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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绚丽耀古城，色
彩斑斓年味浓。2024 年龙
年春节，新绛县老城、新
城、汾河湾及各公园被造
型美观、绚丽缤纷的主题
花灯装扮得亮丽一新，流
光溢彩，盏盏彩灯如繁星
般点亮了城市的夜空。人们观灯展、游古
城，享受着节日的喜庆与温馨，徜徉在美
丽的灯海中。

在绛州署景区，花灯景观密集，造型
新颖。老城区各街口及龙兴塔彩灯五彩
缤纷、色泽艳丽；新城街道、景观树上彩
灯闪烁，气象万千；绛州广场、体育公园
和高速路口等公共设施更是花灯璀璨，
美不胜收，处处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引得
众人纷纷驻足观看、拍照，留住这绚丽美
好的瞬间。

“今年的花灯真美，绛州古城真好！”
傍晚时分，慕名而来的居民和游客，携家
带口，纷纷走进古城贡院巷的“金龙迎春
和舞春祥凤”花灯隧道，领略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他们拍照、拍短视频、直
播，不忘与随行伙伴议论着眼前的美丽
景观，形成一幅幅浪漫唯美画面，令人赏
心悦目，怦然心动。

在新绛县新城区绛州广场，笔者看
到市民张艺女士，她正带着老父亲观看
灯展。她说：“花灯布满古城新城，春节的
氛围一下就上来了。这次看到龙兴北路、
文庙北路等道路开通，感觉家乡越来越
美了，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我要在
微信、抖音等平台分享家乡的变化和美
景，让更多人了解新绛，来这里旅游兴
业。”

临近老城大街的县委大院、工商银
行、县总工会及新城博物馆、汾河湾、县
标等处也被各色彩灯装饰一新，富有韵
味。既有双龙送福、恭贺新春的彩灯，也
有绛州锣鼓、2024 我爱您等特色造型的
彩灯。体育公园内，设计者将原有喷泉形
状装扮成一条龙船，寓意全县人民乘风
破浪、建设美丽家乡的豪迈情怀，成为夜
色中的独特风景，使观灯展的群众大饱
眼福。

“ 看 着 一 个 个 红 红 的
灯笼 ，我感受到家乡浓浓
的 年 味 ，我 们 在 外 工 作 的
人 心 里 特 别 高 兴 。在 新 的
一 年 里 ，祝 愿 我 们 的 古 城
新 绛 发 展 得 越 来 越 好 ，老
百姓的日子就像灯笼一样

红红火火。”从北京回家过年，在贡院巷
观看灯展的张萌对家乡充满信心。

今年，新绛县委、县政府通过认真
策 划 、 精 心 准 备 ， 围 绕 绛 州 古 城 中 国
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古城春
韵”系列灯展活动，在老城区和新城区
共设置 68 处各具特色的灯组，为全县人
民群众呈现一道喜庆祥和、视觉与文化
的 双 重 盛 宴 。 人 们 通 过 观 彩 灯 、 游 古
城、赏民俗、尝美食，尽情感受一番绛
州古城别样的年味。

据了解，春节至元宵节期间，新绛
县 将 持 续 开 展 春 节 晚 会 、 写 春 联 送 祝
福、灯光秀、文艺展演、非遗精品展、
龙兴寺祈福、美食名吃赛及春节社火会
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年俗展演活
动，以欢庆甲辰龙年新春佳节，营造祥
和热闹、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为建设
和美新绛，富裕新绛凝聚精神力量。

灯光里的绛州年味灯光里的绛州年味
■张秋明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春节
期间，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安排
部署下，市文化馆组织学雷锋文
化志愿者走进岚山根、关帝家庙、
盬街等景区举办“我在河东过大
年”进景区送“廉”演出活动，传递
崇洁尚廉、崇德向善的廉洁理念，
营造清廉文化的良好氛围，丰富
节日期间群众文化生活。

景区里，志愿者们表演了合
唱《堂堂正正一辈子》、朗诵《廉洁
之歌》、舞蹈《清莲颂》、男声独唱

《把 一 切 献 给 党》、歌 伴 舞《党 旗

颂》等优秀廉政剧目和群众喜闻
乐见的群众文艺节目。

据悉，市文化馆将持续深入
挖掘景区的清廉文化内涵，以好
景风带动好政风，为清廉运城建
设积极贡献力量。“通过活动打造
景区廉洁文化体系，推动旅游观
光与清廉文化传播深度融合，既
扩 大 廉 洁 文 化 的 渗 透 力 和 覆 盖
面，又为景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内涵、增添新动能，推动了廉洁文
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市文
化馆相关负责人说。

市文化馆开展“我在河东过大年”
廉洁文化进景区演出活动

本报讯 我在河东过大年，文化盛
宴喜相伴，2 月 13 日，运城市甲辰春节
儒学专题讲座暨运城儒林新春恳谈会举
办，北京儒学文化促进会会长柳河东在
河东书房作 《国学之光，典耀中华——
全国儒学发展形势报告》 精彩演讲，激
发起了学习、研究、践行、弘扬儒学的
热潮。

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分享听讲收获，
纷纷表态，要响应倡导和号召，认真修
习儒学，“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成己
达 人 ， 善 作 善 为 ”， 勇 开 “ 节 俭 、 早
起、读经、勤奋”之新风，为建设书香
运城、人文河东、美丽大运、文化强市
和高质量发展作积极贡献。

（郭建平）

市儒学文化促进会
举办新春恳谈会

大约在几年前，运城人的朋友圈里
都在争相传看一组散文，这就是李立欣
的晋南地域人散文系列。在这个系列里，
李立欣分为十三章描摹了运城十三县

（市、区）的县域居民群体，这个系列每在
他的原创公众号上发布一章，人们都立
刻群发、转发抢着看。看完了，还在等待
下一章，打听啥时候写到自己的县。这些
篇目，阅读量很快冲到一万或者几万。在
一个文学作品愈发小众、门庭冷落的年
代，李立欣的这一组散文火爆传阅，让人
非常羡慕。要知道，我们要是贴一篇散
文，经常是几十、几百的阅读量，让作者
自己非常不好意思。李立欣散文的热传，
引来一地翘首观望，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情？谁都知道，给一个地域的人群命名，
写出一个地理区域、一个行政区划内人
物的集体形象、集体性格，原本就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开始慢慢
关注李立欣的散文创作。时间长了，也就
知道，李立欣远不止写过那些，他的散
文，已经写了不少。从亲情，到节令，到乡
土纪事，故地吃喝等等，李立欣的散文创
作，已经渐渐成了气候。运城一地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李立欣的散文里，都能看到
熟悉的影子。

李立欣把他即将出版的书稿交给
我，想让我写点什么。我看完书稿，一个
最突出的印象：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不是
一句套话。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散
文就是不一样。李立欣比我晚一个年代。
他们写出的散文，完全就是另一种样貌。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写
作教育脱不出当时的样板，自觉不自觉
形成了许多标准化的制作，散文千人一
面，极为刻板。现在回忆起来，一个群体
的才华不能充分施展，实在可惜。

我很羡慕李立欣，这一代人生逢其
时，赶上了除旧布新、百家争鸣的好年
月。改革开放年代的多元化文化追求，带
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表达。
国外的散文传入，三四十年代的散文风
格重新拾起来，这种综合影响十分强大。
那真是别开生面。就说国内，就说孙犁，
就说汪曾祺，就说王蒙、张承志、余秋雨、
贾平凹，再说王小波、史铁生，他们的散
文，变成了更加宏阔、更加多样，当然也
就有更加个人化的笔墨。我想在这样一
种创作环境中长大，李立欣的创作，自然
而然浑然天成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

有境界自成高格。
如果要说清李立欣以及他们这个群

体散文的最主要特点，我看就在于，他们
早已冲出旧有的思想囚笼，他们不再孜
孜以求对生活的判断。他们的散文更多
体现出和生活对话的姿态。表达自己，表
达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知。散文从而成
为一种复杂的全方位的表达。新时期的

散文佳作，大多是处理复杂生活经验的
结晶。李立欣的散文，就是与这个时代的
写作同步。

我们的散文曾经有一种强大的“主
情”传统，写散文的都有一个习惯，好像
只有朱自清、杨朔那样的才叫散文。散文
固定在一个类型，贫乏和枯死就不奇怪。
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这种局面逐渐打
破。什么是散文？作者开始全方位地面向
世界、反映生活，全面呈现自己的发现和
感知。这就形成了散文的多姿多态、五彩
斑斓。李立欣他们的写法，已经不是旧有
的表现手法所能包含的。散文的路子宽
阔多了。就说他对于地域文化的强烈感
受和表达愿望，就远远不是老一代作家
所能自觉意识到的。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你看他写《巷
子》，写《炕头》，无疑属于一种岁月回忆，
确实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百年柿事》

《开水灶的岁月悲歌》《油灯有光》等又带
着强烈的岁月沧桑感。《吆喝》《池岸故
旧》和《老姑》是写人的，老姑那种对于小
辈的刻骨入微的爱，由此几乎酿成一场
大祸，面对亲情骨肉，这就不只是亲善，
更多一份对乡人的冷峻审察。《洋马汉
子》写一个人和一辆自行车互相纠缠互
相咬合的一生，人是物，物是人。人和物
在时光里相互影响、异化，对生活的思考
悠长而深邃。所有这些，李立欣并没有着
意去赞颂什么，批评什么，几乎是叙述一
般地铺设，你看到的，却是生活的原生态
写真。那是作者面对生活、面对史事的无
障碍交流。

要说这些散文的烟火气，不能不提
李立欣的写吃。他写过运城的熬菜、韭花
和咸韭菜、洋槐花、猪头肉，还有运城冬
天的吃，以及目前远近驰名的运城饼子。
他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地展示这一切。我
感觉，这里面不仅仅是对于地方文化的
热爱和熟稔，还有对于凡俗生活、对于庸

常生活的欣赏和钻研。曾经有人断言，凡
大作家都能写吃。能把饮食文化展示到极
致，把吃写得如花似锦，是考验一个作家
生活体验深度的标志。花费这么多笔墨写
了运城的吃食，在当地作家群，我还没有
看到。把这个仅仅看作一种题材选择是不
够的。津津有味地钻研吃喝，不仅是饮食
文化的精致讲究，同时也是彻底摆脱了僵
硬形态写作的得意表达。万事皆可成文。
放飞身心，文章自有精妙之处。

李立欣是善于把吃喝这种凡俗的生
活诗化的，请看以下文字。

他写萝卜条：
萝卜条儿拌了盐，萝卜丝儿摊了席

子，十天半月下来，萝卜条晒成干，萝卜
丝脱了水，那种生鲜的模样没了，黄褐
色，像烟丝。几十斤萝卜晒成三五斤，后
半年，抓一把，泡了水，切葱丝，芫荽，加
香油，米醋，萝卜早已不是那个萝卜，有
了阳光与风的味道。以前日子穷，但味道
长，一碗萝卜条缠着一身辣椒面，可切丁
做菜，可嚼撕佐酒。

他写葱：
葱，是北方人味觉上迷人的芳香，它

介于蔬菜和调料之间，晋南的葱，硬朗，
壮气，辛味重，生吃有生吃的清爽，熟吃
有熟吃的美妙。葱花一烹油，灵魂就散
飞，一把葱花裹在烫面里，不管是烤出的
葱香，还是炯出的葱香，味儿都聚在饼子
里，想溜，也流不出多少，就那么与面饼
缠绵着，浸透了，在炭火中相融着，最终
成就了一方美食。那金黄色的葱花饼，注
定是炉火上的风流，火熬上盛开的花朵。

写老姑做的那一顿腊八饭：
那碗腊八饭，旗花面片润得像玉，豆

子和小米早已融在汤里不分你我。像热
恋中的情人，散尽了全身的香气，陶醉得
一塌糊涂。豆腐丁倒是最清醒的，它依然
保持着有棱有角的身材，腹有豆味，身无
豆相，它是饱经磨难后的脱胎换骨，是豆
子在石磨与卤水中的凤凰涅槃。葱油是
激情后的浓香，它锦上添花，放大了汤汁
味道，是舌尖上最撩人的味精。

李立欣笔下的人间烟火，跳跃着活
生生的人生况味，蒸腾了浓郁的诗意，一
种活色生香的人生，跳宕在他的文字里。

和李立欣处久了，慢慢地发现，他是
一个善于与生活和解的人。他三十多岁
曾担任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然
而，现实与机遇使他改变了初衷，并逐渐
得以释然，这也是他以后结缘于文字的
因与果。一个人价值观的蜕变往往能体
现他与生活和解的能力。和解不同于对
抗，而是从生活中找到乐趣，找到诗意。
在运城，他修院子、玩金石、做美食、造阁
楼，墙上挂起凌霄花，把自己的小院打理
得精致而闲适。他支起大案烹茶，招引各
路朋友来居所交流，正经的话题、扯闲篇
的话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里能看到

主人的生活追求。于一堂民间烟火袅袅
升腾之外，小屋里，一群人向往的是诗和
远方。这里有超越柴米油盐的高蹈，足以
让人刮目相看。

和解，容易妥协，容易屈服。然而，在
李立欣这里看到的不是屈服，而是不屈
不挠的个人奋斗，一种委婉又不失强硬
的生活姿态。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话题，几年前，
一群文学爱好者曾经在网上热议，三、四
线城市还能不能出作家？现今我们的城
市化进程大力推进，资源、人才、信息都
在朝着大城市集中，置身一个小城市追
寻文学梦，近乎奢侈。那个讨论，多数人
的结论是悲观的。有人甚至断言，三线城
市以下没有文学。的确，我们很多人看到
了“小城市病”。有专家把这个叫作“庸堕
化”，即精神生活的庸俗化，不再追求文
化品位，不再追求艺术素养，一任格调凡
俗。网上一篇《混在县城》，写尽了一个灰
色人群的庸碌、委顿和沉溺。通过个人奋
斗提升、拓展发展空间，让生命更加丰富
多彩，本来是很正常的人生追求，在这里
却成了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讥讽对象。
小城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才荒漠，创意
队伍和文艺人才队伍不断缩水。由此我
很担心故乡的朋友们。看到李立欣他们
访学、交流、写作、研究，这样的意气风发
的生活姿态，让我由衷地高兴。

在老家运城，和李立欣这样志趣相
投的同好，现在已然围拢了一个小群体。
近来听说，获鲁迅文学奖的杨铁军已经
回乡定居。这一届赵树理文学奖，两名运
城作家获报告文学奖，一名获小说奖。就
说散文，王西兰的长篇文化散文曾获赵
树理文学奖，韩振远的散文获郭沫若散
文随笔奖，卢静的散文获蔡文姬文学奖。
文学写作，运城积蓄力量正在起势。一个
优秀的作家群体，对于打造一个城市的
文化品格，引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塑
造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无疑具有很大
的塑形作用。一个写作群体的活动，有助
于提升一个城市的大众审美水平。运城
这个作家群体，前景正未有穷期。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
的优秀子孙”，这歌声，曾经引领一支文
化大军向着新生活奔涌前进。这种文化
精神不会绝灭。如今，此起彼伏，后人接
续，小城之光，依然鲜亮夺目。有这么一
群人，从平凡的生活突围，努力实现自己
的抱负，作为同道朋友，我乐见其成。

头顶阳光、胸怀理想的人，生活定不
会辜负他们。李立欣的散文，就是不容忽
视的成果。

（毕星星，著名作家，山西省散文学
会名誉会长。出版个人散文随笔著作十
余种，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
奖）

心 声
时光伴我吟诗酒，
雅韵融心抒挚言。
华月酿成甘露饮，
夕阳晖耀仄平轩。

龙年寄语
畅抒贞言弘国粹，
抱团发力秉初心。
壮怀逸兴朝阳竞，
喜望盐湖笔阵钦。

七绝二首
■孔春枝

残云扫尽，万丈霞光劲。河东儿女
知春讯，协力齐心奋进。 中条清丽妖
娆，鸭池泛起金涛。玄日曾照舜禹，休言
旧事飘摇。

清平乐·运城鸭子池纪游
■李丹凤

本报讯 （记者 赵卓菁） 为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
求 真 务 实 、 团 结 奋 斗 的 时 代 新
风，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安排部
署下，市文化馆春节期间组织学
雷锋文化志愿者走进武警执勤二
大队盐湖中队，为武警官兵送上
精彩的廉政文化演出。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武警
官 兵 表 演 了 女 声 独 唱 《五 星 红
旗》《领 航》《我 爱 你 ， 我 的 祖
国》、男声独唱 《向往》《把一切

献给党》 和小合唱 《堂堂正正一
辈子》，歌颂了广大官兵和人民热
爱家园的感情，展现出人民军队
忠于党的使命与建设保卫祖国的
决心，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通过此次活动，将党的
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军
队廉洁文化建设中赓续传承，也
让广大官兵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
温暖，进一步激发部队官兵的爱
国热情和奉献精神。”相关负责人
说。

春节廉政文化演出走进武警部队

本报讯 （记 者 游映霞） 2
月 18 日 ， 正 月 初 九 ， 由 市 体 育
局、中共河津市委宣传部指导，
河津市体育发展中心、河津市僧
楼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体育大拜
年，健康迎新春”第 23 届“农商
行杯”篮球邀请赛在河津市僧楼
镇北午芹村举办，热烈的比赛给
龙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据 介 绍 ， 共 有 北 午 芹 、 小
张、康家庄等河津市 12 个村的篮
球队参赛，以拼搏、奋进、团结
的精神面貌喜迎龙年新春，各代
表队将在篮球场上进行为期 5 天

的角逐。
现场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康

家庄篮球队、北午芹篮球队率先
展开激烈比拼，球员们迅速进入
状态。赛场战况激烈，双方球员
奋勇拼搏、攻守兼备。赛场外也
是热闹非凡，一旁观看的村民热
情高涨，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

此次篮球比赛既接地气又聚
人气，营造了和谐健康、积极向
上的全民健身氛围，既能增强广
大群众身体素质，又丰富了群众
文体生活。

河津市第23届“农商行杯”篮球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乔 植）为丰
富春节期间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舜乡大舞台 有才你就来”垣曲
县 2024 年百姓才艺展示活动近日
在该县中心广场举行，为普通百
姓搭建了才艺展示的舞台，让广
大市民群众“艺”展风采，欢乐
过春节。

此 次 才 艺 展 示以歌曲独唱、
合唱、戏曲表演等形式为主，来自
垣曲县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纷纷
登上舞台表演精彩的群众文艺节
目，在展示自我的同时歌颂家乡、

歌颂生活。百姓演、百姓看、百姓
乐，零门槛的展示舞台带来了超高
人气，现场氛围热烈，吸引周边群
众前来观看、参与。

据了解，“舜乡大舞台 有才
你就来”百姓才艺展示活动由垣
曲县委宣传部主办、垣曲县县文
化和旅游局承办，作为今年垣曲
县春节文化活动重要内容之一，
活动突出群众文化生活主题，增
加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影
响力，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

垣曲县举办2024年百姓才艺展示活动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日前，我市重点文艺
扶持作品、运城日报社文艺副刊作品选《我的运
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套书辑录了

《运城日报》文艺副刊“鹳雀楼”和《运城晚报》文艺
副刊“大河湾”近两年的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示
了独属运城的文化历史与时代气息，能够增进广
大读者对河东文化的全新体验和深入了解。

运城地处黄河中游，自古文化底蕴深厚，这里
着重凸显着黄河文化中厚重质朴的格调。生长于
此的文艺工作者，将这种风格特质凸显在每一篇
作品中。

《我的运城》收录的文章将传统文化与时代气
息相结合，涵盖着运城的历史、经济、文化、民俗等
信息，让文章自然散发着文化韵味。无论是历史
遗迹、文化景观，还是传统民俗、地方吃食，等等，
在每位作家流畅的行文、自然的语言中，读者会惊
异于河东元素、运城故事的详尽丰厚，犹如一壶老
酒，回味无穷，耐人寻味。

《我的运城》包括《鹳雀楼》《大河湾》两卷，用
近百篇文化散文讲述了黄河孕育下河东形成的自
然景观、社会现象、文化历史，既有对潞盐历史、河
东名人、名胜古迹等的逐一讲述，还有对城市建
设、家乡情结、民俗民风的细细呈现。每一篇文章
都展示着作家深厚的文化功底、高雅的文化品位，
饱含着他们对河东文化的热爱。作者运用独特视
角深入挖掘细节，展示了河东文化的独特魅力。
比如，在《油酥火烧羊杂汤》中，不仅介绍了稷山县
的特色美食，作者对家乡的热爱，还有招牌美食所
承载着的发家致富梦，岁月轮转里的美好故事，使
得读者在品读文化的同时，能够轻松掌握地域特
色。

“《我的运城》集思想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
性于一身，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能够给古老厚重
的河东历史文化注入现代气息和新的思考，能够
给日新月异的当代运城展示出无限美好的前景，
进而提升河东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和人文地位，
提升运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影
响力”。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杨占平在序言中提
到，“《我的运城》一书的推出，是非常适时的和具
有科学依据的。传统的河东文化，伴随着现代化
文明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同样，现实
的运城文化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正在健
康发展和逐步强大。我相信，有《我的运城》这部
书的助阵，必定会让更多人认识到河东文化与运
城文化的价值，不断提升运城市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

我
市
重
点
文
艺
扶
持
作
品
《
我
的
运
城
》
出
版
发
行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南风薰兮》书影

2 月 17 日 ，中 心 城
区盬街戏台前，市民在
观看蒲剧《七斤三两》。

当日，“我在河东过
大年”2024 年“两节”运
城市优秀剧目展演在盐
湖 会 堂 、蒲 景 苑 、岚 山
根、盬街拉开帷幕。我市
各县（市、区）剧团带来
多个优秀创新、移植改
编的传统经典剧目，极
大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
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求。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有 境 界 自 成 高 格有 境 界 自 成 高 格
——李立欣散文集李立欣散文集《《南风薰兮南风薰兮》》序序

■■毕星星毕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