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丰富
未成年人的假期生活，使孩子们度过
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暑假，市文
化馆 7 月 14 日组织多名优秀教师走
进盐湖区安邑街道橄榄城社区，积极
开设暑假公益课堂，促进孩子们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此次公益课堂，老师配置和课
程 安 排 完 全 贴 近 孩 子 们 的 暑 期 需
求。手工剪纸课激发孩子们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小学员们跟着老师的
讲解与示范，用自己灵巧的小手剪

出了一个个漂亮的美术作品，大家
从互动游戏到认识彼此，一起收获
自信和快乐。书法课上，老师专业
且生动地讲解了书写时的精髓——
正确的坐姿、握笔姿势、运笔的发
力 模 式 。 孩 子 们 一 笔 一 画 反 复 练
习、劲头十足。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市文化馆将持续精心策划形式
多样的公益活动，丰富社区儿童生
活，开阔青少年儿童文化视野，为
幸福运城增添亮丽色彩。

暑假公益课堂走进橄榄城社区

既充满传统文化味，又不失时尚
新玩法；不仅能放松身心、学习技能，
还可以结交同好、丰富生活……随着
夜幕降临，下班后的青年们陆续汇聚
到河津青年夜校，开始属于各自的

“充电”时刻。
走进河津青年夜校古筝班，一群

年轻学员正端坐桌前仔细聆听，授课
老师运用丰富的教学经验，向学员们
介绍古筝的起源、基本演奏姿势和弹
奏指法。“我对古筝比较感兴趣，整节
课体验下来感觉很有趣。有了青年夜
校，我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了！”市民周
筱溢表示，青年夜校是“解压神器”，
与其下班后一味吃喝玩乐，不如选择
来夜校充实自己、放松身心。

今年 6 月，河津市“90 后”青年卢
鑫，在着眼满足不同青年群体精神文
化、社会交往等现实需求的基础上，
经过多方考察，与朋友合伙创立了河
津青年夜校。秉承“青年下班，夜校开
门”的理念，河津青年夜校紧密结合
青年日常作息习惯，灵活安排工作日

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青年业余时间
的课程，邀请专业技术人员授课，推
出化妆、古筝、钢琴、摄影、舞蹈、武
术、花艺、茶艺等多种课程，为青年成
长发展“充电赋能”，持续实现青年与
城市共建共享。目前，河津青年夜校
已吸引青年学员 100余名。

“青年夜校是一个补充知识、技
能和社交能力的平台。”卢鑫告诉记
者，“每次课程结束后，工作人员都会
及时收集学员上课体验反馈，并以此
为基础对课程进行灵活调整，确保夜
校办学质量。除一些付费课程外，我
们还推出电商公益培训，免费教授青
年人直播技巧，助力提高青年就业创
业率，将青年夜校打造成有温度、有
深度、有高度的‘青年之家’。”

下一步，河津青年夜校将继续发
挥“青年夜校+”的平台效应，深度整
合教育资源，融入婚恋交友、就业创
业等服务，将夜校带来的青年“流量”
转化为区域发展的青春力量，助力河
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河津青年夜校：

解锁花样“夜生活”
本报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杨通情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拓
林研学团队百余位学生来到河东池
盐文化博览园开展研学活动，学生们
在博物馆内观看珍贵的文物和历史
照片，了解河东地区盐业的起源、发
展和变迁，通过聆听专业讲解员的详
细解说，了解盐的制作工艺、用途以
及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加深对盐文
化的认识和理解。

在“知鹽学堂”，小朋友们认真
听老师讲解运城吉祥物盐精灵的由
来，还化身“小工匠”，认真完成每

一个步骤，亲身体验“DIY 手工灯
笼”的乐趣，制作出专属于自己的

“盐精灵灯笼”并将其带回家做个珍
贵的留念。

一器一物浓缩文化，方寸之间
解码文明。同学们参观了河东池盐
博物馆，动手制作了文创艺术品，
登楼远眺盐湖，美景尽收眼底。通
过聆听专业讲解员的详细解说，学生
们在了解河东历史的基础上，对盐池
的形成及历史演变等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河东池盐博物馆
暑期“研学游”热度攀升

7 月 13 日晚，闻喜县 2024 年“桐
乡大舞台”暨“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
展演活动首场演出在涑水小镇举办。
由闻喜县委宣传部主办、闻喜县文化
和旅游局承办的以“礼赞新中国 逐
梦新时代”为主题的闻喜县 2024 年

“桐乡大舞台”暨“我有拿手戏”群众
文艺展演活动，每周六晚上在涑水小
镇中心广场举办，从 7 月 13 日开始持
续到 8 月 31 日。节目形式包括歌曲、

音乐、舞蹈、曲艺、戏曲、相声、小品、
小戏、干板腔等，节目是群众自创、自
编、自导、自演，充分展现闻喜地域文
化的亮点和特质，通过优秀文艺作品
的展示和传播，传递正能量，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提升闻喜文化影响力，为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地 幸福美好闻喜城”提
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近日，国
风古韵民族器乐任华清师生二胡专
场音乐会在市文化馆群艺堂举办。

这场二胡音乐盛宴，由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著名青
年二胡演奏家，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华清老师领
衔，通过不同形式的师生组合表演、
个人独奏等，演绎不同题材作品，用
音乐搭建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音乐会上首先演奏了具有浓郁
陕西风格的《秦腔主题随想曲》，紧接
着，二胡独奏《乱弹琴声》，把山西人

的柔情、粗犷以及幽默诙谐展现得恰
如其分。任华清演奏的《江河水》全
曲激越有力感染力极强，诉说着凄怆
的情绪，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最后任华清师生全体还为大家带来
了《长城随想第四乐章——遥望篇》，
展现出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力量，
尾声音乐的变化，再现激越宽广的长
城主题，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祝
福和希望。

本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胡音乐盛宴
奏响市文化馆剧场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整改后的中轴线节点展示。 本栏照片由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提供

“结义亭内的显示屏已经
拆除了。”解州关帝庙文保所
关公文化研究室主任陈园园
说，“我们根据游客反馈，作出
这个决定。”

御 书 楼 内 的 LED 屏 幕 也
被拆除，古建筑重新“凝固”。

“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的
游客都想要体验原汁原味的
古建筑。”陈园园陈述问卷调
查的结果，游客对古建筑本身
的热情与了解，超乎想象。

2024 年 1 月走进解州关帝
祖庙，游客可以看到悬挂在结
义亭正中的透明显示屏，上面
播放着关羽生平，这里曾以时
间为序，通过一件件古碑刻拓
印，佐证关公其人与祖庙的独
特地位。

“但是，结义亭，最初是什
么样的呢？”陈园园将文保所
的思考讲述出来，“游客心心
念念的沉浸式游古建筑又是
什么样的？”

“除过声、光、电等现代技
术的融合利用，文保所是不是
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入手，提供
文化上的沉浸感？”文保所确
定了思路，提出来问题，由此
深耕。

去掉屏幕，做场景复原。
祖庙中轴线，再一次迎来

新变化。游客闯入“凝固”的
时空，沉浸式游览跨越 1400 多

年的历史风云，这一次的“动起来”，是思维体验上
的“动起来”。

“结义亭内的改造升级，重点放在了历史复原
上，所以我们去掉了屏幕，让古建筑本身的魅力浸
润到游客心中。复原的依据，就是祖庙近几年修复
的文物典籍内的史料依据。”陈园园说，御书楼内
的屏幕也拆除了，该楼原本展示着关公文化交流
基地、全球华人共祭关公、楹联牌匾、传世名画、馆
藏文物、展览交流、文化活动等内容，“现在，结义
亭内展示着关公生平与历代崇祀典，御书楼也恢
复了安静，让游客静静欣赏古建筑的精妙绝伦。”

“瀑布魔屏的拆除，不意味着取消。只是文保
所此次将重点放在了历史文化宣传上，让游客在
游览古建筑时，目之所及都是有史料依据的，通过
展示历史中祖庙的真实之美，让游客在‘凝固’的
建筑中发现动人的故事。”陈园园说，“关帝祖庙中
轴线展示提升工作将持续完善，通过问卷调查收
集游客真实反馈，由此打造出真正富有历史感、文
化感、真实感的沉浸式古建筑游。”

“此前，中轴线展示提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第 34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期间，结义亭、君
子亭、御书楼布置展板，翔实的文字资料是展区的
重头戏；第二阶段就是关公文化旅游节闭幕后，文
保所反复研讨，认为还是要在文物活化利用上做
文章，通过科技手段让冰冷的文字可视、可听，让
封存的文物走出库房，让公众与文物互动、与古建
互动。”文保所所长傅文元介绍，此次，通过问卷调
查，祖庙历史本身的厚重魅力被更多游客所热爱，
文保所决定将其呈现出来，这便有了中轴线展示
提升的第三阶段，“通过文保所一直以来的文物保
护工作，复现祖庙中的历史场景。”

“敞开胸怀”的君子亭海纳百川，“神灵默佑”
牌匾下摆放着祖庙馆藏文物桌椅板凳，可供游人
拍照体验。“庙内一些重复性高的文物被拿出来，
从库房中‘走’出，真正融入祖庙环境、游客体验
中。游客可以坐在凳子上拍照，由此畅想历史中
的君子亭，曾有多少先贤在此交流，于触碰文物中
感知历史。”陈园园说。

这一切的实现，都是文保所根据祖庙碑文记
载所作出的调整，场景复原自然也包含着功能复
原。碑文记载，君子亭曾是官员休息的地方，在这
里摆放桌椅板凳，只是为了复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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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过古建筑，三分砥柱石处也
有了变化。

传说此石为关公化身，背面影
壁镶嵌小篆“三分砥柱”石匾，寓意
魏蜀吴三分天下，关公乃蜀汉政权
的中流砥柱。站在三分砥柱石前，
可以发现探坑环绕了一周。探坑下
底处为万历年间始建结义园地基，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 1762 年）重修
后地基整体抬高，此地基为天津大
学考古系探测出土。

“原本探坑只展示了一部分，中
轴线展示提升项目实施后，探坑也
全部开放展示。”陈园园说，游客可
以隔着钢化玻璃，清晰地看到探坑
内的地基，真切感受到解州关帝祖
庙在历史变迁中的变化。

春秋楼，也称麟经阁，因关羽生
前喜爱读《春秋》而得名。楼高约 30
米 ，建 于 明 万 历 年 间 ，清 同 治 九 年

（1870 年）重建。这座两层宫殿式楼
宇 上 层 回 廊 外 罕 见 的 悬 梁 吊 柱 结
构，是我国建筑中的孤例。

游客周游穿上鞋套，小心翼翼
踏上前往春秋楼二楼的台阶，木板
楼梯嘎吱作响。在二层暖阁内，塑
有关公侧身夜读《春秋》坐像，左手
抚膝，右手捋髯，神态逼真，相传为
关 羽 等 身 像 。“ 暖 阁 周 围 的 木 板 墙

上，工工整整用楷书刻有《春秋》。”
周游说，于凭栏处眺望，看到祖庙古
树名木郁郁葱葱，感觉到历史的积
淀与文化的厚重。

祖庙中轴线的一切改变，离不
开文保所对文物的深情守望。

年复一年的文物除尘工作、古
树名木保护工作、文物修复工程，是
文物得以“走出去”的第一步。在预
防 性 保 护 中 发 力 ，让 珍 贵 文 物“ 凝
固”住时间，留存下来。

百年残卷重获“新生”，扶正
倾斜的四龙壁，古树名木的年轮依
旧记录着过去的故事……专门成立
的文物科技保护工作室，以保障和
支 持 预 防 性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顺 利 开
展。解州关帝祖庙的预防性文物保
护工作，涵盖了庙内的可移动文物
与不可移动文物。除此之外，还需
要对祖庙周围环境、土壤、气候进
行整体监测，并对馆藏文物可能出
现的位移、下沉、裂缝等问题进行
监 测 ， 最 后 综 合 研 判 ， 制 定 出 具
体、科学、有针对性的文保措施，
在数字化与科学化的加持下，实现
文物的“永生”。

中轴线上的场景复原，离不开
唤醒“沉睡”的古籍。从前，祖庙馆
藏古籍因珍贵古籍受潮、虫蛀、过去

人为保存不当等问题，并未对社会
公众开放。为此，2022 年，文保所成
立古籍修复室，对馆藏古籍开展普
查、梳理、研判、数据采集和古籍数
字存档、修复优化、古籍复制。古籍
修 复 室 内 ，工 作 人 员 戴 着 蓝 手 套 ，
手握羊毛刷，小心翼翼地清除古籍
上的灰尘，再用皮囊轻吹……待清
理干净后，轻轻地将古籍放到无接
触高拍仪上。仅仅几秒钟时间，一
张清晰的古籍文献页面完整地出现
在 一 旁 的 电 脑 屏 幕 中 。《解 州 全
志》《关帝志》《关帝全书》《解州
关帝庙老账簿》《关帝圣经》 等百
余本馆藏古籍文献都做这样的数据
采集工作。

也 正 因 此 ， 如 今 的 祖 庙 中 轴
线，才有了根据史料记载而进行的
场景复原，在沉浸式游览的道路中
寻找到一条“凝固”的活化之路。

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文保所从
未停下脚步。无论是修复山海钟灵
牌坊受雨水侵蚀腐朽的部分，还是
加强对春秋楼、正殿处的蝙蝠、鸟
类粪便的巡查与清理，抑或对木构
建 筑 的 加 固 支 撑 ， 文 保 所 正 在 从

“国保”实物样本的保护中发掘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和元
素。

变化—让祖庙成为祖庙

“还在中轴线上，祖庙将开设 4
处展馆，内容包括雉门东侧的馆藏
古籍文献展和西侧的古建筑、附属
文物考古绘图，东宫厅的祭祀活动
前等候区情景复原，西宫库祭祀文
物 展 ，厚 载 门 全 球 关 公 文 化 交 流
展。”陈园园说，做场景复原，拆除屏
幕，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声、光、电等
现代科技的融合利用，“祖庙本身就
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囊括着古建
筑、可移动文物、古树名木等珍贵遗
产，讲述出其本身的价值已经意义
非凡。因此，我们将现代科技的应
用放在了新增的展馆上，让游客在
特定的展厅感受祖庙的厚重历史。”

关羽是中国多民族一致敬仰的
英雄，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优秀传统文化。在他身后，留下了
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

一本《忠义关公故事》，也彰显
出祖庙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忠义
关公故事》，以关公生平时间为轴，

收集整理了 90 个小故事，炉前教子、
盐池劳作、朝圣近贤、书香为伴等，
一个个形象生动、耳熟能详的关公
故事，一定会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崇
拜英雄的种子，厚植忠义仁勇的文
化基因。《忠义关公故事》能给新时
代的青少年讲好关公故事，传承好
中华美德，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出贡献。

在 编 撰 中 ，历 史 研 究 者 求 其
“真”，民间文艺家求其“神”，民俗爱
好 者 求 其“ 博 ”，文 化 专 家 们 求 其

“深”……多次试写试编、争论碰撞，
最终还是回到了面向青少年受众群
体 的 视 角 。该 书 按 照“ 传 承 民 族 气
节、崇尚英雄气概”“提升境界、涵养
气概、激励担当”的总要求，用契合
时代需求、符合儿童语境的故事形
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 90 个短
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小故事，展示关
公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大丈夫气

概 ；待 人 以 义 、处 世 以 仁 的 君 子 风
范；对国以忠、作战以勇的英武品格
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
浩然之气，努力让孩子们愿意看、看
得懂、看了能受益。

6 月 26 日，该书“走进”解州学
校。

在历史发展中，关公已然成为
忠诚正义、勇敢担当、仁厚诚信的代
名词。人们敬畏英雄，其实是敬畏
规则、道德和底线。关羽立志上报
国家、下安黎民，忠肝义胆、义薄
云天、仁爱诚信，这种高尚的品格
正是全球华人所景仰的。

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设有关帝
庙，每年举行盛大庆典来纪念和祭
拜关公，“忠义仁勇诚信”的关公
精神在全世界得到弘扬。有专家认
为，关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
号，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和
精神财富。

凝固—吟唱出时代的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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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中条山，在一片葱茏中守望着解州关帝
祖庙，庙内络绎不绝的游客被“国保”的魅力所震
撼。解州关帝祖庙建筑布局为中国传统的“前朝
后寝”及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布局，在中轴线上依次
排列着端门、雉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

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也串联起关公文化的历
史脉络，历经数个时代遗留下的瑰宝，在今天仍诉
说着过去的故事。

解州关帝祖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庞大的古建筑群，成为久慕其名的游人的心心
念念；其中所藏的浩瀚可移动文物，蕴藏着化不开
的关公文化，吸引了海内外信众前来瞻仰。

2023 年 7 月，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以下简
称“文保所”）在中轴线上布置展区、两边长廊铺装
游步道，实施了一系列展示提升项目。

2024 年到来之际，解州关帝祖庙“焕”发新
颜，“静”的文物“动”了起来，“沉睡”的古建在科技
的加持下有了“呼吸”。游人走在中轴线上，可体
验穿越 1400 多年的沉浸场景。

在一次次变化中，祖庙也在寻找着自己的路。
“动起来”的目的是什么？
“凝固”的古建筑一定是不变的吗？
时隔 7个月，记者再度探访祖庙。
7 月 17 日，解州关帝祖庙游人如织。省内外

游客漫步在苍翠遒劲的 230 株古树名木中，于中
轴线上寻觅榫卯结构的精湛技艺，寻找庙藏 1375
件（套）可移动文物的历史印记。

在变与不变中，祖庙中轴线承载着文物活化
利用的殷殷期盼。祖庙自古而存，沉淀 1400 多年
的历史，而今伴着时代发展，正以全新的姿态向新
而生。

““凝固凝固””时空下的坚守与创新时空下的坚守与创新
——解州关帝祖庙中轴线展示提升后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牛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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