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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为 更 好
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戏曲
文化，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
近 日 ，“ 礼 赞 新 中 国 逐 梦 新 时 代 ”
2024 年“经典咏流传 文化润童心”
戏曲进校园活动火热开展，分别走进
蒲州镇西厢小学、城西街道庄子小
学和市实验中学校。此次活动由永
济市文化和旅游局、永济市教育体
育局主办，永济市文化馆、蒲州镇
西厢小学、城西街道庄子小学和市
实验中学校承办。

演出现场，演员们将戏曲最有魅
力的一面予以展示。《表花》是经典蒲
剧《火焰驹》中一折，也是获誉有加的
精品，演员配合扇子、手绢的表演，载
歌载舞，惟妙惟肖，深受同学们的喜
爱。古典戏剧《西厢记》，讲述了张生

与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故
事，婉转曲折、韵味醇厚，孩子们拍手
叫好。

蒲剧团优秀演员向广大青少年详
细介绍了蒲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行
当、乐队等戏曲方面的知识，有着重要
的传承意义。互动环节中，在演员们
细致耐心的指导鼓励下，老师和同学
们纷纷尝试模仿戏曲中的经典动作，
在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间，体验了一把
戏曲表演的乐趣。此次活动不仅拉近
同学们与戏曲的距离，更加深了他们
对传统戏曲文化的了解。

下一步，永济市文化馆将继续在
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中，引领传统文
化取得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努力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实践
者和传播者。

永济市“经典咏流传 文化润童心”
戏曲演艺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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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学员书
画剪纸作品展近日在市文化馆多功能
厅举办，展览截至 11月 1日。

此次展览涵盖了书法、美术、剪纸
作品百余幅，主题突出，风格各异，形
式新颖，阐释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
感知和体会，展示了学员良好的艺术

素养和向上的精神风貌。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来馆

参加静态类艺术课程的学员，每天都
认真学习，虽非专业人员，但学习劲头
十足。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充分展示
学员在市文化馆的学习成果，更好促
进学员们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
步，从而不断提升我市群众文化服务
质量。

“礼赞新中国 逐梦新时代”剪纸展开展

本报讯 为推动大学新生利用博
物馆文物资源开展“思政”教育，教育
引导青年学生弘扬和传承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10 月 25 日，盐湖区博物馆
邀请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新生走进盐
湖区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活动。

现场举办以“中国古代铜镜”为主
题的专题讲座。专题讲座以博物馆馆
藏一级文物“明代方形大铜镜”为主
题，通过“铜镜概述”“铜镜发展”“铜镜
使用”以及“博物馆的铜镜为啥不让看
正面”四个部分，详细讲解了中国古代
铜镜的相关知识。之后，运城学院经
济管理系为大一新生举办了入党启蒙
专题党课讲座，与会学生就铜镜专题

讲座与入党启蒙专题讲座发表感想。
大一新生表示被博物馆厚重的历史文
化 吸 引 ，自 愿 加 入 讲 解 员 志 愿 者 队
伍。根据学生即兴讲解的表现，盐湖
区博物馆当场确定了学生讲解员名
单。

博物馆讲解员还带领新生参观了
“盐湖之光”历史文物基本陈列展厅，
让同学们深入了解盐湖区的光辉历史
以及这片土地上人民群众的故事。

通过此次活动，经济管理系的新
生了解了盐湖区悠久的历史文化，表
示在今后的学习生涯中，将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刘 丽）

运城学院新生走进盐湖区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10 月 27
日，为让市民更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国
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河东书房党群馆
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

“博大精深的中国茶——红茶制作技
艺”。

此次活动特别邀请了专业的茶艺
老师，带领参与者走进红茶的世界，亲
身体验红茶制作的每一个环节。授课
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红茶的
生长环境、采摘标准以及制作过程中
所蕴含的智慧和匠心。从采摘鲜叶，
到萎凋、揉捻、发酵、干燥，每一环
节都充满了艺术与科学的交融，体现

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
活动不仅有理论讲解，现场还进

行了实操演示。现场的亲子家庭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一次特别的红
茶体验，共同探索中国茶文化的深远
内涵，感受红茶制作技艺的独特魅
力。

“通过这次活动，期望能激发大
家对传统茶文化的热爱，传承并发扬
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这不仅是一次
学习，更是一段难忘的家庭互动时
光，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领略中
国茶文化的魅力。”河东书房党群馆
相关负责人表示。

河东书房党群馆举办茶艺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新欣）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丰富社区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0
月 25 日，闻喜县社区服务中心苗圃社
区居委会开展了一次生动的古琴文化
公益课堂。

据悉，本次公益课堂自今年 8 月
开始，在每周二、周五下午定期开展，
邀请古琴老师刘冬霞为辖区居民传授
古琴技法与古琴艺术赏析。课堂上，
老师从古琴的起源、门派、各部位的名
称及发声原理入手，循序渐进地带领
居民们学习减字谱及正确的演奏方
式 。 目 前 ，古 琴 公 益 课 堂 已 开 展 12

次，参与学员 15人。
“我很喜欢传统文化，通过社区开

展的古琴公益课不仅让我学会了古琴
的演奏方法，也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苗圃社区居民陈女士说。

同时，苗圃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娜
表示，设立社区古琴公益课堂的目的
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文化交流平
台，在这里大家以琴会友，与音做伴，
用古朴琴声连接邻里情，助力形成独
特的社区文化。接下来，他们将继续
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推动非遗的
传承与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闻喜：公益课堂进社区 古琴传承零距离

本报讯（记 者 付 炎 通 讯
员 赵桓庆）秋韵渐浓，银杏金黄。近
日，临猗县三管镇“银杏源杯”征文颁
奖暨第八届银杏文化节开园仪式举
行，吸引了众多获奖代表及文学爱好
者参与。

此 次 征 文 活 动 吸 引 了 23 个 省
（市）的 226 名作者的积极参与，共收
到 315 篇参赛作品。评出的 27 件作品
被编印成《三管银杏不负秋》，为秋天
的银杏源增添了更加浓郁的文化底
蕴。

据了解，三管银杏源占地面积达
5000 平方米，园内栽植了 1000 余株银
杏树，树龄逾 20 年。每年霜降过后，

这里便成为一片金色的海洋，吸引无
数摄影爱好者、文学创作者以及游客
前来观光采风、休闲度假。依托这片
银杏林，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农副产
品，如银杏茶、银杏果以及苹果原浆醋
等，使得这里不仅成为一个风景秀丽
的乡村旅游景点，更是一个充满人文
情怀与乡土气息的文化地标。

征文活动颁奖和银杏文化节开园
仪式的举办，不仅展示了三管镇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更进一步提升了银杏源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未来，三管镇将继续以独具特
色的乡村旅游打卡地，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探寻银杏之美、感受乡村魅力。

临猗：笔绘银杏美 共赏金秋韵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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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我市 2024 年大型公众
考古活动正式启动，当天下午，参观者
抵达夏县辕村遗址。10 月 26 日，首次面
向公众开放的永济蒲津渡与蒲州故城
遗址也迎来了第一批游客，河东大地的
历史文化脉络在活动中被层层揭示。

2023 年，我市首次举办大型公众
考古活动，作为上一年的“接力棒”，今
年的活动继续带领社会公众走进考古
现场、了解考古知识。在此基础上，不少
考古工地除展板讲解、考古现场讲解等
传统方式外，还选择了互动性、体验感
更强的新“出口”。

夏县辕村遗址
“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把青

铜爵”

讲解员何涛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大三学生，我市公众考古活动第一场的
讲解活动就是由他负责。“已经记不清
讲解多少次了。”何涛不认为讲解是一
种负担，反而是一份责任与使命，“虽然
这是运城市今年公众考古活动的第一
场，但对夏县辕村遗址来讲，每周六下
午我们都会举办公众考古活动。”

考古发掘现场并不具备随时随地
向公众开放的条件，无论是活动参观还
是考古作业，难免会受到天气因素的影
响。19 日当天，辕村遗址迎来满怀期待
的游客，可就在前一天晚上，当天的公
众考古活动能否顺利开展都还是未知。
原因无他，就是下雨，为了保证文物安
全、考古安全、人员安全，遇到极端恶劣
天气，会避免考古发掘工作，公众参观
更是无法安排。

“当心脚下湿滑。”何涛在带领游客
参观考古工地现场时不断地强调。前两
天的大雨导致泥土湿滑，因此走在隔梁
上要十分小心。在现场，探方内是躬身
作业的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们，他们身着

“蓝马甲”忙着发掘、清理、记录……
“大家可以看见盖在探方上的塑料

布，因为这几天的雨水，塑料布用来保
护探方内的遗迹。”何涛领着大家走到
探方前，详细讲解着每个探方内的发掘
情况：一条可能留存的古道路，一块块
被泥土包裹着的掌纹砖，还有一份份怀
抱着“我也能发掘出青铜爵”的赤诚之
心。

青铜爵是辕村遗址去年的发掘成
果，从展板图片上可以看见这把完整的
青铜爵历经数千年依旧鲜艳的色泽、精
美的纹饰以及历史的温度。“这件去年
从辕村遗址发掘出土的青铜爵，很惊

艳。所以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大家都
梦想着也能发掘出这样重要的文物。”
何涛真诚的话语与 2023 年的考古学子
们重合。在 2023 年严寒来临之际，他的
学姐汪嘉译也曾这样描述过初次接触
田野考古的想法，“我们也想发掘出石
雕蚕蛹”。

这枚夏县师村遗址发掘出土的石
雕蚕蛹，将养蚕缫丝的时间坐标定位于
距今 6000 年前，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发
现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更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标识。这样重要的标识，正
是考古学子们一铲一铲去掉表土，再一
层一层向深处进军过程中发现的。

夏县辕村遗址 2023 年不仅发掘出
土了青铜爵，还有房址、灰坑、墓葬、灰
沟、道路、窑址、灶址、柱洞等遗迹。这一
年，夏县辕村遗址出土遗物数量庞大，
所获遗存大致可分为新石器、夏商、战
国秦汉、宋金、明清五个时期。这部分内
容可在展板上了解，“这块展板是我做
的。”何涛言语颇具自豪，也正因如此，
他的热情也感染着在场观众，“这里是
距运城盐湖最近的古代大型聚落遗址
之一，这方丈之间有史前人类最温馨的
居所，这里有形似‘宰相肚里能撑船’的
袋形窖穴……”

“是的，考古工作就像‘开盲盒’。”
何涛向游客们强调，所以今年的考古发
掘具体情况还要等整理好资料后再作
出报告。在讲解中，何涛特地向大众展
示了掌纹砖。隔着历史的风尘，印着人
类掌纹的砖石依旧清晰，“刚发掘出来，
同学们都很激动，大家排着队将自己的
手比对在掌纹砖上，这一刻，我们仿佛
真的可以和历史对话。”何涛还描述了
陶器内部留下来的古人手指的印记。看
来，这“考古还真就是有温度的”。

现场游客对讲解学生赞叹不已，直
夸“全才”。“专门为了公众考古活动培
训了一批学生，他们不仅要把探方挖明
白，还要讲明白，要能按照解说的思路
与公众互动。考古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
的工作，而是让大众了解历史文化的重
要窗口。”带队教师林森说。

永济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
“考古学的呈现方式可以是

有趣的”

“首先脚要稳，一手朝前一手朝后，
让惯性带着下去，转一下，再把土带上
来，从带上来的土辨别土质、土色，以及
其中的遗迹现象。”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助理馆员李钰向参观者讲解探铲的使

用方法，这也是考古勘探的前期工作。
参观者们在考古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使用探铲，一放、一转、一提，再将带
上来的泥土敲落在地，“哎呀，我这个里
面有碎片，这是不是就成功啦？”游客惊
喜地询问工作人员，“这种体验机会可
不多！”

10 月 26 日、27 日，永济蒲津渡与蒲
州故城遗址面向大众开放，作为我市公
众考古活动首次出现的参观遗址，报名
名额早已满员。“为了此次公众考古活
动，我们设置了遗址实地参观、考古勘
探体验、出土文物展示、拓片互动、文创
体验、问卷调查这几项内容。”李钰直
言，“考古学在大众眼中是严肃的，呈现
方式可以是有趣的，我们希望本次公众
考古活动是饱满的，让公众多方面去体
验考古工作的过程与结果。”

“这要是下雨了，探方内积水怎么
办？”在参观探方时，考古爱好者这样提
问。“探方保护要因地制宜，永济市的土
质特殊，下雨的时候，雨水很容易渗进
泥土里，很少会出现积水的情况。”李钰
的讲解条理清晰，她还提及自己今年加
入这个项目的经历：“2024 年我来到蒲
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永济市的天气很
好，没有遇到极端天气状况，所以没有
出现文物抢险的情况。”

李钰作为“95”后考古工作者，提到
了考古工地上的“年轻一代”，那就是来
自山西大学的文物全科学生。如今，本阶
段的考古工作已发掘完毕，开始资料整
理，这些学生们已经回到学校。等到回填
结束，阡陌再现，工地上的指导老师们也
要离开，等待下一季的发掘工作。

“越来越多人了解考古、热爱考古，
就拿今天的参观者来说，他们提出的问
题很专业了。”李钰谈及自己第一次主
持公众考古活动，有些许紧张。不过，好
在所回答的内容都与专业相关，“得益
于近几年考古宣传的力度，大家在参加
公众考古活动时，都会遵守文物保护的
原则。”因此，蒲津渡与蒲津故城遗址的
公众考古活动也不局限在简单的展板
讲解与参观导览上，而是让游客体验考
古勘探工作，通过使用探铲初步了解考
古工作如何开展。

那如何展现考古工作的过程与结
果呢？李钰从探方内一层一层为大众进
行历史揭示，并讲述在每一层时考古工
作者可能遇见的情况，以及如何依据出
土遗物进行断代。他们离开考古工地，
穿过一条乡间小路，“这里就是蒲津渡
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雏形
了。”李钰带领游客走在一条平整的道

路上，两旁绿植葱葱，“等到夏天，绿树
红花会更茂盛。”

走进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考古
工作站，李钰向大家作文物陈列展示，
从唐及明清，一件件典型文物出现在大
众眼前。“大家可以猜猜唐陶扑满用来
做什么？”李钰提问后，参观者立马回
答，“是存钱罐”。没错，参观者根据陶扑
满顶端的一处缝隙判断出其存钱罐的
性质，从一件文物遥想古人的生活，并
与现在产生链接。

“考古学就是正史、证史、补史，这
些都可以从考古工作中有所体现。”李
钰说。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是唐至明
代古渡与故城遗址，位于永济市西约
13 公里处的黄河之滨。2001 年由国务
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3 年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名单。蒲州故城遗址分东、西
两城，占地面积约 4.375 平方公里。据考
建城时间始于北朝，唐时最为繁盛，曾
两建中都，为四辅之一，与陕州、郑州、
汴州、怀州、绛州并称“六大雄城”。蒲津
渡位于蒲州故城西城西门外，是黄河中
游古代三大渡口之一，是古代连接河东
与关中的重要通道。这里发掘出土的铁
牛、铁人等珍贵文物，是开元蒲津浮桥
的桥头地锚饰物，完美地将造型艺术与
工程实际功能结合，对研究我国古代桥
梁史、冶金史以及艺术史都具有极高的
价值。

文创区处，印章、明信片、小透卡、
贴画都是根据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
特意创作的。明信片上的黄河大铁牛、
印章上的出土瓷器纹饰、贴画上发掘出
土的文字砖“蒲郡城工”……林林总总，
与考古工作都多有关联。

省考古研究院高级技师孙先土与
冯玉兵坐在拓片体验区，他们的桌子上
摆放着陶片、清水、墨汁、宣纸、刷子等工
具，他们则忙着指导游客制作拓片。在陶
片旁，他们还摆放了拓印好的铜钱拓片，
为游客展示拓片成果。“宣纸放在陶片
上，喷上水，拓包均匀染上墨汁，再轻柔、
快速地在宣纸上按压……”游客们在孙
先土与冯玉兵的指导下，印着陶片纹饰
的拓片逐渐显现。

今年，是我市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
第二年。在往年基础上，该活动再次锐
意创新，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
动中“零距离”体验考古的魅力，感受深
厚的文化内涵。这不仅拉近了社会公众
与考古工作的距离，也推动了考古与社
会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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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运城市信息工程学校党委书
记、运城市文明城市创建办公室副主
任的潘广民，退休以后初心不变，参
与了多项重大文化活动，主动承担了
系列文化任务，为我市戏剧艺术的传
承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运城市宣传文化部门每
年组织精彩纷呈的戏曲大赛和戏曲汇
演。戏曲汇演是推新人、出新戏、铸
精品的重要举措。为保证剧目质量，
每次汇演前，剧目审查都征求专家意
见，确定修改方案。作为艺校艺术理
论高级讲师，潘广民在教学剧目的创
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评戏、
讲戏的真知灼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剧本的内容质量、艺术水准，促成了
一出又一出精品剧目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他不仅在戏剧评论、
戏 剧 艺 术 教 育 理 论 探 索 方 面 有 所 收
获，而且在戏剧创新方面，也结有丰
硕成果。他合作写出的剧本，由于具
有新的表现手法、新的艺术风格，成
为剧目修改的范本，久演不衰。潘广

民合作改编的 《太君辞朝》《大豆谣》
《走雪山》 等剧目，从思想内涵、剧情
结构、舞台呈现各个方面，进一步拓
展了演员的表演空间，突出了蒲剧的
剧种特色，为老剧目开掘出新的意境。

潘广民合作编创、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贾菊兰领衔
主演的 《党旗飘飘》，在原运城市蒲剧
团 50 年团庆展演时绽放异彩，得到首
都和省城专家的肯定和好评，荣获全
市汇演金奖，赴省汇演荣获杏花新剧
目奖等 6 项大奖；他合作编创的新编
历史剧 《忠义千秋》 赴京成功演出，
成为蒲州梆子演绎关公波澜壮阔人生
历程的扛鼎之作。他以“文学顾问”
身份参与指导修改的蒲剧现代戏 《还
债局长》 在全市巡回演出，荣获山西
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
作品奖；他以“剧本指导”身份创作
的 《凤城英烈》《薛仁贵平叛》 等剧目
热演城乡。

潘广民诗词创作成就尤其突出。
他创作了河东名胜系列诗作，在相关

刊 物 连 续 刊 出 。 潘 广 民 的 诗 言 浅 意
浑 、 情 浓 韵 美 ， 朗 朗 上 口 ， 雅 俗 共
赏，许多诗作被谱曲传唱，并在各类
文艺汇演中获奖。他的 《大阳之歌》

《河东，我可爱的故乡》《蒲剧缘》《秋
风楼的传说》《登上鹳雀楼》《说杨玉
环》 等作品，先后荣获全省音乐舞蹈
大赛各类奖项，成为河东艺苑一道亮
丽的文化景观。

以 《秋风楼的传说》 为例，诗中
他热情展望未来：“都只为美好的明天
勤耕耘，有谁知江山秀美人更美，笑
看沧海变桑田，岁月如花蕊，生活尽
芬芳”，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奋发向上的
激 励 和 热 情 鼓 舞 。《登 鹳 雀 楼》 中 ，

“一抹夕阳将隐去笑脸，九曲黄河将归
宿海岸。我站在鹳雀楼举目远望，江
山无限，风光无限！”的描述，生动而
形象地勾勒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海流”的绝佳胜景。“登上极处放眼
看，远处是灿烂绚丽的艳阳天！”恰到
好处地融合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的绝妙意境，在缅怀先贤、解

读传世名作的同时，道出了“图大业
志当存高远，千里之行脚下走，远处
是灿烂辉煌的天外天”的哲理隽句，
在自我激励的同时，与读者共勉。

潘广民在戏曲评论、戏曲创作和
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的骄人业绩，源于
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和文艺理
论功底。原籍临猗县孙吉镇王午村的
潘广民，于运城学院中文系毕业，系
著名学者景克宁的得意门生，初供职
于文化局，1982 年调运城艺校，历任
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校长助理、
副校长、副书记，社会兼职有运城市
剧协副主席、山西省剧协理事等。他
曾赴省进修学习艺术理论，结业后返
校，教授艺术理论，注重提高艺校师
生的艺术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拓宽
办学渠道，助力学校获得“全国最具
特色办学单位”等荣誉。40 多年来，
他发表了 《浅谈 〈西厢记〉 叠字艺术
的运用》《试论王秀兰表演艺术的特色
及成因》 等百余篇学术论文和戏曲评
论，其中 《论艺术理论教育的三个结
合》 荣 获 全 国 “ 新 世 纪 优 秀 社 科 论
文”一等奖。合作出版的 《外国名言
大观》《中国古代格言》《中国古代谚
语》 计 300 万字的三部工具书，入选
了 《中国专家人才库》《世界华人文学
艺术界名人录》 等。现如今，他仍担
任着省 《戏友》 杂志的顾问。

退休干部潘广民的文艺情怀
■王思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