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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后，昆山市山西戏迷打出为家乡蒲剧助威喝彩的横幅，与主演合影。

蒲剧《陈三两》舞台剧照。

9 月 20 日，市民在“稷山
四宝”优秀文创作品展观展。
展览旨在通过文创精品展览礼
赞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进一步提高“稷山四宝”

知 名 度 ， 推 动 稷 山 麻 花 、 饼
子、鸡蛋、枣走向全国。

当日，“稷山四宝”优秀
文创作品展开展，共展出 73 件
优 秀 获 奖 作 品 ， 内 容 涵 盖 书

法、美术、摄影、诗词楹联、
文章作品等，充分展现了文艺
工作者高超的艺术创作水平。

特约摄影 栗卢建 摄


本报讯（记

者 游映霞）9
月 22 日，由市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主
办、市文化馆承
办的“礼赞新中
国 ，逐 梦 新 时
代”关公剪纸艺
术 展 在 运 城 市
文 化 馆 群 美 厅
开 展 。 展 出 作
品 由 我 市 民 间
艺 术 家 裴 栋 梁
创作，以剪纸这
一 艺 术 形 式 礼
赞 新 时 代 关 公
精神。

本 次 展 览
展 出 的 30 余 幅

（组）关 公 主 题
剪纸，造型灵感
来源于古籍、寺
庙 壁 画 、水 陆
画、碑刻等。展
出 作 品 技 法 多
样、表达上力求
创新，每一幅作
品 整 体 造 型 各
有特色，细节生
动传神，尽显精

湛的技艺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关
公剪纸造型配以呈现关公“忠义
仁勇礼智信”等精神的对联，旨在
不断弘扬关公精神，全方位多角
度展示了关公文化的时代内涵。

据了解，目前展出系列作品
还在持续制作中，未来将拓展至
100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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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一件事情，至少具
备两点因素：一是喜欢，二是用
心。喜欢是一种情怀；用心是一
种责任。这些年来，我专心从事
关公文化研究，虽然还没有完
全做好，但我对关公文化始终
有一种尽力而为、永不怠慢的
钟爱和情怀。

一份责任与使命

对关公文化的深度钟爱与
情怀，还应当从 1995 年 7 月开
始在关公出生地盐湖区原常平
乡政府工作说起。

1995 年 7 月的一天，我突然
接到组织部门通知，让我到常
平乡政府工作，担任党委书记。
打听缘由，原来是几天前关公
诞辰时，我代表关公后裔在活
动上发了个言，被组织关注了，
把我从盐湖区委宣传部文明办
负责人的岗位上，提拔为乡镇
主干。从那时起，我更加明确了
自己肩上有着一份传承关公精
神、弘扬关公文化沉甸甸的责
任和使命。

常平乡政府工作期间，我
时常听到海内外嘉宾追问的两
个问题：一是河东运城作为关
公故里，有何依据？史上有无纷
争？二是常平村作为关公出生
地，为啥没有关姓后人？关姓族
人现在何处？拿史料“说话”，让
大家明白，成为我深入学习研
究关公与关公文化的初端和动
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
运城作为关公故里，其主要依
据及遗迹应当是：一书两墓三
庙 。“ 一 书 ”，是 指 史 书《三 国
志》。《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
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
人也。《三国志》作为我国古代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它具
有翔实可信的真实性，尤其是
明清以前的正史，更具有一定
的权威性。正因如此，关公故里
山 西 运 城 ，古 往 今 来 ，无 可 非
议，史无纷争。

“两墓”，是指常平关帝家
庙内祖宅塔下关公父母掩埋地
和中条山石磐沟内关公祖父母
墓葬地。常平关帝家庙祖宅塔
是由石塔变为砖塔，其庙是由
祠堂变为庙宇的。这两处墓地
是保留了一千八百多年不可移
动和替代的历史遗迹。

“三庙”，是指解州关帝祖
庙、常平关帝家庙和城内关王
庙。解州关帝祖庙是皇家官府
修建的；常平关帝家庙是乡民
和关氏后裔修建的；城内关王
庙是河东盐商修建的。三个庙
宇不同修建者，各自代表着官、
民 、商 三 个 层 面 。三 方 崇 关 建
庙，正是关公故里河东运城的
重要涵盖与地标。

关于第二个问题。常平村
作为关公出生地，为啥没有关
姓后人？关姓族人现在何处？以
史为据，经一番努力查阅文献，
我终于在《安邑县志》《解州州
志》《山西通志》以及《关圣帝君
圣迹图志》“四志”中找到了相
关答案。“四志”中记载相互补
充，互为佐证。特别是《三国志·
关羽传》开篇中“亡命奔涿郡”
和《关圣帝君圣迹图志》中“悯
冤除豪”图文并茂的记载，使得

“关公故里常平村为啥没有关
姓后人？”这一疑虑基本厘清，
河 东 解 梁 关 圣 后 裔 避 难 迁 居

“本邑（安邑）古村”史料基本掌
握。

与 此 同 时 ，自 2003 年 4 月
起，笔者先后参与全国部分省
市关氏后裔在河南洛阳集中研
究编写《中国关氏宗谱》，又与
运城宗亲一起收集编写河东运
城《关公故里关氏族谱》；组织
本村宗亲用三年多时间，编辑
印刷《河东圣裔庄关氏族谱》，
并免费发放到全村 400 余户村
民手中；2014 年 3 月，我参与由
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18 名作
者组成的创作团队，利用五年
多的时间，编辑出版《关公全书
卷三·关圣氏族》。

如果说祖训家规是家族子
孙世代恪守的家族文化和精神
财富，那么，“读好书，说好话，
行好事，做好人”以及“愿天常
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的“四
好两愿”格言，就是关氏宗族历
史上曾出现的“三个时期险遭
诛灭，两个朝代风光荣耀”的生
息之本、旺族之源。

同时，笔者还针对史上关
于“关姓氏族险遭诛灭”这一存
在 争 议 的 问 题 ，撰 写 出 了《蜀
破，庞会“尽灭关氏家”了吗？》

《关圣氏族的荣耀与艰辛》《关

公嫡孙辨析说解》《河东乃关姓
祖籍之根》《运城，华夏关姓族
人的祖籍》《盐湖区西古村关帝
圣裔源流》《关圣氏族与关公文
化》《关帝遗训与关公文化》等
文章，发表于各级报刊，并相继
编撰了《关公在河东》《圣裔情
怀》《巡游祭祀拜关公》等资料。

一些研究与思考

2011 年退岗后，笔者本着
“文化研究，重在交流”的学习
理念，积极参与各地关公文化
社团研讨会议以及关帝庙宇寻
访流调活动，研究寻找“真实的
关羽与真正的关公”。

关公人格的四次跨越。在
对关羽、关公与关公文化的不
断研讨中，我深刻感到：一千多
年来，关公之所以能够由人而
侯，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
而圣，由圣而神，之所以能够儒
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
合一，三家供奉，之所以能够不
仅仅是山西运城的关公，关氏
后人的关公，更是世界华人的
关公，之所以能够由一个历史
上的真实人物，成为一个超民
族、超信仰、超国籍、超时空的
国际道德偶像，成为一个情感
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天
下关公，成为一名武圣、一种信
仰、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符号，
应当源自“历史记载中的关羽

（源于西晋初期陈寿《三国志·
关羽传》）、文学艺术中的关公

（源于元末明初时期罗贯中《三
国演义》）、民间信仰中的关帝

（源于明万历皇帝敕封）和皇家
祀典中的关圣（源于清雍正皇
帝敕封）”四个阶段和层面的相
互作用和推进，四次升华和跨
越。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如果
要论述哪种信仰能够覆盖全世
界，就是关公崇拜。

关公精神的文化解读。关
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精神
气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就是关公精神。由关公精神引
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就是关
公文化。关公一生所表现出来
的精神，概括来讲为“忠义仁勇
礼 智 信 ”七 个 字 ；简 要 来 讲 为

“忠义仁勇”四个字，核心来讲
为“忠义”两个字。因而历代皇
帝在对关公的 20 余次敕封中，
有“忠义”二字的至少 8 处。解州
关帝祖庙首道端门上方，一边
是“精忠贯日”，一边是“大义参
天”。于右任先生也曾撰写一副
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
女 ，春 秋 一 书 代 表 着 民 族 精
神”。

关公精神的精髓，就一个
字“义”，因而历代皇帝在对关
公的敕封中，与“义”有关的多
达 15 处之多，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就是宋徽宗皇帝加封的“义
勇武安王”和康熙皇帝御名的

“义炳乾坤”。所以讲，“义”字不
仅 贯 穿 于 关 公 辗 转 作 战 的 一
生，更加推了关公“义”文化的
概念形成。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关 公 的
“忠”，并非愚爱、愚忠，而是一
种致力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精
忠、效忠；关公的“义”，并不只
是兄弟义气，而是一种囊括了
侠义和道义的正义、忠义；关公
的“仁”，并非仁慈、钟爱，而是
一种恪守原则、肯于施舍的博
爱、大爱；关公的“勇”，并非匹
夫之勇，而是一种文武兼备、果
敢善战的武勇、神勇！

关公精神的内涵特征。关公
的“忠义仁勇”精神与“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一脉相承，所以讲，爱国
以忠、诚信以义、友善以仁、敬业
以勇，既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弘扬关公
文化、传承关公精神的社会实
践。因而说，关公精神的内涵特
征，应当是世代褒扬的传承性和
与时俱进的时代性。

一种赓续与传承

庙宇奉祀是推崇关公和关
公精神的主要平台和场所。河
东运城每年举办的关公祭祀规
模性节庆活动，至少有四次：一
是 农 历 四 月 初 八 关 帝 巡 城 活
动；二是清明节关氏后裔祭祖

活动；三是农历六月二十四关
公诞辰祭祀活动；四是自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连续举办
了 35 个年头的国际关公文化旅
游节。

其他一些地方关公祭祀活
动还有：农历正月初五拜关帝、
迎财神活动；农历正月十三关
公飞升日（道教称这一天为关
圣帝君飞升成仙、得道成果日）
膜拜活动。农历二月初二四圣
出巡活动和农历五月十三关公
磨刀节（一些地方又称关公诞
辰日）祭典活动等。

同时，我国古代虞坂古盐
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以及万
里茶道上的“四大商道”，也是
传承弘扬关公精神的重要途径
和载体。

以河东运城虞坂古盐道为
例，我国古代三皇五帝时期，蚩
尤与黄帝、炎帝为争夺盐业资
源，而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次战役“涿鹿之战”，就说明在
那时盐池已经存在并已成为财
富了；西周初期，人工最初开凿
虞坂古盐道，说明古时盐池已
经 有 贩 运 盐 业 的 行 为 及 商 人
了。如果说食盐是早期的重要
商品，那么盐商就是最早的商
人了。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籍河
东商人猗顿以贩运食盐和牲畜
成为富敌王侯的大富商，就说
明在那时被后世尊称的“中国
商祖和晋商祖师”已经出现了。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
宗演绎的“关公大战蚩尤怪”神
话故事，就证实在那时民间已
经尊奉关公为池盐保护神了。
因而，运城关王庙因盐而建、应
运而生，使得明代万历年间巡
盐御史吴楷携盐商大贾修建的
关王庙也就因商而兴、因义而
盛了。

史料记载，北宋仁宗年间，
巡盐御史范祥在河东盐池实行
政府发行盐钞、商人付现领钞、
盐场按钞发盐的“盐钞法”（又
称 钞 引 法 ，盐 钞 后 称 盐 引）改
革，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为了
防御外侵，沿我国北部长城设
立“九边重镇”防线，委托山西
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重
镇运送军需后备粮草后发给盐
引 作 为 补 偿 ，“ 以 粮 食 换 取 盐
引”赚取差价的“开中制”实行
后，使得河东池盐私营火爆，山
西出现了一批拥资千万、实力
雄厚的大盐商。

这些盐商成帮结队，行销
食盐，始成规模。此后，河东盐
商借势推动山西商圈由晋南向
晋中北移。明清时期兴盛起来
的以经营盐业、茶叶，尤其以票
号等商业为主的晋商，大都是
由 经 营 河 东 池 盐 的 盐 商 起 家
的。

河东盐商们从实践中积累
出的“轻财重义，有济于民，朋
合为帮，和衷共济，以义制利，义
利相济”的营商理念，为晋商精
神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思想基
础和道德支撑。可以讲，盐商是
晋商的先驱，晋商又是盐商的发
展。盐商使用的“盐引”，为晋商
兴起的“票号”提供了索引，奠定
了基础。盐商与晋商的商贾之
缘，正如运城关王庙山门楹联所
写：富盐商兴晋商商贾遂愿；秉
信义担道义义财通天。

万里茶道是明清时期由山
西茶商以挑夫、船筏、马帮、驼
队等运载工具，打通的一条贯
通中蒙、中俄、中欧的国际大通
道。据统计，这条大通道上，现
遗存关帝庙 16 余处、会馆 10 余
处。其中，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
是万里茶道上山西茶商所建会
馆的一个缩影。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筹建历
经六个朝代，连建 136 年，实属
惊奇罕见！在这里，“诚信为本，
义中取利，有义才有德，有德才
有利”，成为他们的商业伦理；

“秤平、斗满、尺足、客满意、我
高兴”以及“食蔬食鱼不食言，
赊酒赊旗不赊义”，成为他们的

“口头禅”。
晋 商 是 万 里 茶 道 的 开 拓

者、践行者，同时也是万里茶道
发展的见证者、受益者。万里茶
道的发展史上，晋商功不可没，
晋商背后的强大支撑关公精神
更是功高盖世。正因如此，不论
晋商走到哪里，他们都要把关
帝庙或会馆建到哪里。

对关公精神的初浅解读对关公精神的初浅解读
■关新刚

9 月 5 日，“全国戏曲表演领
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人员优秀剧
目邀请展演”于江苏省昆山市昆
山花桥保利剧院拉开帷幕，成为
全国戏曲界众所瞩目的梨园盛
会。9 月 14 日晚，山西省蒲剧艺
术院演出一团演员贾菊兰、李小
芳联袂献演的蒲剧折子戏经典

《陈 三 两》 以 其 深 刻 的 主 题 立
意，剧种特色鲜明的唱、做表演
和特技展示，倾倒一众戏迷。展
演大会上，蒲剧演出一时轰动，
为弘扬蒲剧艺术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陈 三 两》 为 一 出 经 典 剧
目，剧情讲述了明代卖艺不卖
身、陪客谈书、论画饮茶的青楼
才女陈三两，因拒嫁七旬富商被
告上公堂，遭失散多年的亲弟、
贪官李凤鸣严刑拷打。危难之
际，当年陈三两仗义救助的义
弟、八府巡按陈魁赶到，救出陈
三两并严惩了贪官李凤鸣。赴昆
山演出的新版蒲剧 《陈三两》，
系编剧新锐胡猛在任国成原本基
础上整理复排，由导演程小荣、
音乐设计程小亭合力打造而成。

演出中，中国戏剧梅花奖获
得者、山西省蒲剧艺术院院长、
国家一级演员贾菊兰把“耳听得
堂威吼怒血上涌”的核心唱段唱
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优美动
听，真切感人。唱段之后，在节
奏强烈、优美大气的乐曲伴奏中
当堂赋诗，双笔疾书，痛斥贪
官。左手写“堂上有贪官”，右
手写“民间多沉冤”，随后左右
两笔同时书写“若不严治吏，何
来天下安”的大幅行草得心应
手、颇显气势。这种将书法艺术
与戏曲表演巧妙融合的艺术创
新，令现场观众耳目一新。贾菊
兰那清秀流畅、龙飞凤舞的双笔
悬腕草书，一代才女陈三两在贪
官和封建恶势力双重压迫下满腔
悲愤的心灵呐喊，看得观众目瞪
口呆，现场不断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此外，扮演李凤鸣的山西
戏剧杏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
员李小芳表演传神；临时组合配
演衙役的大同市晋剧团演员也给
予了默契的配合。

《陈三两》 的成功演出，在
昆山掀起了新一轮蒲剧热。演出
结束后，在苏州、昆山工作创业
的山西老乡全程服务，打出“昆
山市山西戏迷为家乡蒲剧助威喝
彩”的横幅，热情的当地观众上

台献花以表祝贺。
蒲剧 《陈三两》 是已故著名

剧作家任国成参考豫剧 《陈三两
爬堂》 进行重大改编，由文华导
演奖获得者、一级导演韩树荆执
导，一级作曲高中秋作曲，为贾
菊兰量身打造的唱做重头折子
戏。贾菊兰先后凭该剧荣获运城
戏剧第七届龙门奖第一名、山西
卫视 《走进大戏台》 第三届年度
总擂主等奖项，并以此为转折进
入艺术生涯高峰期。

多年来，贾菊兰以精彩绝伦

的水袖功、双笔悬书反写的绝技
享誉戏曲界，先后应邀在十二省
市元旦、春节、元宵节晚会上演
出。2006 年，贾菊兰在央视申
办全国魅力城市展示角逐中，运
城与苏州同台竞争，并携手登
榜，共同入选全国十大魅力城
市。远在江南水乡的姑苏戏迷通
过央视热播，对河东才女贾菊兰
精彩的演唱和书法、水袖绝技，
出色表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时
隔 18 年，戏迷们终于目睹贾菊
兰现场表演的艺术风采。

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
计划入选人员优秀剧目邀请展
演，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政
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江苏省文旅厅、苏 州 市 政 府 联
合承办，昆山市政府、苏州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具 体 承 办 。
2024 年 9 月 5 日 至 23 日 ， 京
剧、昆曲、蒲剧、秦腔、黄梅
戏、赣剧、藏剧、川剧、晋剧、
河北梆子、琼剧、越剧、花灯剧、
曲剧、平弦戏、扬剧、柳子戏、吉
剧等各大剧种的 32 个院团宣传
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参演，入
选单位均以最强阵容、最佳剧目
参加。

据了解，为不影响赴省汇演
和事先签约的下乡演出，山西省
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特意组织了
业务素质过硬的小分队：主演贾
菊兰、李小芳；鼓板宁杨帆、板
胡王城、独唱畅萍，配角特邀大
同市晋剧团演员担任；程小荣、
姚小勇、张婷婷、乔水生则承担
舞台对接、音响调试、化装等全
部服务工作。演出团队于 9 月 13
日 赶 到 现 场 ， 9 月 14 日 中 午 走
台，当晚演出。

期 待 处 于 艺 术 盛 年 的 贾 菊
兰、李小芳再铸精品，力推佳作，
为蒲剧的创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王思恭

蒲剧蒲剧《《陈三两陈三两》》艺惊戏曲百戏艺惊戏曲百戏（（昆山昆山））盛典盛典

本报讯 位于新绛县的“国
保”稷益庙，正在开展基础设施改
造和周边环境整治工作，各项开放
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预计
国庆节前将正式对外开放。

稷益庙，俗称“阳王庙”，坐落
于阳王古镇东西大街的街北一百
多米处。新绛县汾南地区阳王镇
一年一度的“二月二”古庙会，盛
况空前，远近闻名。这古庙会祭拜
的古庙，就是指稷益庙。稷益庙坐
北朝南，占地面积为 2900 多平方
米，始建年代不详。据现存清代碑

刻记载：原稷益庙年久毁坏，元代
重修，明清两代又多次重修、扩
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庙院内献
殿、东西配房等古建筑被拆毁。现
存主体建筑正殿，是明代重建。正
殿殿内，东、西、南三面墙壁上，绘
有 130 多平方米的清晰壁画，是
明代绛州民间画工所画。画面内
容，依据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传
说，描绘了三皇、大禹、后稷、伯益
等远古先贤征服自然、造福百姓、
受百官朝拜、万民敬仰的情景。
2001 年，稷益庙被列为第五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以来，新绛县在做好基

础文物修缮保护基础上，启动稷
益庙保护利用设施、古城景区基
础设施、瓮城保护修缮等项目建
设，做好古城保护和活化利用大
文章。目前，稷益庙紧邻古庙、妨
碍观瞻的高楼已被拆除，进庙道
路重新整修硬化，庙院东侧铺设
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全部工程预
计将于国庆节前竣工。

（王凯平）

稷 益 庙 即 将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联办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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