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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 炎）近日，“携手
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山西省第四
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在长治市举
行。我市 6 名选手获奖，其中盐湖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推荐的志愿讲解员郭博
文、运城博物馆志愿讲解员李昭蓉获评
优秀志愿讲解员。

此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
研究院、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省文物局、省总工会共同主办，全
省各地市推荐了 157 名专业和志愿讲解
员参赛。通过初选、初赛选拔，63 名参
赛选手进入决赛。决赛最终评选出金牌
讲解员和金牌志愿讲解员各 5 名、优秀

讲解员和优秀志愿讲解员各 10 名、5 名
专业组个人单项奖与 7 名志愿组个人单
项奖。

决赛中，我市参赛选手稳定发挥、各
展风采。最终，盐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推荐的志愿讲解员郭博文和运城博物馆
志愿讲解员李昭蓉获评优秀志愿讲解
员，临猗县傅作义故居保护中心讲解员
卢海蓉和永济市开张镇虞临永第一支部
旧址志愿讲解员张米兰获得最佳风采
奖，永济市博物馆专业讲解员杨凯获得
最佳表现奖，平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推
荐的志愿讲解员李淑媛获得最佳新人
奖。

我市6人在全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记 者 董战轩）6 月 22
日、23 日晚，央视科教频道（CCTV-
10）《味道》栏目分两期播出《我的家乡
菜·河津篇》，引发广大观众和网友的
热烈反响与广泛好评。

据了解，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科教频道创办的一档美食文化探
索类全媒体栏目，《味道》 围绕“与
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
乡愁记忆”的定位，运用“美食+”
的全媒体思维，以“让生活更有味”

为宣传口号，关注中国美食生态，荟
萃中华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品
味 美 好 生 活 。 除 电 视 终 端 外 ，《味
道》 栏目根据不同互联网平台的传播
特点，生产多个版本的新媒体视听产
品，同步在央视频、央视网、微博等
多个新媒体平台上线。近期播出的

《我的家乡菜·河津篇》 中，《味道》
栏目“味道调查员”带领广大观众和
网友“走进”河津，共同品味颇具地
方特色的河津美食，了解每道河津特

色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风土人情，
领略河津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与活
力。

据介绍，在立足栏目属性创新策
划、深入沟通的基础上，央视《味道》
栏目组于日前走进河津，围绕杏仁面、
石子饼（干馍）、“猫耳朵”、凉拌鸡肉、
油饼、“鱼跃龙门”（糖醋黄河鲤鱼）、山
底臊子面、鸡丝粉条、砂火锅、猪肉大
葱拌面菜、河津八大碗等河津特色美
食开展采风拍摄，用镜头聚焦河津特

色美食、宣传河津特色文化。
《我 的 家 乡 菜 · 河 津 篇》 的 播

出，不仅是对河津特色美食的精彩呈
现，更让大家直观了解了河津乃至运
城丰富的饮食文化和风土人情。在此
基础上，该节目将进一步提升河津特
色美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众多
食客前来品尝这些美味佳肴，亲身感
受河津的独特风情，为加快推动区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与
机遇。

央视《味道》栏目聚焦河津特色美食

本报讯 （记 者 冯革才） 6 月 23
日，盐湖区盐湖文化研究会组织部分文
史专家学者，深入芮城县开展古魏城实
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挖掘、整理出
更翔实、更系统、更有深度和价值的史
料，推动魏国历史文化研究不断深入。

古魏城遗址位于芮城县古魏镇柴涧
村、城南村一带，2013 年国务院公布
古魏城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遗址区域内，现有永乐宫、广仁
王庙两处国保单位坐落其中。历经数千
年历史变迁而保存下来的古魏城遗址，
不仅是研究我国早期城址的宝贵实证，

也为后人研究芮城历史留下了厚重的历
史资料和文化财富。

当日，10 余名文史专家和学者冒
着酷暑，来到遗址源头实地察看，和当
地古魏文史学者深入探讨。“通过此次
古魏城遗址考察活动，我们感受到中国
的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和新时代的发展
是紧密相连的，不曾被割裂。”盐湖区
盐湖文化研究会负责人梁孟华说，研究
会将继续厘清古魏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图，深入研究古魏国历史人物关系和空
间“位置图”，积极扩大影响圈，做好
古魏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盐湖文化研究会芮城探访古魏城

本报讯 6 月 21 日 ， 市 延 安 精
神研究会、市文旅局、山西省蒲剧
艺术院、景雪变工作室在市文旅局
召 开 《狱 中 大 豆 谣》（暂 定） 剧 目
创编会。

会议介绍了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在
研究延安精神、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工作
中，发现我市康杰中学退休教师——
有“活着的小萝卜头”之称的罗力立
的感人事迹，在多次拜会并取得罗力
立同意后，决定根据罗力立的自传体
纪实文学 《大豆谣》 筹拍一部同名微
电影，同时与景雪变工作室合作，创
编排演一台儿童蒲剧。

罗力立的父亲罗云鹏，1938 年
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被中央派任中
共甘肃工委副书记，1940 年甘肃工
委遭到破坏，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后壮
烈牺牲。母亲樊桂英 （甘肃工委妇委
会组织委员） 与刚出生 8 个月的罗力
立同时被捕入狱。狱中的共产党人和
爱国人士，教她识字、唱歌、跳舞，
同狱难友王洛宾曾针对罗力立的苦难
经历创作了一首 《大豆谣》 儿歌。罗
力立几乎与 《红岩》 中的“小萝卜
头”宋振中的经历完全相同，都是出

生 8 个月大入狱，在狱中艰难困苦条
件下生活成长，目睹和经历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残暴兽行，同时也在父辈共
产党人的感召教育下成长成熟起来，
在狱中成了秘密小交通员，为党做了
大量工作。所不同的是宋振中在狱中
被国民党杀害，成为我国最小的一名
烈士。而罗力立侥幸活了下来，被称
为“活着的小萝卜头”。解放后，在
党的关怀下，她考上了大学，毕业后
成为我市康杰中学一名优秀的人民教
师，直到退休。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认为，罗力立
事迹和她撰写的回忆录 《大豆谣》 是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难得的
好教材。通过影视、喜剧等艺术形式
来再现和宣传她的事迹，对广大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具有很强的革命传统教
育和现实教育意义。

编演优秀蒲剧儿童剧是景雪变工

作室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通过舞台
艺术形式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讲好
革命故事，这也是当代戏剧工作者的
重大责任。去年底，景雪变工作室在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工作会上得悉筹拍

《大豆谣》 微电影信息后，立马意识
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即时提出
创编蒲剧儿童剧的意愿，决心将其作
为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一部蒲剧艺术精
品。从今年年初开始，景雪变已聘请
我市著名编剧组成了专业编创团队，
会上还介绍了剧本编创过程及心得体
会 。 著 名 编 剧 高 吉 林 从 今 年 1 月 接
手，在反复研读罗力立写的两本回忆
录 《大豆谣》 与 《黄河在召唤——罗
云鹏传》 后，利用三个月时间即创作
出 《活着的小萝卜头》 剧本第一稿，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和景雪变工作室先
后分别召开了 5 次剧本编写座谈会，
提出了修改意见，目前剧本已改到第

四稿，暂定名 《狱中大豆谣》。
在编创修改过程中，编创人员最

终形成共识：“活着的小萝卜头”故
事发生地虽在兰州，但罗力立和她母
亲都是运城人，且罗力立出狱后回到
老家一直生活工作到现在，这是我们
运城的一份独特红色资源；同时也是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弘扬延安精神、传
承红色血脉、研究和传承延安精神的
特有资源。将红色故事与地域剧种有
机融合，用蒲剧讲好红色故事。此剧
的主题思想，重在展现狱中共产党人
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精神追求与

“活着的小萝卜头”的性格塑造和成
长。既要写她在狱中险恶环境下的屈
辱和苦难，更要写出她在共产党人教
育影响下的成长和智慧。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荆青莲
说，“非常感谢市文旅局对 《狱中大
豆谣》（暂定） 蒲剧剧目的认可和支
持 。 希 望 几 家 合 作 单 位 通 力 配 合 ，
再邀请一些国内戏曲编剧名家把剧
本进一步提炼打磨好，以尽快进入
排演阶段，向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献
礼”。

（李新潮）

蒲 剧《狱 中 大 豆 谣》加 快 创 编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千古名篇随翰墨倾泻而出，参观者得以在一笔一画
中窥见黄河的奔腾浩荡。

6月 22 日上午，水墨河东美术馆，“大河之声”——新
时代黄河流域精品书法艺术巡展开幕，展厅内汇聚一众
书法爱好者，在一幅幅极具特色的书法作品前驻足欣
赏。

滔滔黄河水，自西向东流淌一路文脉，从古至今，为
文人墨客带来挥不去的浓浓情思。诗仙李白将进酒赠
裴十四，王之涣凉州词登鹳雀楼，看“天上来”的黄河水
笔走龙蛇，饱蘸着墨汁抒写作者心中情绪。“本次巡展展
出书法作品 110 余件，汇集全国书法名家与河东书法名
家，包括了真、草、行、隶等多种书体。作品风格多样，展
现着书法艺术家们心中的黄河。”运城市书法家协会主
席卫立钧介绍，本次展出河东书法名家 30 余件书法作
品，更加凸显河东大地对黄河故事的讲述。

行笔间张弛有度、潇洒飘逸，墨汁在书法家的演绎
下，成为灵动的讲述者。中国书协副主席顾亚龙所作的

《登鹳雀楼》，以行云流水的行草书，展现出登高远望，看
大山与大河碰撞下的千古豪情。在巡展中，还有不少写

《登鹳雀楼》的书法作品，书体多样，件件都可以窥见创
作者自身的浓重情感，最后化作笔锋，讲述着黄河故事。

黄河奔腾不息，孕育万物，泽被大地，形成气象万千
的黄河胜景，孕育了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这些故事，
被书法艺术家们用笔墨得以讲述、展现。在一次次对黄
河的深情书写中，作品也离不开“大河之东”的元素，正
如一次次被书写的千古名篇《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就
是河东人，诗人所登的鹳雀楼，正在永济。正如盛唐的
气韵一般，黄河的魅力也被永远留在诗文里，书法的艺
术魅力，同样也彰显着河东气韵。“提起黄河滔滔、青山
绵绵，人们很难忽视《登鹳雀楼》。”参观者李女士说起展
览里一幅幅气势磅礴的《登鹳雀楼》，让人不禁吟诵出诗
句的同时，也赞叹每一位书法艺术家对诗篇与黄河的理
解，“在河东，看河东故事，赞叹黄河故事，是一种享受。”

“巡展原本要展出作品 220 余件，因场地限制，最终
只展出了 110 余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美术与书法学院
副院长陈培站表示些许遗憾，“但本次巡展作品中有 30
余幅是来自运城书法名家的，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书
法交流，看本地书法家所讲述的黄河故事。”

“曲阜师范大学是该巡展的首展地，第二站就来到
了运城。巡展计划走进沿黄九省（区），在泼墨挥毫中传
黄河之韵。”陈培站强调在运城巡展的重要性，因为运城
与黄河息息相关，河东文化离不开水的滋养，在河东厚
重绵长的历史文脉里，足以看见古老又奋进的中国。

该巡展策展人周大鹏在一旁强调：“该项目为国家
艺术基金 2024 年度唯一立项的黄河主题类书法巡展项
目，每一件作品都在讲述黄河，每一处巡展地都离不开
黄河水的滋养。”

王陆、李盛泉等河东书法名家的书法作品依次展
出，或磅礴、或潇洒、或雅致，他们讲黄河、讲河东、讲蒲

津渡大铁牛……“书法作品要注入创作者自身情感，每一个字都是有气息的，每一处
笔墨都饱含情感，这就是‘书为心画’。”河东书法名家刘鹏斌讲述用笔、结构、章法的
巧妙之处，“作品表达出情绪，才称得上‘述情达性’。”

“书法很重要，多看多感受才能体会到用笔的玄妙。”市民杨慧珍一家四口来看
展，她在一幅幅书法作品前为孩子高潇炀讲述着笔下奥妙，“你看这一横多出来，不是
因为写坏了，而是书法家自身的表达，再从整体看，就能发现作品里的态度与情绪。”
高潇炀是一名 9 岁的书法“练习生”，6 岁开始学习书法，从隶书入门，他说：“我对书法
很感兴趣，喜欢书法，所以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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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一句话、一件事，稍纵即
逝的某个瞬间，吕魁创作的灵感不断
迸发，这位运城青年作家注意到的，不
只是驱散了黑暗的那束光，更是光照
亮后，充满张力空间里的无限视野。

有读者说，吕魁城市文学小说中
那些不清晰的画面、瞬间的情绪以及
失去的难过，都会带来被感动的瞬间，
深刻体会后的愉悦。6 月 22 日，运城籍
青年作家吕魁带着个人价值观及对人
生的理解感悟，为读者奉上中篇小说
新作《微醺时各怀心事》。在由北岳文
艺出版社、市作家协会、盐湖区党群服
务中心联合主办的《微醺时各怀心事》
新书分享会上，《山西文学》执行主编
陈克海、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手指
共同探讨这场新时代文学晋旅。

现代文学的某一类题材划分为乡
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在一些人的印象
中，山西的乡村题材小说享誉文坛，最
为典型的就是植根于山西农村的“山
药蛋派”，坚韧厚实的黄土下，农村人
生命力是独有的，破天荒的。文学总带
有时代的印记，在文学的转型阶段，受
民间文学的影响，山西涌现出了许多
以城市、城乡融合等题材为创作方向
的青年作家，“80 后”作家吕魁正是其
中之一，他的创作以城市题材为主，刻
画出了一群新时代的青年生存状态，
展示着青年的困境，以及他们与时代
的同步脉动。

创作是源于真实故事的艺术加
工，城市文学还具备山西现实主义文
学的底蕴么？书写当下的生活、写熟悉
的时代，仍是创作的主旋律之一。当今
世界的小说旨在为读者带去独到的体
验，这就是文学特别打动人所在。陈克
海分享了他对城市文学所抱有的期
待，“写作是作者面对真实的过程，一
本倾注了心血的小说，总会塑造读者

对世界认识和生活秩序的观念。不同
类型、题材的作品往往能拓宽读者视
野，而城市文学表现更大的包容性、自
主性，让读者进一步获得不同的真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山西城市文
学提供了陌生经验，许多人从中能寻
找差异化、陌生化、个人化的体验”。

吕魁敏锐地观察着生活，触摸生
活的颗粒度，他的作品回答了“城市里
面有什么”的问题，这些成色有温度的
作品打动着读者，也让作家自己被感
动。“读过我的小说后，总有读者反馈
被熟悉的感觉‘击穿’。他们的故事主
线明了，却又不完全清晰。这些故事原
型都源于周围，随意的谈话、偶遇的场
景、熟人的往事，在观察到的人生百味
中，他们的故事和影子无意识地涌入
到创作中。故事内容有限，传达的却是
无限的远景。”

评论家徐刚将吕魁某段时期的作
品概括为“后青春时代的日常叙述”。
吕魁写得更多的是“80 后”青春期症
候褪去后短暂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作
家张楚曾说吕魁的小说“有直面这个
时代或者说正面强攻这个时代的勇毅
和气力。在时代沉疲的叹息声中打捞
那些失意的种子、散落的油彩和被时
光抛弃的诗意”。在吕魁的创作中，可
以看到北方四线城市人到中年的困
扰，不同年龄阶段的困惑与无力，也不
乏温暖的故事……他细微地剖析着当
代人内心的隐秘，展示日常生活中自
然的情绪，真实而又深刻。《小染》《信
仰在空中飘扬》《去乌兰巴托》，记录了
身边朋友的故事，刻画他们的矛盾与
冲突，期待与彷徨。

小说，尤其是名家著作总是不经
意探讨人类人性。吕魁的都市小说在
人与人显化或隐性的关系下展开叙
事。《失眠便利店》是年轻人无疾而终

感情的哀歌；《托斯卡纳》目光拉回到
故乡运城，其中有大量有关城市的描
写；《散伙饭》《托斯卡纳》《我略知她一
二》《微醺时各怀心事》《总有人路口先
走》等小说打造了马山“生活圈”，传神
地写出了以主人公马山为代表的青年
困境——孤独与耐性，敏感与骄傲。

在一个个令人心醉的都市青年故
事里，读者看到都市文学的现代性与
时尚感，看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
市的包容与多元。2019 年，吕魁回到
山西运城生活，此后更多的灵感源自
家乡运城，运城在吕魁的创作中扮演
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出生地是作家创
作植根最深厚的土壤，“当我离开运
城，在北京求学，在上海、杭州的工作
经历让我收获了一段宝贵的经验、独
特的体验。”吕魁说，“以《火车要往哪
里去》为例，县城是规模单位最小的城
市，小城市的人来到上海后，与周遭环
境的冲突，是我想要探讨的内核。”

运城对吕魁来说是一方精彩的舞
台。“家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书中收
录的细节、场景就是家乡生活的真实
写照。”他说。

小说《在鼓楼》以始建于明代的运
城鼓楼重建为故事背景。此前的作品
中，吕魁会刻意模糊化城市的名字，在

《在鼓楼》里，他第一次实打实写运城。
在吕魁的童年记忆里，只记得鼓楼断
壁残垣，仅剩下残存的古建遗址，当他
重新站到修缮一新的鼓楼前，恰巧听
到一对青年男女相逢的故事。“那一
刻，重相逢的男女与重修后的古建巧
妙同时‘在场’，这样的巧合难以用语
言形容，似乎带有宿命的意味。这一刻
的场景，充满无数的诠释，似乎有无穷
值得探索的角度。”

这个时代，慢的人反而走得快。
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名篇 《乞力马扎罗
的雪》 写道：“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
拔 19710 英 尺 的 高 山 ， 山 巅 终 年 积
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
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
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
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
方去干什么，没有人做出过解释。”
吕魁将自己已完结的作品比作山上的
豹子，创作完成后作品前景如何，能
否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也“没有人做
出过解释”。不过，吕魁仍把写作视
为乐趣和爱好，那是按捺不住激情
的、由衷感到愉悦的生活方式。他将
继续阅读，耐心创作，“重要的是，
故事本身的完整性以及是否用较为干
净简洁的文字呈现出来，如果能做
到，那就够了。”

穿行，作家吕魁的“故事河东”
——运城青年作家吕魁《微醺时各怀心事》新书分享会特写

文/图 本报记者 游映霞

“大河之声”——新时代黄河流域精品书法艺术巡展现场。（资料图片）

6 月 20 日，市委讲师团宣讲专
家库成员、《嘉康杰》作者杜流程为
我市银行保险业协会开展红色教育
专题讲座。

宣讲会以“康杰精神 闪耀河
东”为题，系统阐释了“对党忠诚、人
民至上、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康
杰精神”的丰富内涵，用嘉康杰的名
言 和“ 三 性 ”“11 个 唯 一 ”“ 三 段 道
路”“三个比喻”对嘉康杰一生走过
的光辉革命历程作了生动的注脚，
让广大干部职工深切感受到无产阶
级革命家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不
朽精神，接受了一次触及心灵、直抵
灵魂的思想教育。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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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醺时各怀心事》新书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