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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将立欣兄
的散文作为文学看待，就
像我从没有将他作为作家
看待一样，但我的看法并
不能掩盖立欣兄的散文在
河东大地上所拥有大量读
者群的事实以及他们对其
作品的嘉评。也许是我们
之间太过熟稔的缘故，因
而在我看来他更是个细腻
的、热心的、孝顺的，有生
活情调的人，至于他的散
文，如果与其生活相比，甚
至有些微不足道。再者，在
我看来，他的散文多半是
出于本能对少年、青年以
至中年时代乡居生活的回
忆，而对于回忆的温情与
生活的理解似乎更胜过文
学的表达。生活的本来面
目与所描述出来的样子相
比会更真实、生动，因此当
我更多看到他的生活的本
来样子时，他的文字倒也
在其次了。当然，我没有将
其作品作为文学看待的更
重要的理由，还在于我从
未 对 文 学 有 过 真 正 的 认
识，因此文学之外谈文学
就难免力所不逮，也许这
样的说辞只是为自己未必
确当的表达找一些开脱理
由罢了。

立欣兄的散文大都是
家乡的生活记忆，尽管这
些记忆是有所取舍的，有
些是晦暗的，有些是明快
的，有些是酸楚的，也有些
则是愉悦的。它们就像发
黄的老照片一般亲切、温
暖，或者充满遐想和忧伤。
在这里，生活的多种情味
都会从流淌的文字之间涌现出来。我
们的家乡都在晋南，晋南人喜欢把自
己的家乡视为最早的中国，因为尧舜
禹的传说都来自这块土地，古老的文
明与淳朴的民风在先民的生活中得以
传承和延续，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成
为历史的见证。尧之仁，舜之孝，禹之
功，中国儒家文化最核心的元素在此
都表露无遗。相传大舜的《南风歌》正
是晋南一带流传的古老的民歌，“南风
之薰兮”“南风之时兮”，物阜民康，风
调雨顺，天下雍和的景象正是先民们
所期盼的。我们在古代文献和歌谣中
感受着这一方水土的温度和滋味，而
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记忆深刻而绵远，
它会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地重复和回
味。所谓的为文所化和历史沉淀，在有
意无意之间，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
得以养成并流传了下来。如果翻开《南
风薰兮》的书页，一幅幅悠长而温情的
南风歌的现代画卷便徐徐展开了，原
本模糊的河东印象渐渐清晰起来。远
古晦涩的文字也渐渐明朗起来，哦，这
不正是最早中国之“风”的现代版吗？

一方水土的内涵和味道总在历史
沉淀中形成，像“南风”“魏风”这样的
歌谣在河东大地传唱一样，人文、风
俗、教化、语言、审美都蕴涵其中。生于
斯，长于斯，因而作者的记忆与情感都
倾注于斯，这也成了作者文字的一种
基调。一面是孤山，一面是盐池，在这
个方圆百十来里的土地上，有熟悉的
村巷，有老槐树，有住了几辈人的老
屋，有关帝祖庙，更有祖辈、父辈的身
影，以及童年的玩伴和懵懂的情愫。所
有的故事都在这里酝酿着，而多年以
后，所有的记忆又都从这里展开了。时
代变迁，沧海桑田，平实而细腻的文字
会给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
来共鸣和遐想，一种温情也会油然而
生。在作者的文字中，鲜活的人物，淳
朴的习俗，家常的柴米油盐，都被生动
地凸显了出来。比如祖母、老姑，这些
极其普通的家庭妇女形象，比如吆喝、
炕头、灶火，这些几乎在现代社会绝迹
的清晰而温暖的时代记忆都会将读
者，尤其是很容易引起共情的晋南读
者拉回到那个年代，那个曾经充满憧
憬而沧桑的年代，从而想起自己心中
的那轮明月，想起家中等候自己的那
盏油灯，想到在数九天为自己烧热的
炕头，想到久在异乡的游子渴望的、熟
悉的家乡味道。在作者而言，这些形象
或许只是真实回忆的记录，而对于读
者，祖母可能是自己的祖母，老姑也可
能是自己的老姑，炕头、灶火也成了自
己家里最温暖的地方，还有年迈的父
母和辛勤的兄弟姐妹的身影，因而看
到动情处，往往不禁涕零。正因为作者
的感受是切实而非臆想的，是入骨而
非表面的，因此便会不由自主地将读
者引向其中，沉浸陶醉。尽管我无法确
定作者对于以往生活的回忆是出于怀
恋还是反思，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作
者笔下曾经的故事一定会有取舍。原
有的记忆有的被定格了，有的沉淀了，
有的随风而逝，但为什么有些记忆就
抹不去呢？这些抹不去的记忆是否便
构成了心灵的、文化的沉积呢？这种经
历和感受是否正是我们曾经传承并且
正在传承的情怀呢？也许在读者的心
中会得到各自的答案。

如果说作者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在
传承着一种情怀和憧憬的话，那么晋

南人传统的风俗、节日，尤
其是以往的、当下的吃食
在作者的笔下也被表达得
淋漓尽致。比如运城饼子、
老城的水饺、过年时的猪
头肉和熬菜、端午的甑糕，
甚至五月的洋槐花和二十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馍 ，
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味道会
在 作 者 的 描 绘 时 扑 鼻 而
至 ，即 使 夹 杂 着 时 代 印 记
的 辛 酸 味 道 也 会 涌 上 心
头。民以食为天，在这里我
看 到 了 曾 经 的 苦 难 和 贫
穷，看到了祖辈、父辈的勤
劳 和 智 慧 ，看 到 了 希 望 和
未来。这不正是生活吗？在
锅碗瓢盆的碰撞中发出的
生活的声音，萦绕于耳，铭
记于心。当然，我注意到了
作者之所以对晋南吃食情
有独钟的描写一则是对过
往 岁 月 的 怀 恋 ，二 则 缘 于
他 长 于 烹 饪 、乐 于 烹 饪 的
习 惯 。在 作 者 的 文 人 墨 客
生 活 圈 子 中 ，他 是 乐 于 不
厌其烦地成造一些美味与
友 朋 共 享 的 人 ，他 是 将 生
活 过 得 像 生 活 的 人 。从 这
个 意 义 而 言 ，他 是 将 他 生
活中的河东味道转化成了
文 字 ，从 而 让 更 多 的 河 东
人 ，尤 其 是 远 在 他 乡 的 河
东人透过其细腻而隽永的
文字一遍遍地体验着老家
的 味 道 ，这 样 的 味 道 难 道
不足以教你动心、动情吗？
同样作者对于晋南的风俗
和节日的描写也会勾起你
对 故 乡 的 遐 想 和 温 情 ，像
过 年 、中 秋 、端 午 ，这 些 传
统的节日记忆也自然会将
读者带到自己曾经经历过
的 节 日 里 ，尤 其 对 有 过 以
往 经 历 的 晋 南 读 者 ，更 能

深切地感受到昔日生活的样子，和谐
安康，岁月静好，即使是有些晦暗的记
忆也会在文字的流淌声中渐渐消解释
然。这些来自作者对于生活悉心体验
和感受的文字，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味，
至于文学的技巧、形式似乎反在其次
了。

当然，尽管我并不倾向于以文学
的标准来评价立欣兄的散文，但还是
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发现一些刻意的文
学创作的痕迹。这种刻意是优是劣，是
拙是巧，姑且不论，但这种痕迹是显而
易见的。比如《与兔记》《韭花与韩韭
菜》两篇散文小说，虽然叙述的对象是
晋南普通百姓的生活，但其中都有明
显的文学创作意味。《与兔记》一文从
作者童年时代养兔子的趣事说起，但
作者并没有将叙述的主题局限在养兔
子的故事之中，而是在此之外刻意打
造了另外的一条线索：一个沉默寡言
的姓杜的邻居的故事。“杜”字在晋南
一带读作“兔”，杜、兔谐音，由此而起，
一个晋南朴实、憨厚的人物就出现了。
老杜的人生经历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
出晋南人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两条线
索的承接与交叉让原本单一的故事变
得丰满起来。再如《韭花与韩韭菜》一
文也是一篇经过仔细谋篇而成的作
品。晋南的秋天有腌制韭花和咸韭菜
的习俗，以备漫长的冬季之食用，中年
以上的晋南人都有这种生活记忆，甚
至今天一些家庭依然保留着这种生活
习惯。“咸”字晋南方言读作“韩”，韩韭
菜则是作者塑造的人物，由此及彼，韩
韭菜的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来
了，而主人公的曲折经历则成了晋南
人情世故的真实写照。当然在这篇作
品中也不乏作者刻意卖弄之处，比如
该篇中提及的杨凝式《韭花帖》，与整
个故事并没有直接关联，如此处理反
有蛇足之嫌，不过总体构思还是瑕不
掩瑜的。

对于现实世界细致入微的观察自
然是写好文字的前提。作者比较优越
的生活环境和艺术学的知识背景都使
他更多了几分对生活的热爱和观察
力。比如高悬半空的电线上的几只麻
雀，在他的眼中就成了跳跃在五线谱
上的音符，比如在江南的雨巷，他会用
素描记录富有诗意的青石板路和古典
的徽式建筑，以及飘过的油纸伞和闪过
的长裙。他的眼里从不缺少美，不缺少
发现，因而一些常人不经意的事情会被
他捕捉到，进而浮想联翩，形成佳构。同
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叙事中对记
忆和故事的取舍，他的温情多于批评，
他的宽恕多于挑剔，因而总体基调显得
平和、亲切，就像敦厚朴实的河东人的
样子。他所塑造的形象大都是温情的、
朴实的、憨厚的人物，他们善良、宽容、
乐观，而几乎看不到苛责、愤懑、悲观的
情绪。当然，在我看来，作者的取舍尚存
在一定的局限，因为我所看到的他的作
品总不如他的生活那么丰满而真实。

总之，立欣兄的文字就像晋南的一
道道家常菜，虽然不名贵奢侈，但不失
醇厚适口，食之久而不腻，回味留香；又
像有年代感的简笔画，轮廓清晰，墨色
虽晕而个性鲜明；更像久违的亲朋促膝
夜话，千言万语都凝结在一杯浓茶、一
尊陈酒之中，娓娓道来，滋味悠长。

（作者系我市万荣籍人，史学博
士，书法学博士后，现系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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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前的 8 月 8 日，中国现代文学
奠基人之一，著名思想家、革命家、文学
家、教育家鲁迅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河
东行游。

1924 年 7 月上旬，当时的西北大学
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主持开办了一个
暑期学校，特邀国内资深学者、社会名
流到西安讲学。当时聘请的讲师共有 14
人，除了鲁迅先生，还有南开大学教授
李济之、陈定模、蒋廷黻，东南大学教授
吴宓、陈钟凡、刘文海，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李干臣，法国大学博士王凤仪，以及
夏浮筠、孙伏园等。鲁迅先生所讲题目
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他高屋建
瓴、深入浅出，从文学艺术层面引申到
精神道德境界，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
本次讲学活动历时 25 天，于 8 月 3 日圆
满结束，被文化教育界誉为“群英荟萃，
各显神通，开创了古都文学艺术传承的
新纪元”。

根据芮城、永乐县志记载及有关人
员追述，1924 年（民国十三年）8 月 8 日
下午，鲁迅先生偕孙伏园等从西安讲学
返京途中，乘船至今芮城永乐镇，于码
头附近访问村事民俗，与学校教职员工
亲切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迹。

孙 伏 园（1894—1966），浙 江 绍 兴
人，原名福源，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
编辑。孙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并
担任李大钊秘书，参加了五四运动。他
与茅盾、郑振铎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
积极推广新文化活动。孙伏园 1924 年创
办《语丝》周刊，并兼任《京报》副刊编
辑。他比鲁迅小十余岁，尊其为学长，在
西安讲学过程中忙前忙后，兼做文稿整
理工作。

孙伏园在《长安道上》一文中写道：
“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后
来回京舟经山西，特别登岸参观，上去
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遍地都种花
红（现称红果）树，主人请我们随摘随
吃。本村共有约百人，有小学一所，无
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
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
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新鲜而至于
现 摘 ，便 宜 而 至 于 白 吃 ，是 生 平 第 一
次。”

夏浮筠，即夏元瑮（1884—1944），浙
江杭州人，为民国时期著名物理学家、教
育家，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于德国
柏林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济大学
校长。他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名著《相对
论浅释》，为相对论在我国传播作出积极
贡献，获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西安
讲学中负责团队生活起居。

从孙伏园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一
行只是在永乐作了短暂停留，对这边的
人文地貌、风俗习惯有所了解。他们放弃
了原先由河东北上并州，穿越大半个山
西的打算，走了一条经洛阳坐火车返回
北平的老路，着实令人惋惜。像鲁迅这样
众多的“名人名家”，如果仅为买点果子，
到小溪旁捡上几块鹅卵石，临时选择在
永乐停船，用“山西这边果木森森，发现
别的船大多在这边停泊，方才特别登岸
参观”加以解释，似乎有点勉强。大家既

然认为永乐这边社会环境较好，完全可
以安心住下来，如此仓促地选择离开，一
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924 年 8 月，《鲁迅日记》中这样记
叙：“三日晴。星期。上午同夏浮筠、孙伏
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
川资钱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
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
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
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
一部……四日晴。晨乘骡车出东门上船，
由 渭 水 东 行 …… 八 日 昙（意 为 云 彩 密
布）。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即潼关酱笋）
十斤、泉一元（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
息，遂有人将‘钱’称为‘泉’），午后复进，
夜泊阌乡。”

《鲁迅日记》中所载阌乡，早年归河
南省管辖，原为县城所在地，后与灵宝
合并，和永乐镇隔河相望，1959 年三门
峡水库建成后，两地均属黄河淹没区。
这里提到的“午后复进，夜泊阌乡”，应
理解为鲁迅一行乘坐的船只离开陕西
潼关，接着向东顺流而下，当天下午在
山西这边登岸。从潼关到永乐直线距离
十余公里，水路行船仅需一个小时，抵
码头后尚有小半天的活动空间。

鲁迅一行在永乐停留期间，为何没
有登临举世闻名的永乐宫，也未游览众
多名胜古迹？他们马未卸鞍、亦未用餐，
却顶着满天的乌云，来了个“夜泊阌乡”，
究竟是什么原因？欲知端倪，还需从永乐
镇文化教育界名人李经邦先生说起……

李经邦，字纶甫、号玉溪，生于清同
治十二年（1873）。李青年时品学兼优，
得补廪膳生员，后调省令德堂就学。光
绪二十八年（1902）为壬寅乡试秦晋并
科举人。他先后在条阳、蒲阳书院、敬敷
书院任主讲。1924 年暑期，李先生回乡
探亲时陪家人赴西安看病，闻知有故交
来此讲学，遂赶到宾馆相会，并诚邀鲁
迅他们返北平前借道山西，以拜谒永乐
宫圣地、领略吕洞宾风采，还可参观义
山祠风貌、见证李商隐名句，得到大家
的热烈响应。因当时通信联络不畅，交
通工具滞后，双方很难约定具体的会面
时间，加之社会动乱，时局多变，鲁迅他
们只能走一步说一步，李经邦那里也只
好等一天算一天。8 月 8 日清晨，李先生
看到华山那边云遮雾罩、黄河水道波涛
汹涌，料定不会有渡船靠岸，便在当天
上午乘马拉轿车离开永乐，应邀赶往蒲
州古城，参加一位好友来日为儿子举办
的婚礼。为预防万一，特嘱家人抽空到
一公里外的码头打探。

当年永乐镇西面约十公里处，有座
著名的西山书院（后改为第四模范小
学），节义里晚清学者姚先科曾在该校
任教，暑假前被教育主管部门派往永乐
附近一所小学助考。据老人回忆，8 月 8
日下午，校长兴冲冲地告诉他：“西安来
了几位文化界名人，要赴永乐镇拜会李
经邦先生，没想到他突然离家，想借机
来学校参观访问，请做好记录！”

学校教职员工听到上述消息，赶忙
张罗迎宾。不一会儿，客人们鱼贯而入。
在小教室就座后，大家闻知该村共有

100 多号人，30 余名适龄生均已入校，其
中包括多名女生，暑假前考试成绩平均
超过 80 分，纷纷露出惊异的表情。有客
人提议：“请周先生代大家表述！”接着
有位精神矍铄、留短胡须的长者施礼：

“请问校长，孩子们喜欢上学吗？”对方
妙答：“有的年龄不够，还盼着快点长大
呢！”周点头：“知识就是能量，争先者必
有作为。刚才说学生考试成绩优良，为
何未见出榜公布？”校长答曰：“出现了
好几个相同分数，一时间难以排名！有
人建议在考卷整洁度或笔体上分出优
劣，有的提议暂缓出榜，敢问先生有何
高见？”周笑了：“无需节外生枝，建议女
生优先，或以姓氏笔画为序。”校长作
揖：“先生此意甚妙！”周先生询问了学
生们对古诗词、文言文的态度，作业布
置及课外阅读之效果，建议多读些国内
外名著。姚先科谈了“课外阅读要选好
书，那样可以学到社会知识，提高思想
道德理念，还可增强写作能力，否则就
会产生‘看热闹、图高兴’之效果，反倒
耽误了主课”。周先生表示：“教师应尊
重学生的选择，培养大家学习兴趣，可
将古文诗词转化为故事来讲，旁征博
引、潜移默化。同时，教师应严格操守、
以身作则，让学生们切实领略‘灵魂工
程师’的风采！”姚见大家不住点头，悄
然做了记录。

访问结束后，姚先科方知那位周先
生就是鲁迅！大家来到相隔不远的巷道
内，恰好遇见几位挑着红果的中年妇女，
她们发现客人相貌不凡，纷纷放下担子
让道。校长上前介绍：“这位是北京来的
周先生，想和诸位拉几句家常……”周
先生一边鞠躬：“各位大多从清朝过
来，怎么当年没有缠足啊？”有妇女回
答：“大人没工夫，孩子们不喜欢，糊
里糊涂走过来了！”有人解释：“我们村
的同龄人，全都长了一副大脚丫。”周
先生问：“不是说三寸金莲，贵为上人
吗？”有人摇头：“咱穷人不讲究贵与
贱，省得耽误了下河滩、种庄稼。万一遇
上个灾年，出去讨饭也不赶趟！”校长一
旁直言：“清朝皇上要将妇女们缠起来，
把国门锁起来，让洋人们打进来，近几年
又有军阀搞内战，老百姓日子越过越难
冒（方言艰难之意）了！”周先生点头：“辛
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

访 问 期 间 ，恰 好 有 李 经 邦 家 人 过
来，欲带客人到府上小憩，待先生回来
再作计议。有人看到云层不断加厚，还
有挎枪者张贴“悬赏布告”，他们人生地
不熟，担心出现意外情况。大家经过协
商，决定改变行程，天黑前渡河到对岸
的阌乡县城，然后经洛阳返回。

1959 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古老的永
乐码头销声匿迹，鲁迅先生所访之处也
变成了河滩。据老一辈追忆，当时黄河
北岸有“六垛十八村”，如河头、高头、营
里、源头、桥西、镇北、招贤里、岳村、桃
园等，鲁迅一行于永乐码头登岸后，应
该在距离最近的地方驻足，黄河蓄水前
附近有三所学校，难以断定究竟去了哪
个村庄。

20 世纪 90 年代，《山西日报》记者

杨玉印得知节义里有人聆听过鲁迅教
诲，建议我写一篇记叙文。当时姚先科
老人已去世，其嫡孙姚敬宏常以祖辈结
识名人为荣，我反复询问过这位老同
学，他翻开发黄的小本子，上面除了与
客人们对话，未发现其他方面的记载。

姚敬宏告诉我，其祖父生前多次谈
及鲁迅等人的永乐之行，对没能留下名
人笔迹墨宝懊悔不已。据说李经邦从
蒲州赶回后，闻知错过了与鲁迅见面的
机会，禁不住摇头叹息：“周树人及众多
名家光临永乐，未能兑现西安承诺，实
为老夫之过也！”

鲁迅一行 1924 年离开永乐，从此再
未涉足山西。但是，他对河东人民的热
切情感，对黄河传统文化的了解、敬佩
与向往，却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
正是这短暂的永乐之行，拉高了鲁迅对
山西的关注度，使他恋上这里的风土人
情，并向三晋文化界人士伸出友谊之
手。如石评梅、关露、荆有麟、景梅九、
李健吾等，他们在不同时期遇到鲁迅先
生，相互间都有过真诚交流，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山西女作
家吴曙天，她也在散文里描述过对方的
日常生活，可谓“知己知彼”。

河东籍作家李健吾当年在北京上
中学时发表了《终条山的传说》，被鲁迅
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他认为“《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的，虽
在十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
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河东籍学者董大中先生编写的《鲁
迅与山西》，详细讲述了鲁迅与山西学
子深层次交往，从多个方面提出了较为
独特的见解。

鲁迅先生早年熟读司马光《涑水记
闻》，后来屡次提到芮城永乐宫、永济鹳
雀楼，还在文章中写了“带着两包闻喜
煮饼探望友人”。他的日记中也记载有

“冀君（冀朝铸之父）送汾酒”内容。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在上

海逝世。李经邦、姚先科闻知后深感震
惊，当即给治丧委员会及家属发去唁
电。十多天后，他们和当年接待鲁迅一
行的校长专程赴西安，参加辛亥革命的
元老、河东籍学者景梅九与古都社会名
流倡议召开的“鲁迅悼念大会”，表达了
对文坛巨擘的深切敬意与真诚怀念。

景 梅 九 先 生 悲 痛 之 余 ，写 下 二 首
《悼鲁迅》诗句，直陈“庐山真面无人识，
鲁 迅 原 来 却 姓 周 ，只 为 一 篇《阿 Q 正
传》，顿教声誉遍环球。”“君是东方高尔
基，摇旗呐喊震萎靡，横冲直闯入文阵，
苦斗精神死未疲。”景梅九二十世纪初
日本留学时，就与同在东瀛的周树人有
过交往。没想到分别多年后，对方改用
鲁迅笔名发表文章，一度让其蒙在鼓
里，知情后迅速取得了联系。

1936 年 11 月 7 日，西安各界举行了
鲁迅悼念大会，当局以“维护治安”为名，
出动大批军警干扰破坏。景梅九冒着风
险登台演讲，他读悼词间振臂高呼：“逝
者如斯夫，鲁迅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
他的精神不死、浩气永存！”

万 里 长 风万 里 长 风 送 客 船送 客 船
——纪念鲁迅先生河东之行一百周年纪念鲁迅先生河东之行一百周年

■姚俊虎

本报讯（记者 乔 植）日前，文
化和旅游部推出 82 条“营造之美 自
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带
游 客 看 古 建 、访 遗 迹 ，寻 根 脉 、品 文
化。我市入选的线路为“山西·运城巧
夺天工、古建、艺术游”，为全省入选
的三条线路之一。

运城市入选线路为“山西·运
城 巧 夺 天 工 古 建 艺 术 游 ”。 具 体 线
路的行程规划为：运城关公故里文
化旅游景区—芮城县永乐宫景区—
芮城县广仁王庙景区—万荣县闫景
村 —万荣县李家大院景区—万荣县
东岳庙景区—万荣县后土祠景区—
新绛县光村—新绛县绛州署景区。该
线路串联盐湖区、芮城县、万荣县、新
绛县，游客可跟随线路领略解州关帝
祖庙春秋楼的悬柱托梁、永乐宫壁画
的精美绝伦，感受芮城县广仁王庙的
唐构遗风、万荣县东岳庙飞云楼的纯
木建造，欣赏后土祠秋风楼的壮观形
制、新绛县福胜寺的高低层叠。

沿途特色美食有解州羊肉泡馍、
芮城烧饼、芮城豆腐脑、芮城炒米饼、
芮城牛肉汤、芮城醋汁凉粉、芮城东
娃卤肉、盐湖福同惠糕点、万荣炒甑
糕、凉粉饸饹、新绛木炭火锅、新绛卷

子等。创意产品有关公文创系列产品、关帝青铜像、
关帝表、关帝庙《风雨竹》碑拓、芮城桃木剑、芮城布
老虎、万荣笑话文创系列产品、绛州澄泥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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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7 月 29 日，
由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主办的 2024 年全
国轻工行业（毛笔制作工）职业技能竞
赛工作方案论证会，在安徽宿州市召
开。此次论证会邀请了全国 14 名制笔行
业专家和业界代表，我市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于永杰作为山西唯一一
位代表应邀参会。

于永杰是新绛县于良英笔庄负责

人。于良英笔庄挂牌成立于 1990 年，笔
庄前身为绛州著名制笔老字号俊德堂。
2001 年起，于永杰跟随祖父于良英学习
绛笔制作技艺，掌握了绛笔制作技艺水
活、干活全套技艺。2009 年，于良英笔庄
制笔技艺被评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1 年和 2023 年，于永杰先后
被评为绛笔制作技艺市级和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目前笔庄拥有注册商标 6枚，

年产纯手工毛笔 2600 余支。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米军说，举办第二届全国轻工行业
（毛笔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是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在全社会
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
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重要讲
话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传统制笔技艺的重

要抓手；召开论证会不仅是为了落实公
平、公正、公开的竞赛原则，也是为了竞
赛更加科学合理、确保顺利举办的具体
行动。

于 永 杰 表 示 ，中 国 文 房 四 宝 协 会
自成立以来，第一次肯定和邀请山西
省制笔行业的专家参加全国性毛笔工
职业技能竞赛工作方案、技术标准制
定，这是绛笔制作行业的巨大荣誉。他
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学习全国先
进，为山西的文房四宝非遗传承作出
贡献。

我市非遗传承人参与全国技能竞赛方案标准制定

8 月 6 日，万荣县里望乡南阳寿圣寺塔修缮现
场，工人们冒着酷暑正在紧张抢修。

据了解，该县文物保护部门遵循文物保护原则
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文物专家指导
下，对南阳寿圣寺塔进行维修。

南阳寿圣寺塔，原系寿圣寺附属建筑，寺毁存
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现存宋代建筑
中年代较早的，在建筑结构上较多地保留了宋代建
筑的风格和特点，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实物
例证。 特约摄影 张怀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