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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早，运城烈士陵园迎
来一队“特殊”的人。他们远道而
来，只为寻找一份跨越 77 年的期
盼。

吴英奎烈士、胡身修烈士、胡
身恭烈士，世居晋城市沁水县的
他们，1947 年壮烈牺牲，将英勇事
迹也留在了运城。他们的家人，
等待了 77 年，在运城烈士寻亲志
愿者和沁水县退役老兵志愿者服
务队的协同努力下，终于追寻到
亲人身上闪耀的光辉。

“除了一个名字和烈士身份，
其余的故事，我们一无所知。外
公是在哪个纵队，在哪里牺牲，埋
骨何处，都是我们心中的疑惑。”
吴英奎烈士的亲属柴军说，他与
妹妹柴江霞早上 5 点出发驱车赶
赴至此，带上好酒与家乡特产，前
来敬献“遥远”的英雄外公。

上午 9 时，天阴沉沉的，烈士
陵 园 内 缅 怀 先 烈 的 人 流 络 绎 不

绝。沁水县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
队负责人王沁霞领着退役老兵与
三位烈士的亲属，来到运城烈士
陵园祭奠英烈。

“这是沁水县退役老兵志愿
者服务队第一次来运城集体祭奠
英烈。”王沁霞一行人胸前别着小
白花，手捧整束的菊花，举着沁水
县在河东大地牺牲的 157 名英烈
的名单，在运城烈士寻亲志愿者
负责人景晓雄的引领与讲解下，
了解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吴英奎烈士，1925 年出生，沁
水县杏峪乡吴家沟村人，1947 年 2
月参加革命，八纵二十四旅七十
团三营八连班长。1947 年在解放
运城战斗中牺牲。烈士骨灰存放
在运城烈士陵园。

胡身修烈士，四纵十旅二十
九团战士，1925 年出生，山西沁水
县 郑 村 镇 上 丰 峪 村 人 ，1947 年 4
月晋南战役某次战斗中牺牲。烈

士生前所穿棉军衣存放在运城烈
士陵园纪念馆的展柜中。

胡身恭烈士，1924 年出生，也
是上丰峪村人，八纵战士，1947 年
在 解 放 运 城 的 战 斗 中 牺 牲 。 战
后，八纵追授胡身恭烈士一等功。

“2023 年，我们将三位烈士的
相关信息发给沁水县退役老兵志
愿者服务队，没过多久，就找到了
三位烈士的亲属。这场跨越 77 年
的寻亲之路，从 2023 年就开始筹
划了。”景晓雄说。

“烈士的姓名，就刻在纪念
碑上，尽管受当时条件所限，会
有 些 出 入 ， 但 我 们 经 过 多 方 调
查 ， 已 经 证 实 就 是 同 一 个 人 。”
景晓雄带领大家在纪念碑上寻找
吴英奎的姓名，最后将目光停留
在“吴英造”处，众人也在碑前
久久凝视。

进入英灵堂二楼，柴军兄妹
小 心 翼 翼 捧 起 英 雄 外 公 的 骨 灰

盒，千言万语最后化为深深的三
鞠躬。

纪念馆内，存放和展示着胡
身 修 烈 士 的 棉 军 衣 。 走 到 展 柜
前，胡身修烈士的孙子胡中奎与
胡 晚 奎 拿 出 被 胶 带 悉 心 保 护 的

“革命烈士证书”。这张来自 1983
年的证明，记录着 1947 年的英雄
事迹，于 2024 年清明节前夕找到
了来处。兄弟二人将花篮敬献在
展柜前，深情鞠躬。

众人停留在 4549 烈士墙前，
于 数 千 人 中 再 度 寻 找 熟 悉 的 姓
名。“烈士墙上记录的在运城牺
牲的沁水县烈士，有 99 名。这是
之 前 的 数 据 ， 现 在 已 经 更 新 到
157 名。为烈士寻亲这条路，正
如此前数十年，我们会一直走下
去！”景晓雄说。

烈士墙前，众人三鞠躬，轻
轻将胸前的小白花取下，敬献给
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

跨 越 77 年 的 追 寻
本报记者 牛嘉荣

皇皇裴介，介子故里，地嵌运城盆
地，北望太行，南眺秦岭，东越中条，西
迈秦陇，史称通衢重镇、禹畿南门。这
里的人人心向善，渊渟岳峙，谦恭礼
让，忠孝并举。

在历史的长河中，“忠”与“孝”一
直被视为最高道德准则和重要价值判
断。新时代以来，持续推动忠孝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历史赋予
介子故里的时代使命。

打造引领忠孝文化教育基地

为弘扬忠孝文化、传承介子精神，
2015 年 4 月，介子故里裴介组织成立
了夏县介子推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

“介研会”）。建会伊始，介研会成员们
先后赴古绵山、舜帝陵、陶朱公故里以
及灵石、原平、河南新安县、陕西彬县、
山东金乡等地实地深入走访，途经四
省，广泛考察，展开了专题研究。与此
同时，研究会还举办专题研讨会百余
次，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并编
撰了《介子探源》专集。

2016 年 4 月 2 日 、3 日 ，2017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2018 年 4 月 3 日，2019
年 4 月 4 日，夏县裴介村连续举办了四
届“介子推忠孝文化节暨公祭大典”。
山西省介子推文化研究会，夏县县委、
县政府，裴介镇党委、政府代表，夏县
介子推文化研究会代表以及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活动。与此同
时，河南漯河、焦作、洛阳，山东金乡、
陕西彬县等地的介氏后裔代表共计千
余人于此隆重祭祀，还在介子推墓址
集体诵读了介氏家训。在他们的见证
下，介子推神道碑隆重揭幕。活动举
办期间，近万名群众齐聚夏县裴介“介
陵广场”，心怀感动、满怀赤忱地参加
了公祭大典。当天活动的盛况，中央
广播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以

《风俗记》为题，予以重点报道。
2020 年，为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拓展文旅业态内容，夏县县委、县政府
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深入挖掘文化和旅游资源，规划、设
计、建造了夏县裴介介子推文化园。

2023 年 4 月 3 日，夏县县委、县政
府隆重举行了夏县裴介介子推文化园
开园仪式暨 2023 年介子推先贤公祭
大典。县委书记薛永琦致辞时指出，
夏县将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旅
融合，打造百年工程介子推文化园，大
力宣传介子推忠孝文化，推动忠孝文
化进机关、进学校、进家庭、进农村（社
区）、进企业、进医院。夏县裴介介子
推文化园是忠孝文化探索路径的成功
实践，为忠孝文化发展提供了有效动
能。

延续介子精神承传美德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介
子故里的居民在这片蕴藏着丰富忠孝文化的富
饶土地上，不断汲取着丰厚的文化滋养，让自己
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充实。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深深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
兴的伟大实践中。

近年来，裴介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专业团
队研究介子精神、传承忠孝文化，并积极配合举
办介子推文化节、公祭大典等活动，把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
合。与此同时，裴介村通过倡导“做忠党爱国诚
实守信裴介人”，选树“忠孝媳妇”“忠孝之家”“种
田能手”等，建设和谐美丽文明乡村。村子为 70
岁以上老人送慰问品、送春联，举办“寿星大宴”
等活动，激发了忠孝文化的生命力，为文明乡村
建设注入了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介子推的忠
孝文化逐步被转化为爱岗敬业、尊老爱幼、诚信
友善的精神之根，体现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

被村民誉为“最放心的老管家”的裴介村村
民卫代福，生于 1949 年，今年 75 岁。他自小深受
介子推功不言禄、心无杂念、纯粹做人的文化理
念熏陶，从事会计工作 55 年，笔笔清，账账明，从

无一文差错。几尺厚的账簿记
载着卫代福平凡而又坚韧、震撼
且又感人的会计人生。他清正
廉洁，两袖清风，体现着厚道朴
实的优良文化传统的代代延续。

村民吕万海是一位普通农
民，2015 年被聘为学生宿舍管理
员。在自己物质条件不够充裕
的情况下，吕万海还时常拿钱救
助家境清寒的学生。在得知一
名学生家庭特困的情况后，他决
定每年资助 500 元直至孩子大学
毕业。吕万海还先后资助过马
林海、韩秀丽、裴莹、郭芠莹等学
生。好人吕万海的善举，赢得了
众人的高度赞扬。

教 师 王 玉 翠 退 休 后 积 极 组
织村里的老艺人成立了“裴介文
艺小分队”。他们自筹资金，购
置道具，自编自导文艺节目。这
支文艺小分队深入农村，走街串
巷，为群众送去了一场场精彩的
专场演出。与此同时，他们以不
同形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歌唱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讴歌
主旋律、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
量，是这支队伍主动肩负的新使
命。

“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思
其亲，不尽其乐；盖介山子推之
行也。”介子推急流勇退弃官侍
母，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已深深
扎入人们心灵深处。“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
我，顾我，复我”，早已成为介子
故里人们的共识。

扆景变原本姓介，自小过继
给扆家。后养父母又生了两个
孩子，由于某些缘故生活无法自
理，扆景变既要照顾养母与弟妹
的日常生活，又要帮衬养父下地
干 活 ，再 苦 再 累 ，她 也 从 无 抱
怨。养父及弟妹离世后，她精心
照 料 养 母 生 活 起 居 二 十 多 年 。
村里人都称赞她“不是亲女，胜
似亲女”。

吴忠义的母亲因患脑溢血，
丧失了生活能力，为了方便照顾,
他召集全家人，将赡养母亲的事
宜具体到天、责任到人。如今，
老 人 虽 年 过 八 旬 ，依 旧 满 面 红
光，精神矍铄。

……
裴介故里，正发挥传统文化

的底蕴优势，扎实推动乡风文明
建设，建设孝诚爱人、奋发有为
的民风，厚植仁爱、诚信、友善的
文明乡风。

加强传统文化交流合作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传 统 文 化 交
流合作，2016 年至 2019 年，山西
省介子推文化研究会和夏县介
子推文化研究会在夏县成功举

办 4 届介子推文化论坛。2023 年，夏县介子推文
化园建成后，夏县介子推忠孝文化研究会同山西
省介子推文化研究会在夏县又成功举办了首届
夏县介子推忠孝文化节学术研究会。此外，还举
办了其他不同形式的多次交流研讨，借以扩大忠
孝文化的影响力。

充分利用介子故里这一特殊区位优势，发挥
介子推文化园功能，让文化园活起来，吸引游客
走进展馆与历史文物对话。只有让文化与人们
的生活真正关联对接起来，才能让忠孝文化成为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文物活化利用中，要坚持创新表达方式、
深挖文化内容、策划展览活动，着力探索新技术
的应用，寻求新方式的推广。坚持文化自信，遵
循文化传播规律，锚定市场需求，把介子文化园
打造成高标准、新特色、高品位的乡村文化博物
馆，进而能引领忠孝文化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借力先贤名人效应，形成特有的文
化氛围。

讲好介子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夏县篇章，
要进一步拓展介子推文化园利用深度和广度，推
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化园活化利
用新途径，全面提升文化园多功能利用和弘扬传
承水平。让介子故里、介子推文化园的文物和展
馆，实证夏县绵延了两千六百多年的忠孝文化
史，进而为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
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出贡献！

（作者系夏县介子推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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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 日 ， 伴 随 着
绛州鼓乐的铿锵鼓点，新绛县万
安镇第 11 届桃花观光交流会隆重
举办，2024“绛州鼓乐”惠民下
乡 演 出 同 时 擂 响 。《鼓 韵 龙 腾》

《圣火中国》《吉祥天鼓》 等鼓乐
节目惊艳亮相，以其磅礴的气势
将演出现场气氛点燃，赢得了数
千名游客和观众的阵阵掌声。

新绛县万安镇素有“油桃之
乡”之美誉，目前种植品种达 30
多种，种植面积 3.6 万余亩，已
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油桃连片种
植基地。连续 11 届成功举办的桃
花观光交流会，已吸引了当地和
周 边 数 十 万 名 游 客 前 来 赏 花 观
景，成为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和观
光 旅 游 事 业 发 展 的 一 张 亮 丽 名
片。

绛州鼓乐源于先秦，盛于明
清。据《直隶绛州志》载：“岁时社
稷，夏冬雨季，又乡镇多香火，扮
社鼓演剧。”《新绛县志》载：“每逢
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
故事，如锣鼓等等。”

台上 《秦王点兵》《龙腾虎
跃》《龙飞凤舞》 等鼓乐节目精
彩演绎，多姿多彩，台下观众如
醉如痴，大饱眼福。“ 《秦王点
兵》《绛州鼓车》 久负盛名，百
看不厌。韵律和激昂的曲调，衬
托出奋进向上的氛围，展现了古
代战争的雄浑壮丽，不愧为古城

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明珠，我特
别喜欢。”观看演出的新绛县居
民万丽看得高兴。

在现场观看演出的王先生是
侯马市的一名退休音乐教师，这
次是专程来万安参加桃花观光交
流会的。他告诉记者：“ 《老鼠
娶亲》 是绛州鼓乐的代表作，虽
然这是我第二次观看演出，但仍
然觉得十分震撼。你看，剧中丰
富多变的音乐语汇，将人、兽、
物的形象或形态酣畅淋漓地诉诸
观众，轻重交替、逐段变快变强
的鼓点，精彩演绎出一个老鼠娶

亲的完整故事，让观众叹服。”
《牛斗虎》《锦鸡出山》《绛

州鼓车》 ……鼓乐演出专场，11
个节目轮番登场，既有获国家大
奖的优秀作品，又有新创作的精
彩节目，好戏连台，掌声连连。
观众的灿烂笑容与盛开的美丽桃
花，交织成一幅新时代和美乡村
的新图景，展示了桃乡人民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最美人间四月天，桃李春风
展笑颜。春风吹过，桃花盛开，
春姑娘轻轻地唤醒了美丽的桃乡
万安。气势磅礴、声韵铿锵、粗
犷豪放的绛州鼓乐，奏响了桃乡
乡村振兴“行进曲”，也奏响了
桃乡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幸福
曲”。

（张秋明）

绛州鼓乐敲响桃乡“幸福曲”

手捧张百学先生原创歌曲集
《黄河儿女心曲》 手稿，我的眼
前立刻浮现出先生的身影：他在
反复琢磨一首歌曲的主歌、副歌
的 旋 律 、 节 奏 ， 一 会 儿 若 王 洛
宾 、 雷 振 邦 用 一 把 吉 他 自 弹 自
唱；一会儿又似谷建芬、郑律成
用钢琴自弹自唱。然后把音符记
录在五线谱上，再通过配器完成
和声……

心头这 60 首歌曲，犹如 60 朵
五彩缤纷的鲜花，香风阵阵，沁人
心脾，连缀起了张老师的教坛生
涯与乐坛人生。这位河东英才，通
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奋勇攀
登，今已硕果累累，压弯枝头。

我与张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结识于陌南中学。他当时是学
校的音乐老师，在我入学后不久，
承蒙先生抬爱，把我从高三班抽
选到校文艺宣传队学习管乐，从
此二人交往甚多，他成了我亦师
亦友的忘年交。

哼唱着这些歌曲，我们仿佛
又回到母校的文艺排练室内，促
膝而谈。

与先生用回望的眼神去感受
过往的时候，画面总是停留在那
些“经典”的往事上。在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里，他无论是指导我
们演奏乐器，还是传授乐理知识，

都显得游刃有余。每次排练，我
们都能感受到先生深厚的音乐功
底。在音符跳跃、旋律飘扬的两
年中，先生做人、授课、传艺的正
道直行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激发
了同学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
是直接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业，我
就是从这里出发，成为山西日报
文化部的高级记者。

好运总是青睐于有志向、有
准 备 的 人 。 1984 年 ， 张 百 学 由

“ 草 根 派 ” 华 丽 转 身 为 “ 学 院
派”，跨进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
大 门 ， 师 承 黄 虎 威 、 罗 德 素 教
授。借此平台，先生迎来了他的
人生“高光期 ”。从 1984 年起 ，
他开始歌曲创作，先后在省级和
国 家 级 音 乐 刊 物 上 发 表 歌 曲 60
首。其中，《祖国在召唤我们少
年》 被北京专家推荐为北京市红
五月歌咏比赛演唱歌曲；《老师永
在 我 心 中》被 收 入《唱 给 老 师 的
歌》专题片中，多次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播放；《我爱芮城多美丽》
获 2013 年美丽中国大型音乐展演
金奖；《清晨，洒水车从街头驶过》
获山西省首届“工人好歌曲”原创
歌曲大赛优秀奖；《大河东》获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原创歌曲征
集优秀奖；为太原市文化艺术学
校作的校歌《放飞希望》获 2014 年

新世纪首届中国高校原创歌曲比
赛二等奖，并同时和芮城中学校
歌《放飞希望》、陌南中学校歌《在
你的目光里》获第五届海峡两岸
一校一歌（网络）歌手大赛最美校
歌奖；《亚宝颂》在央视总台和全
国总工会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厂店
歌曲征集中获优秀奖；《金水花》

《石油工人多自豪》代表运城参加
全省调演，获创作优秀奖。这些
奖项表明，张百学老师的艺术成
就已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步
步逼近大师级目标。

歌曲是由歌词和曲谱相结合
的一种艺术形式。纵观 《黄河儿
女心曲》 辑起的 60 首歌曲，不难
发 现 ，“ 热 爱 家 乡 ， 赞 美 中 条 ，
歌唱黄河，讲好芮城故事”这个
主题思想，像一条主线，始终耀
眼夺目地贯穿着。作为基层一线
的作曲家，张百学下农村、访企
业、进学校，倾情用心挖掘本土
题材，用心打磨精品。像 《美丽
芮城》《我爱故乡的小城》《芮城
之歌》《我爱芮城多美丽》《风陵
渡 千 古 重 镇》《黄 河 儿 女 唱 新
歌》《绣 芮 城》《芮 城 好 地 方》

《大 河 东》《再 说 山 西 好 风 光》
《六 月 圣 天 湖》《大 禹 渡 之 恋》
《竹林谷人间天堂》《银星在田野
闪 光》《芮 城 县 老 年 大 学 校 歌》

《山里娃娃快乐多》《你十五，我
十 六》《飞 出 心 窝 的 歌》 等 歌
曲，均来自一线或民间，深接地
气，无一不是 《伐檀》 魏风地的
新鲜歌曲。歌声是他的心声，唱
出了快乐；音乐是他的情怀，传
递着真诚的爱。每首歌曲所传达
的 主 题 和 情 感 ， 都 能 够 触 动 人
心，引起听众共鸣。

如 果 用 “ 诗 与 音 乐 的 融 合
性、歌曲的严谨性、旋律伴奏的
一体性”的标准来考量其作品艺
术 价 值 的 话 ， 它 们 无 疑 是 优 秀
的 、 无 瑕 可 击 的 。 张 百 学 的 歌
曲，具有语言通俗、曲调优美、
构思精巧等独特的特点，具有深
邃的艺术价值，值得我们更加珍
惜与赏识。诸如 《祖国在召唤我
们少年》《老师永在我心中》《放
飞希望》《清晨，洒水车从街头
驶过》《黄河儿女唱新歌》《我在
你 的 目 光 里》 等 歌 曲 ， 风 格 秀
美、细腻、均衡、典雅，曲调优
美，节奏活泼，堪称经典，经常
会引起听众共鸣，让人情不自禁
地跟着一起摇摆哼唱。

我愿意在此推荐张白学老师
的歌给大家吟咏歌唱，从中去领
略那来自 《诗经》 伐檀地的乐坛
新风景，并在这乐坛风景中滋润
自己的心灵。

教 坛 乐 坛 的 明 亮 风 景
■杨木林

介子推文化园全景。 本报记者 薛 俊 摄

3月27日，世界戏剧日，
在全国文化先进县新绛县的
龙 兴 镇 窑 头 村 传 统 古 庙 会
上，上演着临汾市尧都区蒲
剧 团 的 经 典 传 统 蒲 剧 剧 目

《铡美案》。
当天，该村周边的戏迷

沉浸在剧情演绎中，同演员
一起“戏”迎世界戏剧日，共
享 传 统 戏 曲 艺 术 魅
力。

特约摄影 高新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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