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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两卷《我的运城》，是《运城日
报》文艺副刊“鹳雀楼”和《运城晚报》文
艺副刊“大河湾”近两年来主题作品之
辑印，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既是运城文
艺工作者对博大精深河东文化亲身体
验的集中展示，更对于我们当今举国上
下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种借鉴
意义。我在阅读全书后最深切的感受
是，这套作品选的编者，希望本书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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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样的预期效果很好
地达到了。

从《我的运城》全书所收 200 余篇
文章来看，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力作；
但是，绝没有滥竽充数的文字游戏差
稿。我注意到，这些文章的作者，差不多
集中了当今运城市有成就和有影响力
的作家，以及一些运城籍在外的知名人
士，阵容强大，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
运城作家的一次集中亮相，充分显示出
运城作为一个文学大市、文学强市的底
气。本书文章绝大多数是随笔、游记，因
此，可以归为文化散文范畴，其中一些
优秀之作，在谋篇布局上有丰富的历史
知识和现代实例，史料可靠真实，但不
作歧义研究或考辨，现实事例公众认
可；叙事行文则是以清朗健爽、明丽流
畅的散文语言怡然成篇，没有抄袭教科
书和文化讲义的陋习，也不是用现代观
念将历史文化作照相式简单解读，或者
是对当今社会现象进行无原则说长道
短，而是将物态化的历史遗迹、民俗化
的文化现象、存在于我们大家身边的现
实事例，与写作者的心灵感应和思维判
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彰显出写作者的思
想个性，强化作品的文学色彩。可以说，
本书的作家们对河东文化的认识与理
解是非常的透彻，对现今运城市的经
济、文化发展的观察是相当的深刻，他
们对物质的河东文化和非物质的河东
文化，都烂熟于心，在文章中如数家珍
地讲述出来；他们对当下所生活的运城
市及所辖县（市、区）的环境与氛围，是
满意和认可的，在作品中细致地书写成
文。

作为一名在文学界供职多年的所
谓“业内人士”，我充分地感受到这些年
来，文化散文一直盛行，由此而让人们
形成了一个文学理念，即散文是最具文
化内蕴的。于是，文化学术界曾经展开
过一场关于文化散文的讨论。尽管讨论
很难达到完全的统一，但大家对文化散
文的定位还是有了一定的共识，这就
是：文化散文关键要有文化意识和时代
气息。我相信，这套《我的运城》的组织
者和编者以及作者在策划或写作之前，
必定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在阅读过
程中能够体会到，文化意识和时代气息
渗透到了整套书的主导思想中，渗透到
了每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取材、意
旨、内涵、观念、叙述、文字都非常“文
化”，显现出一种独特的、典雅的河东文
气和大度的文风。

阅读《我的运城》，事实上，也是让
读者进行一次对河东文化的体验和对
当今运城的了解。赞美从古至今形成在
河东大地上的一处处独特地理形状，认
识一个个影响华夏文明发展的河东历
史文化名人，领略占有三晋文化史重要
地位的一部部出自运城人的精品文化
之作，我思考着他们形成的文化根源是
什么，一个概念自动跳出来：黄河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海内外炎黄
子孙引以为豪的母亲河。这条蜿蜒曲折
数千公里、昼夜奔腾川流不息的大河，流
出了包括河东文化在内的灿烂的黄河文
化，创造了包括河东文明在内的令人自
豪的中华文明。毫无疑问，黄河文化就是
三晋文化的根源，河东文化就是三晋文
化的主要支撑；或者说，是黄河文化孕育
出了河东文化，河东文化丰富了黄河文
化，并成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以说，没有黄河文化的孕育，难有河东文
化的辉煌；同样，没有河东文化的实绩，
黄河文化的光彩也会减色。

按照传统的方式解释，文化，是一
个民族或国家或地域中，人们为了生存
与发展，创造、传承、享用的社会产物，
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各种社会事物与
现象。从另一方面理解，文化也是一定
社会群体成员为应对环境，满足需要，
获得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共同的生活模
式与规则。那么具体到传统河东文化和
现代运城文化来说，它们表现出的内
容，包括各类人的思维性格、民间风俗、
服饰特点、饮食习惯、居住环境、艺术形
式、语言风格等，所有这些，都是传统河
东文化和现代运城文化的内涵，更是黄
河文化和三晋文化无法离开的基础。从

《我的运城》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绝
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展示这些内涵，都深
深烙上了黄河文化、三晋文化、河东文
化的印迹。

由于运城地处黄河中下游，因而，
最能体现出黄河文化中质朴厚重的成
分；同样，河东文化的特点，也就在总体
上显示出质朴厚重的格调。例如上古神
话传说中的《女娲补天》，表现出了不畏
天险，勇于胜利，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新

生活的精神与意志；《诗经》中的《硕鼠》
《伐檀》等，从朴素的生活事实中，试图
寻找到一种没有压迫、人与人平等的理
想社会；唐代山水田园诗大家王维、边
塞诗人王之涣、散文大家柳宗元等人的
名篇佳作，是对淳朴民风的最好阐释；
近代文学史上李健吾和当代文学史上
李逸民、义夫等作家，不光把质朴厚重
的风格渗透到了代表性作品中，而且也
体现到了日常生活里的为人处世上。此
外，从河东走出去的裴氏家族将相和文
人，铸造出元代戏曲辉煌的剧作家关汉
卿，还有创造蒲剧艺术的众多大师，都
是以质朴厚重性格著称于世的。这个特
点，在《我的运城》中，同样得到了很好
的凸显。

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虽然自身的
特征非常明显，但它们绝不是封闭的，
也没有排他性。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
中，传统河东文化逐渐包容了华夏各民
族的其他文化，甚至连域外文化也不抗
拒；这种精神，同样影响到了现代运城
文化中，许多外来的思想家、经济家、建
筑家、文学家、艺术家，被河东文化和运
城文化熏陶，创造出了富有运城特色的
业绩，为运城的长足进展作出了贡献。这
些，我们在《我的运城》一书中，都能感受
到。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跟所有地域文
化一样，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特色
的。同样，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也是凭借
开放和发展才有了辉煌的历史与现实。
如果没有发展的观念，是难以取得实绩
的。从《我的运城》书中所讲述的人物与
事件可以看出，许多运城人都在探索和
创新，在发展中体现他们的价值。

那么，《我的运城》的文化意识和时
代气息具体表现在何处呢？我认为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写到的历史和现实人物与
事件的文化性。《我的运城》讲述了河东
历史文化的众多方面，包括根祖传承、
潞盐历史、河东名人、名胜古迹、生活习
俗、地理特性；描绘了现实运城文化的
各种呈现，包括城市建设、家乡情结、文
化氛围、和睦家庭。从这些所写对象本
身就可以看出，是文化意味很突出、文

化含量很丰富的社会现象和自然景观，
是河东历史文化和运城现实文化的人
文性和物质性代表。

第二是浓郁的文化品位贯穿作品
之中。作者们写作《我的运城》中的每一
篇文章，都是明确地从文化视角来展现
并 剖 析 所 写 对 象 的 。文 化 散 文 的“ 文
化”，绝不仅仅在取材方面走了“文化旅
程”，写了张贴着文化标签的寺庙楼阁
秋水长天，或八卦一下文化名人的风流
逸事；其灵魂应当是作者所秉持的文化
态度、立足的文化品位如何。这里面，就
有保守与变革、陈腐与新生、愚昧与智
慧、小气与大气的差异。从本书所收的
不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鲜明的
文化态度，那就是作家们无不深情地热
爱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同时，他们还
有一种较高的文化品位，能够以学者的
眼光审视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将河东
文化和运城文化的内涵准确地阐述出
来，并进行理性的分析。

第三是表现出了文化意识特殊的
穿透力。《我的运城》中的重点文章，都
是在以明确的现实思考和深刻的文化
自信，多方位解析人物与事件的特征，
努力开掘社会现象的本质。比如有作者
写到的盐湖历史，将潞盐定位成与华夏
民族同龄的古老而特殊的宝库，守望这
样一份国家级宝库，该是一种多么值得
自豪的荣光与责任。再比如，有作者写
到了近几年在运城市出现的十几处“河
东书房”，给市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
化场所，让大家有一种幸福的读书感。
这种表现文化意识特殊的穿透力，其潜
移默化的影响将是永恒的。

第四是写作艺术上浸润着文化韵
味。《我的运城》中的大多数作品作为文
化散文，在结构方式、叙述语言、修辞手
法、知识运用等多方面，都富于文化韵
味。我认为，虽然这些都是属于技术性
层面，却是这套书质量上档次的不可或
缺的环节。在许多具体描写中，涵盖着
历史、经济、文化、地域、民俗等因素，韵
味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给读者一种美
好的享受，尤其是在文史知识运用上，
作者们更是信手拈来，轻松自如，使用
贴切，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含量。

当今世界，文化意识和时代气息与
经济能力、科技水平、民众素质、生态环
境相互交融，已经成为大势，任何国家
和地区的管理者，都在充分发挥各自民
族和地域文化优势，让文化成为增强经
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不断提升综合
竞争力和影响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特别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认真创作
优秀的作品，发挥出文化的特有作用。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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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运城！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
席、中国作协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委会委
员、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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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平

在运城市闻喜县畖底
镇户头村有一座别具一格
的院落，院落整体呈前场
后院布局，院内三孔窑洞
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如
今仍然完好。这座小院名
叫李家小院，尽管名不见
经传，却因传承家风、弘扬
德 孝 被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熟
知。国家一级演员武俊英
赞李家小院主人李孝卿退
而不休扬德孝，活到老学
到的执着精神；四度飞天
的英雄航天员景海鹏说，
不管海鹏飞多高、走多远
都铭记着一身正气的李孝
卿老先生……

当今社会，孝敬老人
的 人 伦 义 务 依 然 占 据 主
流。这样的背景下，小院的
主人——88 岁高龄，有 47
年工龄、63 年党龄的李孝
卿，始终用“正心”醒自己，
用诚意行动传德孝精神。

近日，笔者一行慕名
来到李家小院，见到了李
孝卿。只见正面影壁上通
用的大“福”字在这里被写
成 代 表 传 统 文 化 的“ 上 、
止、正”的三色“正”字。李
老说：“‘福’字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一
个小家的企盼；而‘正’字
写在照壁上，映射出的是
为国为民的博大情怀。”接着，他带领
我们游览他的“三园一林”（菜园、花
园、果园和竹林），“两室一堂”（寝室、
餐室、祀先堂），所到之处皆能感受到
典雅风骨和浩然正气。驻足其中，能
得到一次学习传统德孝家风文化的
机会，同时也能深切感受到李孝卿老
人传播人间大德大孝的诚挚情怀。

父母之教 点亮正心

小时家贫，家中仅一孔土窑，李
孝卿常年缺吃少喝，“听母亲说，生我
时，不要说喝红糖，就连小米也是从
亲戚家借来的。父母不仅把我拉扯
大，还决心供我上学”。

正式入学前，李孝卿父亲教导年
幼的他，“我没文化，你可要好好学
习，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进入学堂后，李孝卿母亲常陪着他在
一盏小小油灯下学到深夜，给他讲岳
母刺字、沙盘写字等故事，反复阐述

“ 做 正 直 人 ，走 正 规 道 ， 必 吃 苦 中
苦”的道理，给李孝卿幼小的心灵
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他的父母还时常提醒他，坚守
与钱物打交道的箴言——一个人一
生 要 办 成 几 件 事 ， 要 不 谋 分 外 之
利，不贪不义之财，人家的一针一
线，一草一木都不能占为己有。名
誉第一，德行第一，对金钱财物看
淡一点，人生在世，生不带来，死
不带去。活着只占一席之床，死了
仅占一穴之地，贪图钱财干什么？

在纯正家风的熏陶下，李孝卿
的 5 个儿女在学业上都取得了极大
成就。1985 年，长子国勇在太原理
工大学留校任教，1997 年取得博士
学位，并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在工
业自动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现
为太原理工大学研究生导师，还被
评为“山西省高等院校名师”。孙辈
9 人，全都上了大学，李骉 10 岁参
加全国少年儿童书画大赛荣获三等
奖。

除了注重言传身教外，他还立
碑、著书、绘画、写家书、撰“三
字 经 ”、 制 “ 孝 顺 图 ”、 设 “ 光 荣
榜”，帮助村民主持各种红白事纪念
活动；在家风培育方面除了传授有
理想、有道德、有毅力、守法纪的“三
有一守”做人准则外，近年来又增添
了不贪婪、不傲慢、不忘本、爱家国的

“三不一爱”家风。
2021 年重阳节，闻喜县诗联学

会 专 门 为 李 孝 卿 组 织 一
次送中堂活动。该学会会
长文振西送的贺联为“求
真使者；笃孝达人”。学会
执 行 会 长 何 沁 学 的 贺 联
为“孝悌传家 ，峨嵋守正
鉴心语 ；卿云献瑞 ，寿域
铺霞登大年 ”。学会副秘
书长王天玉的贺联为“传
承孝文化河东表率；引领
德 品 德 相 邸 楷 模 ”。学 会
北 垣 分 会 所 送 的 中 堂 联
为“ 正 气 一 身 行 使 命 ；清
风两袖守初心”。

诚信敬业 正身为民

心是身之主宰。心正
才能身正，身正则言行皆
正。

1951 年，李孝卿在县
税 务 部 门 上 班 了 。年 龄
小 、没 经 验 、人 地 两 生 怎
么 办 ？他 勤 学 勤 问 ，踏 实
苦 干 ，白 天 站 柜 台 ，晚 上
帮记账。再苦再累从不埋
怨，每天销货分文不差。

人来到世上，心都一
样 纯 正 ，由 于 性 格 不 同 、
阅 历 不 同 ， 导 致 知 见 不
同 。 正 知 正 见 近 乎 道 ，
故 行 稳 致 远 ， 易 于 成
功 ； 偏 知 偏 见 、 浅 知 浅
见 疏 于 道 则 步 履 维 艰 ，

成功困难。
李孝卿在 47 年工作中干出了许

多新业绩，其单位和个人多次被评为
县、地区、省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他
被提升为高级审计师。近年来，他先
后被闻喜县西湖社区党支部评为“德
孝楷模”，被县离退休党总支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被县委老干部局评为

“最美老干部”。

退而不休 正行不止

从尧舜治国以德，治家以孝开
始，德孝文化的星火便开始燎原。

退休后，李孝卿开始弘扬德孝文
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 2010 年
开始，他执笔画出了中国历史上三皇
五帝至清朝的历史长卷，画卷总长
65 米，共 14 个朝代，152 位帝王图说，
并附生卒时间和主要功绩，图文并
茂，详细叙说了“唐尧虞舜夏商周、春
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
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
元明清帝王休”的中华文明几千年历
史。随后，他又耗费大量心血完成了

《水浒一百单八将图》《红楼梦群芳
图》《花鸟素描图》3 个长卷，共 35 米，
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

他还笔耕不辍，撰写了以传承家
风、弘扬德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我的
回忆》《我的心语》两部书稿，褒扬了
英雄航天员景海鹏、著名蒲剧艺术家
武俊英等近百位人物。他说：“我是党
的人，‘不忘初心’是我的灵魂，‘牢记
使命’是我的职责。”

他还收集整理绘制了老“二十四
孝”图解，自费印刷 3000 张。凡被党
和政府表彰或社会公认的“德星”“孝
星”，他都亲自上门图解相赠。如今，
在运城多个小区、医院、饭店、家庭、
红白事的办事场所，常有他的图解张
贴悬挂。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外县人
费尽周折打听李孝卿，想要收藏他的
二十四孝图。

“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发布后，
他印制了 5000 份进行宣传，继续为
德孝文化奔走呼号。如今他的新老二
十四孝图携着他的模范事迹，通过各
种渠道，飞跃千山万水，在许多地方
开花结果。人们称赞他：

古孝图精神永驻，
新标准时尚文明。
举德孝齐家治国，
树正心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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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
五，闻喜县在县人民广场举办书画楹
联剪纸摄影作品展。

作 品 展 由 闻 喜 县 委 宣 传 部 主 办 ，
县文联承办，县书法家协会等单位协
办。

此 次 展 出 的 191 幅 作 品 文 质 兼

美、画面生动，包含书法、绘画、楹
联、剪纸、摄影作品，是从闻喜县广
大文艺工作者报送的 300 余幅作品中
精心挑选评出来的，其中书法作品 19
幅，绘画作品 15 幅，楹联作品 15 幅，
剪纸作品 40幅，摄影作品 102幅。

此次展览以书画传情，用图像达

意 ， 是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抒 发 爱 国 情
怀、热爱家乡、弘扬时代精神的具体
体现。闻喜县文艺工作者用艺术新作
为展现闻喜新时代的新风采，为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地，幸福美好闻喜城”
彰显文艺新担当。

（刘 佳）

闻喜举办书画楹联剪纸摄影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乔 植）日前，经
部门联审、专家评审，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初步确定了山
西省 16 个文保项目拟列入国家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储备库项目。其
中，我市新绛安子巷等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提升项目、永乐宫壁画博物馆项
目、西阴考古博物馆建设项目、蒲津
渡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
目 4个文保项目拟被列入。

2020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等 7 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启动“十
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
目储备库编制工作，旨在进一步推动
完善全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
升文化自然遗产保护水平，推动文化
旅游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
期，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和考
古发掘、国家公园等重要自然遗产保
护展示、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5个类型项目。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
会发展司关于开展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工程项目储备工作的相关通知精
神，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物局、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省有
关单位及各市开展了项目谋划、申报
工作。

据了解，这 16 个文保项目涉及
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发掘、重
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重要自然遗产
地保护展示等类型。运城市本次 4 个
项目入列，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我市4个文保项目拟列
国家储备库项目清单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郝鹏飞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万荣
县文旅局联合县教育局，组织 200 余名
万荣籍大学生赴万荣东岳庙、万荣稷王
庙、北辛舍利塔、万荣后土祠、李家大院
和万泉文庙等国保单位开展研学活动。

万荣大学生国保研学游是万荣县
“我在河东过大年 万象争荣万荣年”春
节文化活动之一。活动旨在让万荣学子
更多地了解家乡，宣传家乡，为家乡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出谋献策。

据了解，万荣县共有 11 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位居运城市第三。
11 处国保单位中，对外开放 6 处。其中，
万荣后土祠（庙）和李家大院为 4A 级景
区，万泉文庙为 3A 级景区，万荣东岳庙
正在创建申报 3A 级景区。活动结束后，
将组织评选万荣国保十大大学生宣传大
使奖、万荣文旅十大大学生创意奖和万
荣文旅十大大学生金点子奖。

万荣籍在校大学生
参与国保研学游

《我的运城》（鹳雀楼卷）书影 《我的运城》（大河湾卷）书影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庆文化，
进一步丰富春节期间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喜庆祥和、欢乐文明的节
日氛围，永济市日前在舜帝山森林公
园举办主题为“龙腾耀永济·共度元
宵节”系列节庆活动，给市民群众带
来一场极具民俗特色的文化盛宴。

特约摄影 陈春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