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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四川来。”
“我从上海来。”
“我从广东来。”
……

“我喜欢米雷，很开心来到
她的家乡，山西运城。”

12 月 23 日、24 日，“带你认
识我的家乡”系列活动之米雷见
面会在运城博物馆举办，省内外
的“米粉”们齐聚一堂，“双向奔
赴”一场在运城的“浪漫约会”。

◆你好，“米粉”

“米雷要在运城博物馆开见
面会的视频消息 12 月 16 日一经
发 布 ，运 博 就 收 获 一 大 拨‘ 流
量’。”运城博物馆文物信息中心
负责人刘贞说，不到一天时间，23
日、24 日上午博物馆预约人数就
已“封顶”，运博在提供场地的同
时，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打开一
扇深入了解运城的文博之窗。

在省内外“米粉”的踊跃参
与下，见面会也出现“一票难求”
的情况。“门票早早售罄，后台 IP
数据显示，仅有 30%粉丝是本地
人。”山西之云造物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负责人周柯介绍。海报、展板
等现场展示道具均由该公司提供
布置，选取“带你认识我的家乡”
系列视频中的运城元素——蒲
剧、永乐宫壁画、后土祠等绘画作
品装扮会场，运博由此也于这个
冬日邂逅了“漫画”精灵。

今年 5 月 7 日，米雷被聘为
运城文旅形象代言人，与市文化
和旅游局合作，推出 3 话“带你
认识我的家乡”短视频作品，全
网点赞量超 60 万人次。本次见
面会作为该系列活动之一，主题
是“你的故事即艺术”，由中共运
城市委宣传部指导、运城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山西之云造物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运城博物
馆协办，再度叫响我市“国宝第一
市 天下好运城”的金字招牌。

帆 布 袋 、运 城 研 学 通 关 文
牒、2024 年 1 月 1 日前凭门票免
费游览 12 个景区，一位“米粉”
细数市文旅局准备的文化大礼
包 ，一 个 劲 儿 地 夸 赞 ，“ 服 务 周
到，还有惊喜礼品”。

惊喜，不止于此。
23 日一早，不少“米粉”、漫

画爱好者、旅游达人早早围在运
博大厅，津津有味地观看市文化
和旅游局准备的开场节目。“你
因尧舜禹光芒闪烁，你因中条盐
湖富民强国，你因关公精神诚信
天下……”在悠扬的童声中，独
唱《这里最早叫中国》拉开了见
面会的序幕，也为到场观众进一
步了解运城埋下了种子。随后，
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院长贾菊
兰演唱的蒲剧《醉打金枝》选段
也收获阵阵掌声。在二重唱《共
筑中国梦》的旋律结束后，工作
人员将观众引入分会场参加主
题讲座。

“这是我第一次来运城，之
前看米雷作品的时候就对运城
有期待，现场观看蒲剧表演特别
振奋，原来这就是视频中所讲的

‘她的眼睛会说话’。”从四川来
的李欣不止为见到偶像米雷而
惊 喜 ，更 因 为 一 系 列 节 目 和 服
务 ，萌 发 了 深 入 游 览 运 城 的 想
法，“签售会结束后，一定要好好
逛逛运博，了解为什么‘这里最
早叫中国’。”

◆启程，寻梦

“感谢市文化和旅游局、运
城博物馆、志愿者，以及每一位
到来的朋友。”米雷诚挚的发言，
感染着到场的人们。正如她视频
作品中迸发而出的生命力，她也
将自己的逐梦之旅通过讲座分
享出来。

“你的故事即艺术”，在这一
主题中，“故事”和“艺术”占有同
等地位。在米雷解释何为艺术、
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哪些时，她也
将自己的故事融入其中，而助力
她故事生动呈现的工具，则是手
中的画笔以及内心深处波涛汹
涌的情感。

“米雷真的是太真诚了！”月

月从西安过来，她不住地感叹，
“我是因为她的爆火视频‘失恋的
歌都这么甜吗’认识她的，很喜欢
视频中的呈现方式，以及她作品
中明媚的色彩、生动的线条。”月
月特别喜欢讲座中传递出来的

“讲故事可以很简单”的理念，“好
的作品一定来源于生活，这样它
才鲜活，才会让观众沉浸、感受。
听着米雷在讲座里宣传自己的家
乡，很想去永乐宫亲眼看看那些
壁画。”

四川来的杜同学所学专业
就 是 建 筑 学 ，她 将 通 关 文 牒 摊
开，来自 13 个县（市、区）的重点
文物及景点以插图形式排列其
中。“第一次看到米雷宣传家乡
的视频，就特别喜欢，喜欢米雷，
也喜欢米雷故事里的运城。我特
别喜欢永乐宫和后土祠里精妙
绝伦的古建艺术，一是专业使然
本就对古建有情感，二是想亲眼
看看米雷家乡的国保单位。”

“米雷老师，日后您会制作
动画电影吗？”

一位观众的提问让米雷连
连感谢：“谢谢，谢谢你的问题。正
如我在讲座中传递的，好的故事
可以打动人心，让虚构的人和世
界更真实可信，我现在还在锻炼
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和方式，我希
望自己是一个更加‘打开’的人，
拥有更多元的创作方式。当然，在
未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动画电
影讲述运城故事、中国故事。”

将 时 间 退 回 到 2021 年 ，米
雷发布了一条视频，封面就写着

“我的梦想：当动画导演”。她一
直在用手中的画笔让自己离梦
想更近一点。不管是从事动画制
作工作、锻炼讲故事的能力，还
是尝试更多元的创作形式、感受

并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与优秀
的动画制作人交流沟通，米雷，
这位“90 后”网红，从未停下追梦
的脚步。“从幕后走到台前，短视
频账号爆火，对我来说是意外。
讲好一个故事，才是我一直在做
的事情。制作动画电影，是我未
来努力的目标。”她将巨大的流
量归结于极大的幸运上，“讲故
事”放在了追梦的路途里。

正如讲座开始她提到的两个
字——“执行”。当有人问她如何去
表达运城元素时，她说：“感受。”

“我是运城人，我的家乡是
山西运城，我为家乡而自豪。我
认为这是不需要刻意表达出来
的，是浸润在我生活中，是刻在
骨子里的审美。”米雷说。

◆邂逅，运城

讲座结束后，签售会现场便
排起了长队。

一旁，粉丝们挑选着精美的
文创产品，雨伞、书签、帆布袋、
通关文牒、明信片、绘本……“这
个好看，蒲剧色彩太美了；这个
也 好 看 ，永 乐 宫 壁 画 好 古 典
……”粉丝们挑选着文创产品，
赞叹着设计精美。“我本人希望
文创产品是实用的，能运用在生
活的各种场景。”米雷讲述着设
计文创产品的初衷。

不远处，运博志愿者们围在
一张方桌处忙碌着，桌子上摆放
着两组印章，正对应着通关文牒
上的“打卡地”。粉丝们捧着通关
文牒，等待着工作人员为他们留
下“运城的印记”。“运博日后会将
通关文牒集印章设为日常，只要
有通关文牒，‘打卡’运博，都可以
在运博一次性集齐全部印章。”运
博工作人员说。

来自上海的白门先生正在
“盖印章”的队伍中，他在排队前
参观了运博，“二楼展厅一处河
东历史名人家谱族谱的陈展，让
人惊喜。这些名人不仅是河东历
史名人，还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运博以家谱形式展陈
出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运城的
厚重历史，还能产生情感上的共
鸣。”白门是米雷的忠实粉丝，但
他解释自己并不是“狂热粉”，此
次来运博参加见面会，一是时间
合适，二是很早之前就有到山西
旅游的计划。“这次就没有时间
参观运城的众多古建了，下次会
选 择 带 着 孩 子 一 起 过 来 自 驾
游。”白门说。

Fotoplay 移动自拍机前排满
了人，“这是米雷为粉丝朋友们
准备的小惊喜。”该品牌创始人
边边说，22 日晚上来到运城和米
雷一起探讨如何设计此次拍摄，
目的是让本地和外地的朋友留
下美好的回忆，也让生活充满仪
式感。背景设置选用“带你认识
我的家乡”中的绘画作品，通过
相 片 将 大 家 留 在“ 运 城 一 瞬 ”。

“现场好多粉丝朋友们对移动自
拍机都很好奇，志愿者们也来留
影纪念，我们也感受到了运城的
热情。”边边说。

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在运博
设置了非遗展台，5 家非遗、1 家
永乐宫文创、两家农产品，展示
着运城的文化底蕴与风土人情，
收获现场观众的喜爱。“这个是
杯垫吗？”“是的。这边还有冰箱
贴。”永乐宫文创展台负责人介
绍着一件件产品，袜子、扇子、丝
巾、书签……“杯垫被询问最多，
大家热情高涨。”永乐宫文创展
台负责人说。

新绛戏曲剪纸展台，省级剪
纸代表性传承人段朋喆向参观
者 示 范 剪 纸 的 全 过 程 ，一 方 红
纸、一把剪刀，不一会儿，一条小
龙就呈现在眼前；掐丝珐琅釉画
处，工作人员更是将工作台搬进
了展区，笔刷等工具摆放在桌子
上，邀请现场观众亲身体验釉画
的制作过程；绛州澄泥砚展台，
工作人员将最新出炉的产品“蛟
龙戏水”“云中蛟龙”“龙腾盛世”
摆放出来，它们栩栩如生，不时
有人询问在哪里可以体验到制
作澄泥砚……

冬
日
，
与
运
城
﹃
相
约
﹄

—

米
雷
运
城
博
物
馆
见
面
会
侧
记

本
报
记
者

牛
嘉
荣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联办联办

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文 化 谈 丛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运
城
文
旅
形
象
代
言
人
米
雷
见
面
会
现
场

运
城
文
旅
形
象
代
言
人
米
雷
见
面
会
现
场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常常

奇奇

摄摄

米雷在讲座上分享创作心得。

毋庸置疑，任何地域文化都有其区别于
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之处。河东文化，作为地
域文化，必然有其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
征或特质。对河东文化精神特质的界定，首先
有助于我们对河东文化开展系统的梳理，继
而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表达河东文化；其次，
为我们将来更有效地研究河东文化提供范式
与构架。

此外，对河东文化精神特质的研究亦具
有深远的意义。历史是客观的存在，然而研究
者却是有思维、有意识的个体。因此，历史研
究难免掺入个体因素。对于河东文化，不同的
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有正确
的也有偏颇的。通过对河东文化精神特质的
研究，可校订人们过去对河东文化的认知，更
有利于河东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亦可为当
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强有力的文
化支撑。

然而，文化特质是抽象出来的概念。既然
是抽象的概念，就需要总结、归纳、比较、综
合、提炼、升华，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理论研
究的创新，其难度可想而知。

本文中，我们尝试着对河东文化的精神
特质予以初步的凝练。

“德”的追求是立身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有着“三不朽”的追
求，“立德”居于首位，可见“德”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重要性。而综观河东文化，无论是尧
舜，还是夏禹，都是德高功勋的“圣人”，无疑
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母源。

唐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
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史记》记载
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孔子评价尧说，“惟
天为大，惟尧则之，帝王之德盖盛于尧”。尧帝
开创了禅让的先河，初步体现了民主的思想。
虞舜一生，受禅让，施仁政，定法典，选人才，
治洪荒，播五谷，至孝至善，厚德载物。虞舜倡
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夏禹
以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百折不挠、任劳任怨
的非凡品质，坚韧不拔的卓绝意志，治水成
功，划定九州。古籍记载他“劳身焦思，居外十
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亦是中国史籍记载
中功高德勋的完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也就是说，从虞舜开始，中国才有了明
确的道德原则。由虞舜始创的“明德”，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上古文明社会的发展。“明德”既
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也为人
类的精神文明构建提供了朴素的道德范畴。
有了虞舜在教化基础上所提供的“明德”，中
国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也正因为有了开创
道德教化的首功，虞舜才被称为中华文明的
先祖和道德文明的始祖。

在虞舜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基础上，孔
子“祖述尧舜”，总结虞舜的经验，将这种教化
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
就是说，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约束，老百
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守规矩了。孔子还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也是对虞舜以德治国的经验总结，虞舜以
德服人，百姓自然而然地围绕在他的周围。

虞舜的道德教化，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以
身作则、立身为范的传统。因此，《尚书·大传》
中说：“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自己做得好、
立得正，群众也会被感染，会自发地仿效。否
则，自身不修，无以教人，空话说得再好听也
难以服众。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虞舜以他的身体力行，创建
了中国原生的道德文化。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创
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虽有盛衰之
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虞舜是这“未尝有中
绝”的生命创造中的重要一环，是这文化长河
中的一脉。历史上各大文明大多出现文化断
层，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数千年以来传
承不辍。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道
德文化如一条绵延不绝的纽带，连接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在追求尧天舜日的再
现和对前贤的敬仰中，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就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因此，
虞舜既是中华道德的维护者，也是中国伦理
之奠基者及中华传统道德之推进者，更是中
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贤和最贤明的帝
君。

虞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了数千多
年。虞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历史的长河
中发扬光大，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河东儿
女，积淀为一种群体意识，构成了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

“孝”的培育是和谐之始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八德”中，“孝”居于
首位，可见“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而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伦道德，无疑是
始于虞舜时代。换言之，虞舜即是“孝”的化
身。

虞舜之“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
大？这从中国古代典籍的一记再记中可以看
出。首先对此进行记述的是《尚书》，据《尧典》
所载，帝尧要四岳向他推荐帝位的继承人，四

岳即以虞舜为荐。虞舜在当时只是个平头百
姓，为什么都要举荐他呢？四岳提出的理由
是：“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
乂，不格奸。”即是说，虞舜是在父母及弟弟都
对他很不友好的前提下，却能与他们和谐相
处，像这样孝心淳厚的人，由他来治理国家，
应该是不会坏事的。仅因虞舜的“克谐以孝”，
尧帝便同意了四岳的意见：“我其试哉！”并将
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虞舜，以考察其孝行。但
尧帝所“试”的结果如何呢？《尚书》接下来仅
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是说虞舜向
百姓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
法，人们都能顺从，而虞舜自己的具体孝行怎
样，却没有说。《孟子·万章》则说：“父母使舜
完廪。捐阶，瞽嗖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
之。”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似乎是将二
者结合了起来，使之更具前因后果的逻辑性：

“瞽瞍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瞍从下纵
火焚廪。舜乃以两竿自擀而下，去，不得死。后
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
深，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
瞍、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
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
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
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
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瞍爱弟
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父母几
次要杀他，虞舜死里逃生，但却无丝毫怨恨，
还像以前一样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是他更
加谨慎，当父母要害他的时候，他想法躲开；
当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及时出现。这
样的孝行确实可以感天动地，故而到了神话
色彩较浓的《山海经》中，说舜耕历山，居然有

“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这样的孝行自然也应
该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所以元代的郭居正
在作《二十四孝》时，便将虞舜的“孝感天地”
置于篇首。

中国伦理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孝
摆在诸德之首，即所谓“百善孝为先”。因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便是伦理政治，是将
伦理道德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但是，摆在伦
理道德首位的孝道似乎有点不一样，当孝道
与治道发生冲突时，则宁可选择孝道而舍弃
治道。如《孟子·尽心篇》中曾记载了孟子师生
间的一段对话：

孟子的学生桃应问：“舜做天子，皋陶做
法官，如果舜父杀人，那要怎么办？”孟子说：

“把他抓起来罢了。”桃应说：“难道舜不加以
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这是依
法抓人啊。”桃应问：“那舜怎么办呢？”孟子
说：“舜遗弃天下就像遗弃破草鞋一样，他会
私下里背了父亲逃走，逃到海边住下，终身高
兴而忘掉天下。”

这就是虞舜的选择：孝道重于治道，父亲
重于天下。虞舜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孟
子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推论？这是因为“孝
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说，孝是
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由此而产
生。人类文明从道德教化开始，道德教化从孝
道开始；反之，没有孝道就没有道德教化，没
有道德教化就没有人类文明。因此，不是孝道
重于治道，而是道德教化比国家治理更重要；
不是父亲重于天下，而是人类文明比天子的
位子更重要。从这里可以看出，虞舜私下里背
走父亲这一行为，绝不是为了一家的私利，而
恰好是“天下为公”的体现。

虞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由野蛮社会向
文明社会进化的转折时期，“孝”是当时社会
文明的标志。在氏族社会中，人们都是按照血
缘关系共同生活的。最早的人伦关系和伦理
观念当然是以亲缘关系为核心和基础的。对
子女来说，“孝”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规范，是
家国和谐的首要之举，否则以族长为中心的
氏族根本无法代代维持生存下去。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家庭伦理的推广就是对社会的教
化。因此在氏族社会时代，社会上第一美德便
是孝。

孝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舜帝的“孝
感天地”为开篇之作的《二十四孝》故事，在炎
黄子孙中流传了数千年。二十四孝故事时间
跨度之长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项伟大的
文化工程。二十四孝故事形成后，历经数个朝
代至今，这期间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二十四孝
故事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完善，从而成为
中华民族孝文化的一条主线。

“孝”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长
久地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是构建于
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孝道是使河
东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大文化现象之
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以河东为滥
觞地的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
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信”的坚守是处世之则

“德自舜明”，而明德则以修身为先，修身
又以正心为前提。人之“心”，乃是“德”的主
宰，所以“正心”则最为重要。据《尚书·大禹
谟》载，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
理国家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段话的意
思，宋人蔡沈在《书经集传》中解释得颇好：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

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
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
道心难明而易味，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
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
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
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
其中矣。”这说明，“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
就是“私”与“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差
别，修身正心，也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

“人心听命”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明史

上首先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厥中”之
“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也。”《辞海》的
解释是：“应许、公平、诚信。”《汉语大字典》的
解释有多种，其中包括“诚信、公平、答应”。在

“诚信”含义的例句引用中，《汉语大字典》引
用了《尚书·舜典》的一句话：“命汝作纳言，夙
夜出纳朕命，惟允。”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
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一；而“精”与“一”的
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一就凝聚在

“允”字上，亦即诚信之上。
那么，什么是“诚信”呢？《尔雅》和《广雅》

都训“诚”为“信”，《说文》则“诚”与“信”互训。
也就是说，“诚”与“信”含义相同，与“允”的含
义相通。在“祖述尧舜”的儒家经典中，最早对

“诚”进行论述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上》
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
也。”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天道）和人类
社会（人道）的最高道德原则。其后的《荀子》
则认为“诚”既是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也是
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荀子·不苟》说：“君
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变化代
兴，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诚者也。”《孟
子》之前的《论语》，虽然没有提到“诚”，但多
处提到了“信”，这说明孔子是很重视“信”的。
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
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曾子的“三省”中，
也有一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
矣。”从孔子及其门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所
谓“信”，首先就是待人接物的表现。人与人以
言语和行为来互相交往，口里怎样说，行动上
就怎样做，这就是诚实的态度；这一刻怎样
说，下一刻一定要兑现，这就是诚信的品质。
由此可见，“言而有信”不欺人是诚信的第一
要义。

“言而有信”即“守信”，是“诚信”的第二
要义。《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
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
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这里，从获乎
上、信乎朋友、顺乎亲到诚乎身、明乎善，同

《大学》提出的“三纲八目”一样，显然是有着
逻辑递进关系的，而“信”与“诚”则表现在不
同的层次上。获得皇上（或上司）及朋友的信
任，这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证实，而

“明乎善”与“明明德”的涵义相同，是“诚乎
身”的思想前提，“诚”正是“善”的内化，通过
对“善”的理解和把握，使之融入人的心灵，内
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然后再外化为道德
行动，从孝顺父母开始，再到获得朋友、皇上

（或上司）的信任，从而治理好民众，这也就是
修齐治平的思维路径。

信，更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守信用，重然
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
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
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
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
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
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
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
马之围后，关公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
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
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
圣迹图志·圣帝文辞》中的“帝归先主谢曹书”
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
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
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
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
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
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
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
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
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

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
字字真诚，掷地有声。纵观关公的生平活动，
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其已成为信义
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
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
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道千
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
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
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
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
致，“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
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
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
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
汉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
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
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
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
百年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
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
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
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
生命力。

河东文化的精神特质河东文化的精神特质((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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