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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济市城东街道孙常
村 南 中 条 山 下 ， 一 个 名 叫

“西天沟”的地方，有一块
家训碑—— 《唐故同州河西
县丞赠虢州刺史太常卿天水
赵公神道碑并序》。

此 碑 于 唐 大 历 四 年
（769） 刻 石 ， 元 延 祐 五 年
（1318） 重刻。至今千年过
去 ， 却 依 然 矗 立 在 田 间 乡
野，经受时光的考验，散发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缕缕
芳香。

家 训 碑 中 的 “ 赵 公 ”，
即 赵 睿 冲 （660—711）， 出
身于官宦世家，官至同州河
西县 （今陕西省大荔县） 县
丞，赠虢州 （今河南省灵宝
市） 刺史、太常卿，隋唐天
水赵氏在河东 （山西永济）
赵君煦家族的分支。当年河
西 县 受 灾 ， 朝 廷 发 放 赈 灾
款，赵睿冲因赈灾款受奸贼
迫害，回孙常村隐居终老。
嗣后，赵睿冲后人官至太子
太保，为其平反并立此碑。清
光绪《山西通志》载，“太常卿
赵睿（浚）冲墓……并在虞乡
县西五老原”。如今墓葬早
已封土夷平，地表现存神道
碑 1 通。碑青石质，螭首长
方 形 ， 圭 形 额 竖 3 排 篆 刻

“唐赠太常卿天水赵公神道
碑”。碑阳主要记述赵睿冲
生平事迹，碑阴记述赵氏世
袭官爵及坟茔方位。由邵说
撰文，王瑀书丹并篆额。

邵 说 （生 卒 年 不 详），
唐文学家。相州安阳 （今河
南安阳市） 人。玄宗时举进
士 。 安 史 之 乱 起 ， 投 降 叛
军，为史思明判官，后事史
朝义，曾掌兵权。朝义败，
邵 降 于 军 前 ， 郭 子 仪 爱 其
才 ， 留 于 幕 府 ， 累 迁 长 安
令，秘书少监，德宗即位，
擢为吏部侍郎、太子詹事。邵说有
才干，然依附权贵，贪财奢侈。与
御 史 大 夫 严 郢 友 善 。 建 中 三 年

（782），严郢被逐，邵说劝朱泚上疏
申其冤，并代拟奏疏，因贬为归州

（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刺史，卒
于归州。

千年丰碑今犹在，民众尚崇赵
德公。

这里，笔者之所以说该碑散发
着浓郁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缕
缕芳香，是因为乍看普普通通的家
风家训，却体现出一种磅礴大气、
深邃哲理的千年古道遗风。

其一，传承家风，自幼志向宏
大。碑载：“自渭源四代，咸著清
德。洎公纂承，嘉闻益彰。志业贞
简，形仪朗异。以孝友谨敬，协柔
昆弟；以义礼诚纯，接奉朋交。文
蔚行茂，显于当世。”碑 文 大 意 是
说 ， 自 渭 源 四 代 以 来 ， 赵 睿 冲 的
四 代 先 辈 们 都 注 重 道 德 修 养 ， 寡
欲 清 心 ， 品 行 良 好 。 到 赵 睿 冲
时 ， 传 承 家 风 家 训 ， 自 幼 潜 心 学
问 ， 熟 读 四 书 五 经 ， 志 向 远 大 宏
伟 ， 守 正 而 清 简 ，形 仪 且 出 众 ，孝
敬老人，关爱兄弟，结交良友，为人
宽厚，德行美好，才华横溢，为日后
赵氏家族的显赫高贵奠定了基础。

其二，继往开来，矢志建功立业。
碑载：“天后时应明堂大礼科，上异其
对，授陕州陕县尉，转汾州平遥尉。嚣
剧之地，以干敏称。秩满从调，吏部侍
郎萧至忠以公所试超等，授大理评
事。公迫于禄养，请署同州河西丞，甿
辑 吏 肃 ，剧 贼 遁 逋 ，伏 奸 不 兴 。”据

《中国考试大辞典》载，在武则天时
代，赵睿冲应邀参加明堂大礼科考
试 中 举（该 科 目 唐 永 昌 元 年〈689〉
设），皇帝任命他为陕州陕县尉，后
转 汾 州 平 遥 尉 。期 间 ，他 积 极 辅 佐
县 令 治 理 县 政 ，宵 衣 旰 食 、朝 乾 夕
惕 ，精 明 能 干 、正 直 聪 敏 ，成 绩 优
异 、表 现 杰 出 ，拘 拿 盗 贼 、惩 恶 扬
善，为人正直、除暴安良。在他精心
治 理 下 ，全 县 强 悍 贼 寇 逃 亡 消 失 ，
坏 人 坏 事 顿 为 减 少 ，农 人 勤 奋 耕
种 ，商 贾 生 意 兴 隆 ，为 县 域 社 会 太
平、百姓安定建功立业。

其三，崇德向善，子孙弘扬家训。
碑载：“德积于微，业成而彰。先时蹇
舛，玄羡其昌。于烈赵公，亶惟贞良。
□修行学，显茂家邦。施子及孙，再世
以光。登朝就烈，佩玉锵锵。泽洊本
根 ，沃 润 黄 肠 。有 苾 遗 风 ， 久 逾 馨
香。于斯篆刻，裕美无疆。”大 意
是 说 ， 美 好 的 德 行 要 从 一 点 一 滴
积 累 而 成 ， 方 可 成 就 辉 煌 不 朽 的
业 绩 。 所 以 ， 一 个 人 只 有 坚 持 勤
奋 学 习 ， 重 视 德 行 修 养 ， 勤 勉 做
事 ， 克 服 困 难 ， 发 愤 图 强 ， 诚 恳
待 人 ， 这 样 才 能 建 功 立 业 ， 光 宗
耀 祖 ， 延 祚 后 人 ， 福 泽 家 乡 ， 美
好 无 比 ， 芳 香 弥 久 ， 青 史 留 名 ，
福寿无边。

正如碑文记载那样，即便是在
赵睿冲病重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
忘、谆谆告诫长子赵良器、次子赵

良弼等诸多家眷：“以
吾 祖 宗 之 福 丰 庆 演 ，
固 不 当 湮 抑 沦 废 ， 意
尔 曹 尔 嗣 ， 其 将 必 有
达 人 。” 大 意 是 说 ，
我 们 的 祖 先 勤 勉 奋
进 ， 积 福 行 善 ， 给 后
人 打 好 了 基 础 ， 你 们
不 要 只 管 享 福 作 乐 ，
而 要 继 续 传 承 家 风 ，
发 愤 努 力 ， 以 后 必 将
出 现 达 官 显 贵 的 人 。
他 的 子 孙 们 受 其 教
诲 ， 严 遵 家 教 ， 勤 勉
学 做 ， 严 谨 处 世 ， 功
勋 卓 著 。

长 子 赵 良 器 曾 任
中 书 舍 人 、 太 子 少 傅
等 官 职 ； 赵 良 器 的 几
个 儿 子 分 别 任 御 史 中
丞 、 行 军 司 马 、 施 州
刺 史 、 吏 部 侍 郎 等 官
职 ， 忠 心 报 国 ， 显 赫
一 时 。 次 子 赵 良 弼 才
华 出 众 ， 先 后 任 陕 、
华、抚等 7 个州刺史、
御 史 中 丞 、 岭 南 浙 东
两 道 节 度 使 、 太 子 宾
客 、 扬 州 大 都 督 等 ，
官 职 显 赫 ， 名 震 朝
野 ； 去 世 后 ， 坟 茔 埋
在 距 此 西 北 31 里 处 的
元 后 岗 ， 碑 文 由 时 任
刑 部 尚 书 、 曾 在 乾 元
元年 （760） 从同州刺
史转任蒲州刺史 6 个多
月 的 大 书 法 家 颜 真 卿
撰 。 真 应 了 赵 睿 冲 临
终 前 耿 耿 于 怀 、 牵 绕
在 心 “ 必 有 达 人 ” 的
千 古 遗 言 ， 赵 氏 一 家
成 为 河 东 当 地 名 门 望
族。

“德积于微，业成
而彰”，这一充满了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和 辩 证 唯

物主义思想的至理名言，被孙常村
村民耳闻目睹、辈辈相传，深刻领
悟、尊为至崇，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孙常村有一座名闻华夏的延祚
寺 （亦称大锅寺），就是五代十国

（907—979） 年间，孙常村村民弘扬
救 死 扶 伤 精 神 ， 推 崇 侠 义 仁 勇 风
尚，因救治穷困潦倒、命悬一线的
赵匡胤有功，宋太祖登基后敕令修
建而成的河东名刹。千百年来，受
此种文化影响，孙常村文化源远流
长，文脉气息浓厚，鼎盛时期，文
庙、结义庙 、 三 官 庙 等 庙 宇 多 达
20 余 个 ， 几 乎 每 个 巷 都 有 。 元 明
清 时 ， 一 两 千 人 的 村 子 里 ， 家 戏
班 子 就 有 好 几 个 ， 文 化 演 职 人 员
近 百 人 。 村 民 崇 德 向 善 ， 民 风 淳
朴 ， 耕 读 传 家 ， 接 续 奋 斗 ， 先 后
走 向 全 国 各 地 乃 至 世 界 五 大 洲 的
仁 人 志 士 成 百 上 千 ， 涌 现 出 了 一
大 批 精 英 人 才 ， 真 可 谓 侠 义 人 物
无 数 ， 仁 勇 之 士 滔 滔 。 无 论 是 唐
宋 以 降 的 封 建 帝 王 时 代 ， 还 是 随
刘 邓 大 军 南 下 云 贵 川 、 彭 贺 元 帅
西 征 陕 甘 宁 的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 他
们 将 “ 德 积 于 微 ， 业 成 而 彰 ” 的
理 念 融 合 在 自 己 的 灵 魂 深 处 ， 用
血 肉 之 躯 激 发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 助
推 中 华 民 族 前 进 步 伐 ； 用 聪 明 智
慧 赓 续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西 天 沟 ” 亦 称 “ 官 道 壕 ”，
是解州 （今运 城） 盐 池 千 百 年 来
销 往 西 京 长 安 、 东 都 洛 阳 的 通
衢 大 道 。 以 此 碑 地 理 位 置 为 中
心 的 官 道 周 边 ， 孙 常 村 村 民 依
据 地 理 形 势 ， 修 建 了 许 多 以 窑
洞 、 房 舍 为 主 的 茶 楼 酒 肆 ， 宾
客 东 来 西 去 ， 饮 食 茗 茶 ， 歇 脚
蓄 力 ； 店 主 迎 来 送 往 ， 热 情 待
客 ， 生 意 兴 隆 。 从 原 虞 乡 县 到
原 永 济 县 号 称 “ 四 十 里 铁 胡
同 ” 的 古 官 道 ， 两 旁 尽 是 郁 郁
葱 葱 、 生 长 茂 密 的 柏 树 、 柿
树 、 梨 树 等 植 物 ， 人 们 举 目 望
去 ， 根 本 看 不 见 南 边 气 势 雄
伟 、 巍 峨 高 大 的 中 条 山 。 即 便
是 在 盛 夏 三 伏 、 烈 日 炎 炎 的 季
节 里 ， 虽 无 陶 渊 明 笔 下 “ 采 菊
东 篱 下 ， 悠 然 见 南 山 ” 的 优 美
意 境 ， 但 却 会 给 匆 匆 远 行 的 人
一 种 官 道 满 目 青 翠 、 林 深 身 体
自 凉 的 惬 意 舒 适 之 感 ， 激 励 自
己 趁 时 好 赶 路 、 阔 步 奔 远 方 的
壮 志 豪 情 。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唐故同
州河西县丞赠虢州刺史太常卿天水
赵公神道碑并序》就被永济县人民政
府（永济 1994 年 1 月撤县设市）公布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碑的唐隶字
体，古朴遒劲，体式严整，工整优美，
备受广大书法爱好者喜爱。2021 年 8
月 4 日，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该碑正在进
行安防信息监控平台建设，届时将
纳入“全天候”24 小时监控系统，
实现“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
确保文物本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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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牛嘉荣）近日，我市
推出中条山旅游廊道。旅游攻略为三天
两晚，行程丰富，将解州关帝祖庙、五龙
峪河道、常平关帝家庙、运城盐湖、河东
池盐文化博览园、凤凰谷景区、乡遇·刘
范等串联起来，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河
东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与惬意的城市
生活。

第一天为“探寻关公文化”之旅，推
荐游览解州关帝祖庙、五龙峪河道、忠
义街、常平关帝家庙、云兮故里民宿，并
推荐沿途美食羊肉泡，让游客在游庙、
赏景的过程中领略关公故里的忠义千
秋。

第二天为“探寻盐文化”之旅，该线
路将视角聚焦在运城盐湖周边，串联起

纵横交错的堤埝、观景平台、盐湖湿地
公园、“盐湖 006 号灯杆”，将运城盐湖的
山湖之景尽览眼底；紧接着推荐河东池
盐文化博览园，在参观游览河东池盐博
物馆、中禁门广场、池神庙中体悟盐运之
城的历史荣光；凤凰谷景区、乡遇·刘范
作为当天旅程最后一站，站在山顶俯瞰
盐湖，漫步刘范感受城市中的宁静与舒

适。
第三天为“看乡村野趣 品人文美

景”之旅，推荐游客来到东郭镇，游览
蚩尤文化园，寻找华夏往事；再到掐
丝珐琅釉画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领略非遗的浪漫与精致；在岚山根小
吃街饱餐一顿，品尝运城 13 县 （市、
区） 的特色小吃。

除此之外，中条山旅游廊道还包括
关帝圣像景区、南山新境市民广场、河
东成语典故园等打卡景点，让游客在沿
着 郁 郁 葱 葱 中 条 山 的 路 途 中 ， 感 受

“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的魅力。

我 市 推 出 中 条 山 旅 游 廊 道

本报讯 （记者 牛嘉荣） 6 月 23
日 ， 我 为 运 城 代 “ 盐 ” 城 市 巡 游 活
动 推 出 夏 季 限 定 草 坪 音 乐 会 ， 中 心
城 区 的 池 神 庙 景 区 被 夏 日 的 音 浪

“ 点 燃 ”。 据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介 绍 ，
夏 日 限 定 草 坪 音 乐 会 将 在 6 月 28 日

举行第二场。
夏季限定草坪音乐会上，我市本

土歌手与校园歌手轮番登场，配合舞
台效果，为市民游客带来声、光、电
相结合的沉浸式音乐秀，共同感受夏
日的运城盐湖、晚风、草地、星空，

在音乐中领略“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
运城”的热情与魅力。

据悉，除过浪漫热闹的音乐，市
文旅局还为市民游客准备“粉—啵”
城市巡游车，以丰富活动体验。冰箱
贴、文创袋、七彩盐湖香片、好运透

卡、七彩扇、主题太阳花……蕴含着
七彩盐湖深厚底蕴的文创产品一一亮
相，市民游客可与城市巡游车互动，
畅玩运城的同时为运城代言。

我为运城代“盐”系列活动于 6 月
9 日正式启动，包括漫游运城古建旅、
寻找美食“三剑客”、寻找最美打卡点
等 活 动 ， 游 客 可 集 齐 运 城 1 处 “ 国
宝”、2 类美食、3 个最美打卡点并分享
至抖音平台，即可解锁“带盐人”身
份。

夏季限定草坪音乐会火热开展中

本报讯 （记者 赵卓菁） 在“七
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市文化馆的文
化志愿者来到盐湖区鼎鑫华府社区进
行慰问演出，为群众送文化、送欢
乐、送祝福。

演出在开场舞 《盛世欢歌》 中
拉开序幕，小合唱 《堂堂正正一辈
子》 表达了正直做人、对党忠诚的
精神，男声独唱 《三峡情》《幸福阳
光》《一条小河》《幸福到永远》 等

节目，歌唱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与人
民的美好生活，电吹管独奏 《骏马
奔 驰 保 边 疆》、 歌 曲 《把 一 切 献 给
党》、 小 合 唱 《唱 支 山 歌 给 党 听》、
舞 蹈 《再 唱 山 歌 给 党 听》、 歌 伴 舞

《党 旗 颂》 等 精 彩 节 目 一 一 上 演 ，
演出精彩纷呈，台上的志愿者与台
下 的 观 众 一 同 唱 起 最 熟 悉 的 旋 律 ，
现场气氛热烈。特别是蒲剧名家武
俊 英 演 绎 的 蒲 剧 《西 厢 记》《寇 夫

人》 选 段 ， 赢 得 了 观 众 的 阵 阵 叫
好。

据悉，市文化馆的志愿小分队近
年来为革命老区、部队、社区等送上
的文艺演出已有上百场，受到群众的
热烈欢迎。“运城市文化馆将继续组
织开展送文化走基层活动，努力满足
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弘扬正能量，
传播主旋律。”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
说。

市文化馆“庆七一”演出进社区
本 报 讯（ 记 者 郭

华）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
开拓进取、敢于担当、奋发
有为，6 月 25 日，绛县卫庄镇
举办“以笔墨之意 书时代
豪情”庆“七一”书画展。

本 次 书 画 展 共 展 出 各
类书画作品 60 余幅。作品
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书画
家们以书言志、以画寄情，
作 品 充 分 展 现 了 祖 国 的 山
河 风 貌 ， 热 情 讴 歌 了 党 的
丰 功 伟 绩 ， 描 绘 了 百 姓 的
美 好 生 活 ， 生 动 展 现 了 卫
庄镇的发展新貌。

此 次 书 画 展 不 仅 为 广
大 书 画 爱 好 者 提 供 了 一 个
相 互 切 磋 、文 化 交 流 的 平
台，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
术 形 式 展 现 了 卫 庄 镇 新 时
代 精 神 风 貌 。下 一 步 ，绛 县
卫 庄 镇 将 持 续 推 进 文 化 建
设，开展形式多、接地气、暖
民 心 的 文 化 惠 民 活 动 ， 切
实 丰 富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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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东成语典故园广场上，矗立着
一座硕大的竹简形制雕塑。雕塑上标
注的“河东成语典故园”的字样，揭示这
里展示的正是河东历史文化，60 座（组）
雕塑艺术无声讲述着这片热土的峥嵘
时光。

“深厚的历史文化，组成了河东运
城的根与魂。”盐湖区一位市民讲起运
城的文化历史侃侃而谈，“因盐而兴、因
盐 建 成 、因 盐 而 名 ，说 的 就 是 我 们 运
城。”

运城地处晋南，运城盐湖孕育河东
早期的文化繁荣，见证历史文化变迁。
运城盐湖的历史有多悠久，河东文化的
起源就有多早。历史上，这里作为“表
里山河”与关中平原的缓冲地带，黄河
文 化 、中 原 文 化 、三 晋 文 化 在 这 里 交
会。几千年来，轰轰烈烈的智慧创造，
为这里带来了河东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

深厚的文化积淀，遍地是“国保”的
厚土，谈到运城文化，著名学者、复旦大
学教授钱文忠在 2022 年山西省第八次
旅游发展大会暨第 33 届关公文化旅游
节期间谈到在运城所见所闻的感想：

“如果一座城市能深切地感知、找到、认
定自己的精神之根和信仰之根，那这座
城市就一定是一个福地，在未来会有更
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

岁月流转，中华文明早期的想象与
传说虽隐入尘烟，历史文化终会留下具
体的文化成果，丰饶且璀璨的文化记忆
留在了河东大地四处。

“相传中条山和华山原本相连，黄
河流过被山挡住而泛滥，巨灵河神将中

条山一分为二，这就是成语‘巨灵擘山’
典故……”行走河东成语典故园，游客
任靖打卡每座成语雕塑，在精美的艺术
雕塑装置中，回味典故里蕴藏的“运城
故事”，领略集藏历史风华的千古篇章，

“原来关于黄河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古
人的想象力真是了不起”。

这座占地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河东成
语典故园于 2024 年 1 月亮相。它尽可
能覆盖了源于运城的成语典故——60
座（组）雕塑作品，一座雕塑讲述一个成
语典故，如涿鹿之战、舜歌南风、鲤跃龙
门，等等。在以时间为主要脉络的设置
中，分区打造了中华祖源、以德配天、家

国天下、高士流芳、河东传奇五大板块，
多个主题呈现运城几千年来的历史风
华。

河东成语典故园背靠盐湖东侧的
鸭子池，天然湿地碧波荡漾，成语典故
雕塑群与近水远山构成一幅魅力人文
画卷。站在典故园内，湖光山色下，游
人或沿步道散步，或拍照打卡，雕塑巧
妙燃起游人探索河东文化的浓厚兴趣，
一听一看间品读典故，将河东文化无声
润泽于心。

“河东成语典故园是继河东池盐博
物馆、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之后的又
一文旅力作。园区雕塑配套广场、瞭望

台、名人名家赋词牌等设施，我们更是
增加了智慧导览服务，让游客可以沉浸
式感受河东文化。”河东成语典故园相
关负责人说，园区之后将推出特色文化
活动、节令特色活动等。

“典故文化是河东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公园又是城市特色的一部分，”市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运城在城市公
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重点结合文化特
色，使历史文化融入当代精神生活，“我
们挖掘独特的文化资源，予以载体重塑
和功能打造，使其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成为具有多种新功能和地标意义的开
放公共空间。”

从雕塑中，品河东成语
——河东成语典故园印象

本报记者 游映霞

6 月 24 日，稷山县蒲剧团在紧张
排练大型历史古装戏《佘太君请缨》。

《佘太君请缨》以北宋仁宗年间为
时代背景，展现了杨门女将的英勇与
智慧。该剧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也
是对英雄人物的深情致敬。稷山县蒲
剧团精心打磨、反复创排，期待在七月
中旬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河东成语典故园一隅。 本报记者 闫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