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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永济博物馆，一对老年夫
妇徜徉在文物的世界里。

“这块碑上写着‘中国’二字……”在
文庙崇圣祠重修碑处，二人身体前倾，仔
细辨认着碑上文字。这块刻于乾隆十五
年的文物，碑文所刻内容进一步说明“中
国之名始于尧舜禹——初竖疆都，依中
条而立其国，谓之中国”。

滔滔黄河，巍巍中条，时代更迭，守
望的是永济灿烂辉煌的历史与飞速发展
的当下。追寻蒲坂风云，这座于 2015 年 8
月落成并正式开放的博物馆成为不少市
民、游客的首选。

永济博物馆展厅分上下两层，展示
永济精美文物 2000 余件，藏品以石器时
代石器、战国青铜器、汉代陶器、北朝佛
教石造像、隋唐石刻石造像、唐金银玉凤
冠饰件、唐宋各式瓷枕、明代佛经木印刷
版、明代青铜佛教造像，以及明清民国杂
项等为主要收藏。陈列以“永济历史”为
主题，分设“蒲坂春秋、古渡风云、蒲州风
韵、蒲剧之乡和近现代史上的永济”五个
基础陈列。展馆内容丰富，利用声光电等
现代科技手段，采用图文说明、模型复
原、实物展示、沙盘再现等表现形式，全
面展示了永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充
满活力的城市形象。

古时蒲坂 地灵人杰

永济古称“蒲坂”，由于西邻黄河，滩
涂广阔，蒲苇丛生，因而得名一“蒲”字，
蒲坂、蒲反、蒲阪、蒲州等数度之易名，皆
沿袭了这个字。这里是舜帝建都之地，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夫而后之中国
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其地即在蒲坂。
在这里，远古的中华民族凝聚成更加团
结而强大的国家形态，而永济博物馆展
出的这些藏品，生动展现出悠悠五千年
华夏文明历史，在晋南大地上如何一路
流淌、奔腾向前。

永济博物馆展览分设“蒲坂春秋、古
渡风云、蒲州风韵、蒲剧之乡和近现代史
上的永济”五个基础陈列。其中蒲坂春秋
部分分为“先民足迹”“舜帝故里”和“智
氏封邑”三个单元，主要以永济市城西街
道东、西姚温一带尧王台遗址，蒲州石庄
遗址，开张“解梁古城”以及赵杏战国墓
等地出土的文物，展示永济新旧石器时
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透过古
动物化石、石器、尖底瓶、蒲坂半釿布、青
铜罍等文物，可窥见历史一隅。

古渡风云部分分为“兵家重地”“大
唐中都”“明代蒲州”和“晋商摇篮”四个
单元，展现蒲州的战略位置、自唐至明城
池发展的历史演变。蒲津渡遗址、蒲商的
兴盛，标志着作为战略要冲的蒲州在一
步步走向巅峰。

蒲州风韵部分分为“千古名胜”“佛
国遗珍”和“人文渊薮”三个单元，以永济

现存古建筑、佛教发展和著名文学历史
人物，展现永济独具特色的文化经脉。

蒲剧之乡部分，专题介绍了“山西四
大梆子”中最古老的一种，当地人称“乱
弹戏”，我国汉族民间重要戏曲艺术之一
的蒲剧。永济故素有“戏曲之乡”“中国戏
曲摇篮”之称。直至今日，这里仍拥有着
数量颇多的戏曲舞台、戏曲砖雕、戏曲壁
画等戏曲文物，向人们诉说着戏曲故里
往日的那一份热闹与繁盛。

近现代史之永济部分则讲述了永济
近现代涌现出的众多革命志士，他们有
的返乡闹革命，有的弃笔从戎投身革命
洪流，有的成为英勇不屈的烈士，有的成
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领导
者，他们为永济和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
贡献。如革命先驱张士秀，抗日名将杨振
邦等。

今日永济 追寻荣光

厚重的历史离不开生动的讲解，永
济博物馆讲解部负责人杨凯在这里工作
9 年，于一次次讲解中将永济的历史文
化深刻于心。“永济博物馆开馆至今，我
们根据游客群体划分确定讲解方式。针
对 3 岁至 10 岁的孩子们，我们会采用形
象化讲解，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面对专
家团体时，不仅仅是讲解历史，倾听也成
为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通过与专家学者
的交流，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讲解知识；面
对大众团体，对厚重历史的讲解要追求
生动活泼……”杨凯说。

“今年年初，因‘水上列车’的意外爆
火，永济博物馆也迎来了人流高峰。”杨
凯介绍自今年以来，节假日期间的讲解
工作明显增多，“元旦、春节、清明期间，
讲解部全员都时刻在作准备，一天讲满
6 场很正常。”面对工作量的激增，永济
博物馆工作人员更觉责任重大，博物馆
打通了游人了解永济历史的渠道，为宣
传永济文旅推介再添动能。

事实上，永济博物馆所做的还不仅
如此。“如果游客乘坐‘水上列车’前往永
济，一出火车站就可以看到我们设置的
展板。在现场，我们为游客免费发放宣传
册、派发文创产品。宣传册上，博物馆的
精华尽陈纸上，志愿者们一遍遍为游客
讲解前往博物馆的方式，孩童们领到文
创书签激动地与伙伴们比对上面的文
物。”永济博物馆副馆长杨毅璞说。

无疑，这样“接地气”的宣传是精准
的，也是高效的。“水上列车”爆火后，永
济博物馆每日游客达 270 人次，相较于
之前每日 30 人至 50 人的客流量，这样的
增长可喜可贺；2024 年春节期间每日客
流量超 300 人次，远远超越往年同时期
60人至 70人的数据。

如何用有限的经费完成高品质的临

展工作？这座地方博物馆，给出了一种解
题思路。

来到永济市舜都大道 8 号，在永济
人民剧院北侧，就可以看到永济博物馆
历史文化展的入口。入口边，摆放着最新
的临展宣传——“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图片展”，展览地点位于永济博
物馆二展大厅，展览时间从 4 月 1 日始持
续至 4月 30日。

“这一临展通过图片，向往来游客展
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让大众了解考古
学，更加珍视文物重视文化。”杨毅璞说。

来到二展大厅，还有一处计划撤下
的“普救寺历史文化展”，普救寺的文物
放置在长廊，配以图文详解，将普救寺的
沧桑展示出来。“这个临展，是一次针对
永济当地历史文化的细化展览，许多文
物 是 第 一 次 走 出 普 救 寺 ，来 到 大 众 眼
前。”杨毅璞介绍，比如说直接记载《西厢
记》故事的金代诗碣“普救寺莺莺故居”
诗碣，这些文物遗迹、遗存的发掘出土，
不仅说明了普救寺是历代修葺的皇家寺
院，又印证了《西厢记》故事发生于此，既
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亦为
千年古刹新生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不忘使命 步履不停

在永济博物馆的一张圆桌上，摆放
着两本“活动日志”，分别来自两所小学，
记录着孩子们游历永济博物馆的真实感
受。“一下汽车，一座气派的建筑呈现在
眼前……最让我好奇的是饕餮纹圈足铜
罍……”稚嫩真诚的文字记录在稿纸上，
这是孩童与历史文化的照面，也是博物
馆发挥自身功能的生动写照。

永济博物馆自开馆以来，积极推进
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凸显博物馆的社会
教育功能。永济博物馆通过充分发挥社
科普及教育基地和第二课堂教育阵地作
用，与多所中小学达成“馆校合作”意向，
开展“送文化进校园”活动，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在青少年心中
播下热爱历史文化的种子，进一步坚定
学生们的文化自信。自开馆以来，已连
续举办 8 届“暑期小小讲解员”活动，
通过活动让中小学生了解永济历史，增
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同时，每
位小小讲解员志愿者最终也成为家乡文
化的传播者，在实践活动中学到历史文
化知识，既服务了社会，又提升了自
身。

2023 年 5 月 18 日，永济博物馆开
展“5·18 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永
济人民剧院前广场举办宣传活动，并通
过文博知识趣味问答的形式，为群众送
上精美的文物知识书签；举办“博物馆
之美——博物馆文化专题展览”，向观
众展示各特色类博物馆的独特魅力；开
展“移动展览进校园、博物馆送文化进
校园”活动，通过“馆校合作”的方
式，积极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之后，永济博物馆还将通过多样化
宣传方式，吸引更多民众参观博物馆，
参与博物馆活动。比如，向进馆观众免
费发放各种宣传资料，便于大家直观了
解馆内展陈；设计制作博物馆套装文创
书签，向观众免费多轮次发放，吸引游
客多次入馆参观。永济博物馆还开通了
同名微信公众号，以公众号为媒介向观
众宣传本馆藏品、展览、活动以及相关
历史文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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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嘉荣

馆
藏
重
器战国蟠螭纹三兽钮盖铜鼎

战国蟠螭纹三兽钮盖铜鼎，一级文物。
饪食器、礼器，青铜铸造，三兽钮盖，鼓腹，兽
面铺首衔环，矮蹄足，底平。盖、腹满施蟠螭
纹，以弦纹间隔。

商弦纹双菌柱平底锥足铜爵

商弦纹双菌柱平底锥足铜爵，一级文
物。酒器，青铜铸造，长流，短尾，双菌柱，束
腹，平底，三锥足，单柄。腹施弦纹。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本报讯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为进一步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丰富少儿读者的课余生
活，培养孩子动手能力，河东书房
黄 金 水 岸 馆 日 前 开 展 了 春 风 拂 面
——手绘风筝，放飞梦想手工活动。

活动开始，老师向孩子们讲解了
风筝的起源和发展变化过程，介绍了
风筝的制作步骤和调色技法。孩子
们迫不及待地领取风筝，随后在老师
的指导下，将想象力融入画笔，开始

创作一只只充满梦想与创意的风筝。
经过孩子们富有特色的绘制，空白的
风筝穿上了美丽的“花衣”，形态各
异、活灵活现的风筝呈现在大家眼
前。活动现场，孩子们怀着激动的心
情放飞风筝。

此次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还培养了孩子们的动
手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
对阅读的兴趣。

（孙敏霞）

河东书房黄金水岸馆举办手绘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作品立
足身边人、身边事，围绕河东风物，突
出地方特色”“该作品细腻生动、活灵
活现，如同上了色的老电影”“地方作
者要珍惜自己占有的创作资源”“期
待 更 多 运 城 作 家 的 作 品 向 精 品 迈
进”……4 月 14 日，《南风薰兮》新书
评论暨散文创作研讨会召开。毕星
星、王西兰、韩振远等 20 余名作家参
会。

《南风薰兮》由山西出版传媒集
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22 万
字，内容以表现河东风土民情、饮食
文化为主，围绕晋南的民俗与乡土内
容，注重个性的文学语言，追求情节
与表达的趣味性，节奏感强，画面感
强，风格独特、情感细腻，描写真切、
细节生动、辞藻优美。书中共收录散
文作品 33 篇，分为风格、风味、风尘、
风徽等板块，涉及历史掌故、风土人
情、饮食文化等，从不同侧面反映记
录了运城人的平凡生活和地域文化，
叙说了千年河东的山水形胜与人文
魅力。

《南风薰兮》作者李立欣系媒体
记者、散文作家、山西省作协会员、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

会上，李立欣现场分享了自己散
文创作的感受和创作背景、历程、反
思建议等。参会作家分别从文学站
位、着笔角度、题材选择、文字表达、
方言运用、修辞创新等方面给予该书
高度评价，还通过研讨创作经验、创
作现状等，对运城文学创作提出了诸
多实用的建议。

李立欣从态度、方法和方向上阐
述了散文创作的体会。他说，现代散
文创作，应该努力追寻从《诗经》以来
几千年形成的优秀乡土文学传统，追
寻鲁迅先生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关
注农村、关注农民的现实主义写作传
统，并以个性化的语言和叙事策略，
努力讲好当代晋南故事，为河东地域
文化提供新的文学养分，并致力于创
造新的乡土美学范式。

著名作家、山西省散文学会名
誉会长毕星星针对作家创作提出两
点建议，希望地方作者能珍惜自己
独有的文化、写作资源，在自己熟
悉的范围内精耕细作；同时还要注
重交游，要走出运城、走出山西，
与全国的一流作家建立联系，加强
交流，获悉行业新动态，多出佳作
精品。

省文联原副主席、市文联原主席

王西兰从“作品好在哪”出发，希望大
家能够通过总结李立欣的创作经验
成就，认清运城散文创作的现状，提
高见识、加强交流，找准未来的发展
方向。

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韩振远说，该
书以亲情写乡土，将二者融合起来，
将琐碎的生活反复揉搓表达出来，写
得灵巧、智慧，很有情趣和味道，让人
回味。

省女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张雅茜
认为，作家写作是特别个体的，要写
好文章，少不了文学思考和知识广
度。《南风薰兮》可谓充满了晋南腔
调，从中可见作者对生活的欣赏和敬
畏。

市作协原主席李云峰认为该作
品更像绘画刻画出生活的百态。对
本土评论作品的增多势头，他表达祝
贺。他说，关于文学评论，早前有一
种归类的说法，学院类型、媒体类型、
作家和文学编辑类型，其实不应该完
全割裂，还是应该以真情实感的阅读
感受为基础，有一个自己信服和追求
的标尺，结合相应的文学理论与实践
经验，评论作品才具有说服力；其次，
是针对基层作家和作者的作品，要注
意客观性，要参照名篇佳作的标尺去
给所评作品定位，不能过度解读；再
次，就是视野要开阔，要以名作和当
下全国知名作家作品为对象研究学
习，才会有高起点，才有可能走得更
远一些。

市作协原副主席刘纪昌说，作者
立足身边人、身边事，围绕河东风土
民情，发掘河东风情，突出河东元素，
凸显地域特色，写出来几代运城人的
共同记忆。

盐湖区作协主席、《盐湖文学》主
编吕廷杰认为该散文集记录了河东
人生活状态，有温度、接地气，语言优
美，既有“下里巴人”，又有“阳春白
雪”，写的是乡愁故土，记录的则是一
个时代的大散文。

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王秀梅说，
这本书很有自己的风格，具有浓浓的
乡土气息，运用了大量富含历史信息
的方言，语言鲜活有节奏，叙述有很
强的画面感、镜头感，能担得起晋南
文化的代言，受到很多文学爱好者的
好评。

宁志荣、王胜观、杨星让、刘锁
爱、管喻、刘学生、郭昊英、孙芸苓、曹
向荣、姚灵芝等也都先后分享了自己
的阅读感受和创作体验。

《南风薰兮》新书评论暨
散文创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乔 植）探寻华
夏文明起源，触摸池盐文化根脉。近
日，盐湖区实验小学走进河东池盐博
物馆，开展“走进博物馆——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在
博物馆了解“盬”盐的由来、盐池
的历史演变、盐池产盐等内容，听
池盐故事、看池盐历史，孩子们认

真聆听，亲身感受运城五千年的池
盐文化。

探源古河东，感知新运城。博
物馆之旅，既让孩子们在实践中零
距离了解了池盐的历史，品味池盐
文化的魅力、感受盐运之城的变迁，
同时也增加了孩子们的知识，开阔了
他们的视野，更强化了“传承河东文
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意识。

盐湖区实验小学走进

河东池盐博物馆开展主题教育
青少年在永济博物馆参观。

永济博物馆展厅。

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
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一级文物。

碑额一圆穿，穿下篆书“大隋河东郡首
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主要记述隋
文帝在栖岩寺建舍利塔做道场的宏大
场面。1979 年，其入选第一批全国书
法艺术名碑。

齐腰襦裙、琵琶飞袖、点绛红唇
……4 月 12 日，60 余位汉服爱好者在
运城体育公园开展游园活动，为体育
公园增添了一抹亮色。

近年来，汉服文化在运城年轻人

中形成一种新的风潮，让运城多了几
分传统文化的意蕴，激发出文旅发展
活力，助力运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
展。

特约摄影 郝 健 摄

工作人员为游客讲解。

本栏图片均由永济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