以关公文化产生的背景
为线索，进一步关注研究河东儒学。唐
代学者韩愈在《原道》篇里提出了“道
统说”。他认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道，是
仁义之道。《原道》篇开篇就说“博爱之
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这就是传道
统的谱系。这个谱系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由周公而上，尧舜禹汤，周文
王、武王等被历代推崇的圣王。他们有
地位有权力，不是著书立说，而是把自
己的仁义思想立足于政治的实践，直
接造福于万民。过去推崇圣王，有德有
位。一个是从孔子开始，产生了中国文
化典范的转移，一位教师成为中华思
想、道德的模范，成为至善的化身，万
世师表。

要讲儒学并不仅仅从子夏讲起，
还要从儒家所继承的文明道路讲起，
运城恰好是文明的体现。这些儒学代
表人物，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和中华传
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非
常契合。学者要更加敏锐地聚焦时代
课题，勇于学术创新，把握学术发展的
脉络方向，去引领学术的风气。运城地
区的儒释道三教和谐共存，文庙武庙
比邻而建，百里之内既有文庙又有武
庙，文武并重，运城地区的儒家人物和
流传下来的家风家训等，资源非常丰
富。这些内容对于建构当代文明，建构
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子孙万
代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对我们中国
人有意义，对世界人民也有意义。中华
文明的复兴，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
明的脉络予以阐释，这也就是我们运
城不仅在当代中国，也在当代世界，会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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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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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 至 23 日 ，为 欢 度 重
阳节，夏县民政局、夏县慈善总会等
单位举办了“关心、关爱，敬老、爱
老”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其间在瑶峰镇益民村举办了系
列活动，包括举办文艺节目表演、为
该村日间照料中心捐赠生活用品
等。图为瑶峰镇益民村老年人在司
马温公祠“廉旅”融合基地观看沉浸
式演出。

特约摄影 姚中吉 摄

夏县举办“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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