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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不乏乡愁之作，这
里 从 与 蒲 州 有 关 的 两 首 说 起 。
先看李益的 《登鹳雀楼》：

鹳雀楼西百尺樯，
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空流水，
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
愁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归望，
远目非春亦自伤。

再看许浑的 《咸阳城西楼
晚眺》：

一上高楼万里愁，
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
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
故国东来渭水流。

两 个 诗 人 都 不 是 蒲 州 人 ，
一是姑臧人，今甘肃天水，一
是江苏丹阳人，然而李益在蒲
州有姑表外弟卢纶，也算有亲
可 投 ， 而 许 浑 呢 ？ 是 蒲 人 吗 ？
后面再论。先说李益的诗，诗
中已经点明“远目非春”，写的
是春愁，有伤春之感；许浑的
诗点明“蝉鸣黄叶”，写的是秋
愁。细看这两首诗，都有着近
似的意境和景物描写，本也无
妨，两首诗只首句“汀洲云树
共 茫 茫 ” 和 “ 蒹 葭 杨 柳 似 汀
洲”，就颇多疑。那么是谁抄了

谁的？因为许浑是晚于李益的
诗人，然而能这样说是后者抄
了前者吗？论理也说不通，你
能 那 样 写 ， 我 就 不 能 那 样 写
吗 ？ 若 非 后 者 对 前 者 的 借 鉴 ，
那也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

如 前 所 说 ， 李 益 是 天 水
人，诗写的是蒲地风色，而许
浑 非 蒲 州 人 ， 偏 要 作 蒲 州 人
论 。 且 看 他 的 《咸 阳 西 楼 晚
眺》 诗，就凭那诗末一句“故
国 东 来 渭 水 流 ”。《唐 诗 三 百
首》 有注：许浑，字用诲，润
州丹阳 （今属江苏） 人，唐太
和 年 间 进 士 ， 官 虞 都 员 外 郎 ，
睦 郢 二 州 刺 史 ， 其 诗 长 于 律
体。这样说，他的乡愁应是南
国，然诗中却见“故国东来渭水
流”，这故国即是故乡，东来就是
说来自蒲地。说是蒲地，他还另
有诗为证。他的《秋日赴阙题潼
关驿楼》，又名《行次潼关逢魏扶
东归》，诗中说他去长安应试，在
潼关同魏扶相遇，也许是新的结
识，他们又能豪饮，无所不谈。魏
扶东归要去蒲州，许浑不厌其烦
地讲给他那里的所见所闻，当然
是如数家珍般的熟稔。他的这首
诗是：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
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
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
写的也是深秋景象。在他

的笔下，总觉是有一种浓浓的

乡 愁 。 他 是 把 蒲 地 作 为 故 乡 ，
甚 至 有 点 乐 不 思 蜀 的 情 味 了 。
他去长安应试，半途竟然在睡
梦里犯了乡愁。何况以后到了
咸 阳 ， 哪 里 还 有 久 留 之 心 呢 ？
乡愁，词语解释意指深切思念
家乡的忧伤心情，一种对故乡
眷 恋 的 情 感 状 态 。 然 发 而 为
诗，更见浓烈。许浑在 《秋日
赴阙》 诗里，还有一种“梦里
不 知 身 是 客 ， 直 把 他 乡 作 故
乡 ” 的 情 味 。 说 是 梦 里 之 事 ，
也 可 理 解 ， 在 《咸 阳 城 楼 西
眺》 诗里，则是明明白白地大
发感慨。

下 面 再 说 说 他 诗 中 的 内
容，“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
来 风 满 楼 。 鸟 下 绿 芜 秦 苑 夕 ，
蝉鸣黄叶汉宫秋”。这分别是律
诗中的颔句和颈句，单挑出来
就是一首精美的绝句。这和李
益的诗应说没有碰撞，但和前
人韩翃的诗却有了瓜葛。且看
韩翃 《同题仙游观》 诗，诗人
是唐建中初南阳人，仙游观在
秦地麟游县，诗人游观，即景
生情。诗的颔句“山色遥连秦
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许诗
颈 句 有 “ 秦 苑 夕 ”， 和 韩 诗 的

“秦树晚”，意思相同，其的后
“汉宫秋”，二者竟然同语，这
样说来，怕就不是借鉴了。然
这也无妨，化用一下么，用到
这 里 非 常 合 适 。 就 总 体 来 看 ，
诗人状景写物，淋漓尽致，诗

题是“咸阳城西楼晚眺”，正是
“日沉阁”时分，即俗间谚语说的
“ 老 云 接 驾 ，不 是 阴 就 是 下
（雨）”，不见山雨欲来风满楼吗？
接着就是那句化用之语了，飞鸟
急 于 归 巢 ，然 蝉 噪 却 烦 人 地 嘶
鸣，都加重着这沉闷的氛围。

说 到 愁 ， 按 说 诗 贵 含 蓄 ，
诗 中 说 愁 ， 却 不 见 一 “ 愁 ”
字，方为高品。许浑的这首诗
如果没有那个一开始就有的愁
字，绝对就是个上上品的诗作
了 。 或 借 谓 “ 不 著 一 （愁）
字 ， 尽 见 风 流 ”。 然 则 这 也 难
矣。不见崔颢、李白这样的前
朝 大 家 在 时 相 竞 胜 中 也 不 避
嫌 ， 如 崔 颢 的 《黄 鹤 楼》 诗 ，
尾句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
白为步其韵，在 《登金陵凤凰
台》 诗的尾句也是“长安不见
使人愁”吗？

这里还想说说许浑的蒲州
乡 籍 问 题 ， 这 怕 也 与 蒲 州 的

“诗国酒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说唐人饮酒，少不了吟诗作
赋，诸多优美的诗篇多是在纵
酒狂饮之中完成的。所以唐代
文人学士举行的宴会，也统称

“文酒之宴”或为“文会”，就
是 以 酒 会 友 ， 以 （诗） 文 会
友 。 可 以 想 象 ， 唐 时 的 蒲 州 ，
凭着这“诗国酒都”之誉，也
曾汇聚了一大批知名诗人，形
成了蒲州的诗人群体。许浑也
当是酗酒诗人，不见他有“长
亭酒一瓢”的痛饮吗？这也可
以 说 他 是 “ 醉 里 已 忘 身 是 客 ，
早把蒲乡当故国”了。而当时
的蒲州也痛快大方地接纳了这
位诗家，而他确实也为蒲州贡
献了毕生的才华，光耀了大唐
蒲州的诗坛风采。

许浑诗中的乡愁品味
■祁世坤

3 月 15 日早 8 时，第四次全
国文物盐湖区试点普查队陆续
出发。

11 支 普 查 队 以 盐 湖 为 中
心，深入调查环湖 8 个乡镇 （街
道） 的 201 处不可移动文物，其
中有“武庙之冠”解州关帝祖
庙 ， 也 有 未 经 发 掘 的 周 代 遗
址 。 普 查 队 队 员 们 身 穿 红 马
甲，点亮了盐湖区不可移动文
物的地理坐标。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
工作 （以下简称“四普”） 全
面启动，全国范围内共有 13 个
县 （区） 和 2 个军队营区被确
定为国家级普查试点，盐湖区
是 全 省 唯 一 的 国 家 级 普 查 试
点 ， 也 是 全 类 型 省 级 普 查 试
点。

“普查工作开展前一定要研
究好、比对好第三次文物普查
的成果资料，遇到地理位置不
清楚的地方，要学会根据已有
资料划定范围……”市文保中
心文物资源科技部主任王立忠
给队员强调着要点，“因为等待

无人机就位，今天出发就稍迟
了点。”

当天小队第一站来到弯子
文 昌 阁 ， 确 定 名 称 、 调 查 时
间 、 地 理 坐 标 、 类 别 、 年 代 ，
测量、绘图、定点、观察周边
环 境 、 上 报 存 在 问 题 ……
“ ‘ 四 普 ’ 工 作 的 有 序 推 进 ，
需要每一位普查员的专业和细

致，同时还要在工作中拥有应
对变化的能力，更要有采用最
新技术查清汇总文物基础信息
的能力。”王立忠说。

有一处东周时期的遗址难
倒了普查队员：“王老师，遗址
的边界范围如何确定？如何确
定遗址没有被破坏呢？”

“四普”的调查不仅仅是对

数据信息的进一步精确，更是
双脚寻觅文物的历程。“首先，
要 依 据 ‘ 三 普 ’ 资 料 确 定 范
围 ， 了 解 基 本 信 息 ， 相 信 数
据。在面对不准确的地理位置
时 ， 根 据 周 边 环 境 划 定 范 围 。
要想证明这里是遗址，就要走
进这片土地，看能不能找到遗
存的该时期的陶片。”一边说，
王 立 忠 带 领 队 员 朝 深 处 走 去 ，
这时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周
围都是枯树枝。

普查队一边“开路”，一边
将目光紧锁散落在地面上的石
片。“这块就是现代砖石，没有
特征。”王立忠讲解完将石片扔
掉，又捡起一块，“大家看上面
的纹饰，属于该时期陶器的典
型特征，找到陶片了！”找到陶
片不算结束，普查队立刻就要
用现有设备拍照留影，记录发
现陶片的地点。

中午 12 时，普查队陆续回
到 金 鑫 大 酒 店 ， 吃 饭 的 间 隙 ，
大家还坐在一起讨论文物普查
行程的新收获。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盐湖区试点探班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文\图

红色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
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
证，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
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分为物质性
文化和精神性文化，主要包括遗址踪
迹、建筑与设施、重要革命历史文
物、重要文艺作品等，主要表现为历
史遗存和革命纪念场所、革命英烈奋
斗故事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
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
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
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运城地处晋南，具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
之一。运城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征，是无数英雄儿女在争取民族解
放、革命胜利、祖国建设过程中保留下
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近年来，运城红
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弘扬受到了社会
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

运城红色文化的时代特征

运城的红色文化印记基本上是踏
着中国共产党的足记走过来的。1925
年冬，运城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
1926 年，运城迅速成立了第一个党支
部。从此，运城的红色文化逐渐星火燎
原，熠熠生辉。土地革命时期，运城一
度是山西共产党的发展斗争中心。特
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
是通往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咽喉、交
通要道，以及重要战场。仅新中国成立
前，为民主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
就达 6100 余人。打开运城红色文化的
密码，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中国红色文
化是一脉相承的，闪烁着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其时代特征也极为鲜明。

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经过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一批又一
批的革命精英层出不穷。涌现出张汉
民、杜任之、丁行、樊耕农、阎又文等一
批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涌现出张
英才、刘红娃、董克荣、张象山、卫根柱
等著名的战斗英雄，涌现出牛线线、景
萍、樊旦、王光、崔红等一批革命女英
烈，涌现出像嘉康杰、王焕娥、王林青、
赵勤生、陈民超、阴勃然、杨作杰等一
批毁家纾难的革命家庭，等等。从运城还走出了程
子华、姬鹏飞、李雪峰、傅作义、董其武 5 位高级别
领导人；走出了王鸿钧、邓国栋、阴凯卿、冯彦俊、阎
子祥、裴丽生、郑林、卫逢祺、张天乙、曹普等 10 余
位山西省党政领导干部；走出了张烨、孙雨亭、李哲
人、贾启允、乔明甫、梁文英、傅子和、罗文治、王观
潮、罗毅、孙岳等省部级领导干部；走出了常乾坤、
谷景生、车敏瞧、张世珍、王兰麟、茹夫一、杨文安、
牛明智、李文一、贺明、胡尚礼、柴启琨等 13 位开国
将军；走出了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以及姚仲康等一
批杰出的外交家。

视死如归、英勇无畏——运城古时就是兵家必
争之地，是经济、军事的重要战略地，不论是抗日战
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发生过许多具有较大
影响的事件。中条山战役，数万名爱国官兵奋勇抵
抗，用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精尖武器。解放运城战
役，历时八个月，三次攻打，体现了我军战士坚忍不
拔的意志力和有勇有谋的军事战略。被称为“耶律
祥爆破小组”的成员在战役中创造了小组连续爆破
法，采用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的方法，连续炸掉七个
碉堡，而小组成员无一人伤亡。运城战役的彻底胜
利，提高了我军将士的战斗意识和革命斗志，坚定
了我军解放全国城市的信念，动摇了国民党依靠城
市打反击战的信心。

为国为民、追求卓越——运城红色文化体现的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魂。从 1926 年中共运城支部的
诞生，到 1928 年中共河东特委的成立，虽然历经腥
风血雨，但党的活动从未停止。特别是 1934 年初到
1937 年，运城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
直在嘉康杰等同志领导下，独立开展革命活动，成
立了绛县红军游击队和晋南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平
陆夺枪、稷王山暴动、中条山暴动等斗争，谱写了一
曲曲惊心动魄的革命华章。从建党初期的党员身
上，可以看出革命先辈崇尚真理、不忘初心、追求共
产主义的求真精神；在中条山战役中，可以看出抗
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在“三打运
城”中可以看出革命志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
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上可以看出运城人民群众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的自立精神。

革命遗址，震古烁今——运城红色文化资源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地域独特，特色鲜明。运城是山
西有名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
了不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拥有红色革命遗址 225
处，其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54 处，重要
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 41 处，革命领导人故
居 28 处，烈士墓 54 处，纪念设施 48 处。运城红色文
化资源基本贯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
时期，具有历史跨度大且连续不断的特点，像“河东
的西柏坡”——闻喜县陈家庄太岳三地委机关旧
址，晋南革命圣地——韩家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的讲坛——夏县堆云洞中共河东特委活动旧址等，
都承载着红色文化的记忆。

运城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虽然运城红色文化主要产生发展于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它的时代价值远
远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征
程上，传承弘扬运城红色文化，仍然具有不可替代
的意义。

一是有益于增强道路自信。运城红色文化凝聚
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浴火重生的执着信念。
当前，红色文化产业成为新兴热门产业，红色旅游
成为运城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红色文化和生
态文化交相辉映，红色文化与红色文创相得益彰。
传承红色文化，坚定道路自信，将思想教育融入文
化生活、娱乐生活、旅游生活，将红色文化转换成促
进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有助于推进运城文化旅游
产业的长足发展。进而，让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
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有益于增强理论自信。用科
学理论和革命传统培养人、教育人，
是党和人民事业永葆青春和不断向
前的重要保障。利用运城红色文化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发生在人民
身边的红色革命史实和现代人民幸
福生活结合起来，让人们获得启迪，
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
和说服力。目前，我国正处于中等收
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转变阶段，矛盾和
风险比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时更
多更复杂。这说明我们更需要用红色
文化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认识，牢固
树 立 文 化 认 同 感 和 自 信 心 。只 有 这
样，才能把建党以来不断形成和不断
成熟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坚持下去，更
好地发挥党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

三是有益于增强制度自信。运城
红色文化体现了革命斗争波澜壮阔
的轨迹。运城解放战争的胜利、“晋家
峪抗击战”的胜利等体现了运城红色
文化的政治价值，昭示出其在中国实
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它是为人民树
立正确政治方向的说明书，对广大人
民群众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社
会主义理想信念有着政治导向功能。

四是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红色
文化是中国人民对民族精神、国家特
质和时代特质的自我界定，是在世界
经典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演进、融合、
重构的文化形态，是我国宝贵的精神
财富与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传
承价值。运城红色文化种类丰富、形
式多样，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指导。只有牢
记 红 色 文 化 ，才 能 汲 取 历 史 经 验 教
训，从而让我们的文化在发展中坚持
自己的主旋律。

运城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

先辈们创造的运城红色文化需
要代代相传。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要实现运城的政治稳定、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就应该让运城
红色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一、搞好顶层设计，加强设施建
设，打造红色文化教育阵地。对红色
文化遗址，该抢救的抢救，该保护的
保护，该升级的升级，筑牢线下红色
教育阵地，建立完整的红色文化资源

档案库、基础信息数据库，绘制红色文化资源电子
地图，配套影音资源并及时更新，推动红色文化
资源数字化保护。同时，开辟线上红色教育阵
地，打造集资源信息、文献、短视频、讲座、音
频、活动等于一体的线上教育云平台，实现数字
资源云端互联共享。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强
化红色文化的广泛宣传和传承。

二、整合红色资源，促进文旅融合，打造精
品研学路线。将“旅游”和“教育”相融合，建
设思政“移动课堂”。通过整合具备参观条件的红
色旅游景点、革命纪念地、旧址故居等，以点串
线，形成红色旅游主题线路，让人们跟随历史脚
步，探寻珍贵历史印记，聆听英雄故事，缅怀革
命先烈。

三、拓展教育渠道，丰富教育形式，打造系
列主题展览。在图书馆、高校等具有研究能力的
机构成立专题小组，深入挖掘各历史事件背后所
蕴含的深刻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精
神内核，生动讲述红色故事，组织红色宣讲队伍
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让红色文化
更加立体可感。在展览中，要丰富展陈内容，确
保准确翔实，增强史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要创
新展览形式，采用图文展板、实物展示、声光电
结 合 、 线 上 线 下 联 动 等 多 种 手 段 ， 引 入 AI、
AR、VR 等创新技术，营造情景式、沉浸式、体
验式的红色文化教育场景，增强共鸣效果，让群
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革命先烈的艰难困苦与英勇
无畏。

四、发挥资源优势，完善产业链条，打造特
色文化产品。由于红色旧址乡村分布较多，譬如
夏县的文德村、新绛的西庄村、盐湖的牛庄村和
上段村、闻喜的裴社村、万荣的陈阎村、平陆的沙
口村等数十起惨案发生地，以及夏县的堆云洞和韩
家岭、闻喜的陈家庄、绛县的迴马岭等党组织革命
旧址都在乡村发挥着重要教育作用。所以，要借助
社会力量，适时在乡镇建立“景村联动、红绿融合、
旅居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同时，积极拓展红色研学、
红色休闲、康养基地等新型业态旅游产品，支持
红色影视基地建设，推进红色主题歌曲、影视
剧、微电影、歌舞剧、纪录片、动漫等文艺精品
创作制作，创造符合现代人审美和认知的红色文
化精神产品。开展红色文化论坛、革命歌曲大
赛、红色文化知识竞赛、诵读红色经典等主题活
动，放大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效应，提升文化品
牌传播力和影响力。

五、建立宣传矩阵，扩大宣传效果，打造立体宣
传格局。以微信客户端、网站、抖音等多个新媒体服
务端口为平台，以探索服务创新为重点，坚持主流
媒体和自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融合，
通过全媒体渠道，积极构建“5G+旅游”等新模式，
建立融媒体宣传矩阵，全方位增强红色文化公众吸
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以受众为核心，以多
元化、集成性产品为基础，拓展服务深度，延伸服务
半径，采用图片、视频、H5 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
形式，从选题、标题制作、样式设计等方面对信息予
以包装，改善受众的阅读体验，增强宣传效果。

（作者分别系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市三
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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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乔 植）
为深入挖掘“董永传说”蕴含
的保护价值，近日，万荣县举
行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 董 永 传
说”开发研讨会。

“董永传说”是一部中国民
间传说的经典，更是中国古代
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

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2006 年，万荣县
前小淮村的“董永传说”，被国
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民众情感
的渗透和口碑的附会，产生了
富有地方特色的“董永传说”，
也留下相关风俗以及与董永身

世 有 关 的 文 物 、 碑 碣 、 村 落 、
祠堂、地名等遗迹。

董 学 文 作 为 “ 董 永 传 说 ”
的 传 承 人 ， 他 通 过 实 物 观 看 、
查阅资料、现场解说等方式介
绍 了 “ 董 永 传 说 ” 调 查 挖 掘 、
人文底蕴、保护价值、存在问
题等情况。与会人员就问题情

况开展了激烈的讨论，以各自
多年调研、考察的经验结合实
际为该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
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并提出了
今后重点研究推广的方向。

本 次 研 讨 会 的 成 功 举 办 ，
为 万 荣 县 非 遗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创 新 注 入 了 新 的 动 力 。 下 一
步 ， 万 荣 县 将 进 一 步 发 展 非
遗 文 化 ， 让 无 形 文 化 有 形 可
触 ， 使 非 遗 文 化 焕 发 出 更 加
璀 璨 的 光 芒 ，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作 出 新
的更大贡献。

国家级非遗项目“董永传说”开发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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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盐湖区普查队工作现场。

近日，稷山县西社镇
范家庄村内，村民们聚在
一起，观看“二月二”节庆
表演。

当日，村民们身着节
日盛装，表演了敲锣鼓、
扭秧歌、划旱船、耍狮舞
龙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欢庆传统古节。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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