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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霍 虎 成
通讯员 武咏梅）锦鲤、关公、
醒狮、麒麟……各种图案的琉
璃 冰 箱 贴 小 巧 玲 珑 ， 色 彩 各
异，活灵活现，于方寸间尽显
琉璃制作工艺的精美。近日，
河津市的山西凤凰吕氏琉璃瓦
业有限公司开发了一款文创产
品——吕氏琉璃冰箱贴，在第
二届泰国国际关公文化节上受
到国际友人的喜爱，随后又亮
相央视新闻客户端等平台，给
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吕氏琉璃烧制技艺是国家
级非遗，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至
今已传至第十代。琉璃制作技
艺复杂，要经过备料、成型、素
烧、施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
片瓦要经过 16 道工序，花 49 天
方 可 制 成 ，素 有“ 一 片 瓦 一 两
银”之誉。除用于古建筑装饰
外，琉璃还可以做成工艺品在
家中摆放。琉璃体积大，不便
携带，小巧别致的吕氏琉璃冰
箱贴，兼具实用价值与欣赏价
值，解决了这一难题。冰箱贴
文创让吕氏琉璃这一国家级非
遗触手可及，融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

目前，该公司已开发了国
风国潮、四大神兽、锦鲤、关公等冰箱贴系
列产品，通过直播、展销等方式销往全国各
地。该公司还将通过举办研学活动，让更
多的孩子走近非遗、爱上非遗，自觉加入非
遗传承发展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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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石是雕刻在祠堂、墓室上以石为地、以刀
代笔，融合绘画、雕刻、工艺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石刻
艺术品，是两汉时期特有的文物。这一由浅浮雕、线
刻和彩画的艺术手法构成剪影式的图画形象，既是
一种装饰品，又是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石质建筑材
料。汉画像石展现汉代的社会风貌，蕴含古人的智慧
哲思，承载着古人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

11 月 22 日，运城博物馆与吕梁市博物馆携手推
出了“汉石墨韵——吕梁地区汉画像石拓片专题
展”，共展出汉画像石拓片 62 件，以展出拓片为视
角，一展汉代社会的多元面貌、古人的艺术追求。

呈现社会风貌

古拙深邃的装置、汉隶书写的汉字，共同营造出
古朴意境。步入展厅，仿佛穿越时空，为观众徐徐展
开了一幅距今两千多年的汉朝历史风貌长卷。

展出的汉画像石拓片，拓印自考古发现的画像
砖、画像石的装饰画，以线绘形，可见充满着力度和
动感。此次展出的汉画像石，源自吕梁市马茂庄，这
里也是全省主要发掘出汉画像石的地区。作为中国
画像石分布的重要地区，自 20 世纪至今，这里已发
现画像石墓 40余座，画像石近 300块。

“画像石，绝非寻常绘画或雕塑可比。线条丰富
了绘画语言，对当时人事物的介绍，融入的正是工匠
的创作情感与巧思。”展览相关负责人介绍，吕梁画
像石选用当地细砂岩为材，通过剔地平铲、阴线刻、
墨线勾勒填彩等技法，表达了汉代社会生活、神话传
说、宗教信仰、历史故事、民俗民风和雕塑绘画艺术
等方面的题材，风格质朴浑厚、简洁大气，呈现出浪
漫奔放、雄浑壮阔的艺术风格。

此次汉画像石展览由浪漫汉风、演绎人生、铭载
春秋三部分组成，内容囊括升仙之说、祥瑞物象、神
话传说、车马出行、楼阁艺术、欢乐狩猎、相会故事、
百戏舞乐、石刻铭文等。参展时，观众可以清晰了解
汉时期社会的多元面貌，感受汉画艺术特色，了解当
时的信仰与思想。

展厅内，东汉车马出行画像石拓片、东汉百戏图
画像石拓片等颇引人注目，呈现了东汉时期出行仪仗，以及人们闲余时间丰
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从中可见社会的繁荣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据介
绍，百戏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形式，包括杂技、魔术、歌舞等多种艺术门类，
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眷恋。

浪漫主义的想象

本次展览中，对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和审美观念的展现也是一大亮点。
汉画像石不仅是形象化的社会史料和美术史，更是承载着两汉时期文

化精髓的璀璨明珠，装点着墓室、祠堂与墓阙，成为那个时代石刻文化中的
瑰宝。

展厅中，东汉云车瑞兽画像石拓片的画面内容丰富多样，充满奇幻色
彩。画像石上出现了许多祥瑞的吉祥物，云车由神兽所拉，这反映了当时社
会和人们对于吉祥、太平、安康的期盼。

据介绍，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内容丰富多彩，既有西王母宴乐图中众多瑞
兽奏乐的场景，也有仙人接引图中各种升仙的画面。吉祥物包括朱雀、椒图、
三青鸟、天马、三足鸟、玉兔、天狐、虎、龙、蟾、双头凤、蜍、玄武等。神话传说
的描绘，对理想化生活和死后世界的追求上，都充分展现了汉代人丰富的想
象力和浪漫的精神追求。

昂扬向上的风貌

“每一幅拓片各有特色，像窗口一样，用独特的视角，观照着古人的思想
和生活。”边走边看，游客玺媛表示汉画像石展满足了她的好奇和期待，对这
场艺术盛宴赞不绝口。

“这些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们是历史的见
证，也是文化的传承。”展览相关负责人说，这些画像石记录着他们的日常生
活和审美趣味，也传递了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每一位来到这
里的观众，能够感受中国古代匠人的绘画功夫，当时人的精神风貌，并有所
收获。”

“吕梁马茂庄汉墓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运城博物馆展出汉
画像石，深化了历史文化传播。这种联合展出的形式与规模，不仅促进了我
市与吕梁两地的文化协作与资源共享，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助力两地
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贡献文博力量。”运城博物
馆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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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斋堂镇有个知名度很高的山
庄叫“爨底下”，今天写作“川底下”。全
村有 20 多户人家，74 座院落，689 间房
屋，大部分为四合院、三合院。该村以
它独具特色的明清建筑风格，幽美静谧
的环境，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荣膺“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成为一个国内
外知名的旅游胜地。

“爨底下”的“爨”字造型奇特，十分
引人注目。那这个村名究竟是怎么来
的呢？《川底下村志》（北京出版社，2020
年 12 月第一版）所载资料显示，这里有
可能是明朝初年由山西夏县移民建成
的 村 落 ，村 名 是 由 夏 县 爨 村 移 植 而 来
的。虽然书中没有提到夏县爨村。

一、传 说

关于“爨底下”村落的形成，《村志》
中载有两种传说。主流的说法是源自

“山西移民”，称：“据村民讲，该村祖先
是明代集体从山西洪洞县奉旨迁过来
垦荒戍边，当时在离川底下村所在不远
的地方住下，建了一个村子。后来发洪
水，村子被冲，迁到现在川底下村的地
方。”

还有一种“军户后裔”说，称：“川底
下村民都为韩姓，系明代沿河城守口百
户韩世宁后裔，后由守口军户和随军家
属逐渐发展，繁衍成村，到清康熙年间
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到光绪年间，正式
建村。”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
明初永乐年间山西向北平移民，都是按
军屯的编制落户的，平时务农，战时打
仗。所以“移民”就是“军户”，军户及家
属都是从山西迁移过来的。而韩姓也
不排除是山西移民，或者是在村落建成
之后来此戍守而定居的。故“军户说”
与“山西移民说”本质上是一回事。爨
底下村落的形成源自山西移民应该没
有争议。

二、槐 树

《村志》记载：“村里老人说，村前有
两棵几百年的古槐树，就是山西移民象
征 。 凡 是 山 西 来 的 都 有 种 槐 树 的 习
惯。”又说“20 世纪 80 年代，村中有古松
一棵，古槐 2 棵，均为北京市二级保护古
树 。 2007 年 ，经 北 京 市 园 林 绿 化 局 鉴
定，位于村下古宅 8 号院前国槐被确认
为一级古树，树龄在 300 年以上”“2018
年村内有一级古树二棵，分别在 8 号和 9
号院门口。每棵都有 6 层楼高，两个人
合抱不过来，长势茂盛，树龄在 300 年以
上。”

明初山西移民，据说是在洪洞县大
槐树下派遣的。所以移民到达新居地
后，不忘故土，往往在当地种植槐树，以
作纪念。“问我老家来何处，山西洪洞大
槐树。”大槐树也成为北方移民村落的
标志。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山西
移民所到之处，都有栽植槐树的习惯。
爨底下村的槐树树龄在 300 年以上，往
上推算当是栽植于明代末年。这说明，
有明一代当地一直有栽植槐树的习惯，
也可助证当地人是明初山西移民。

三、村 名

爨底下村是由军事隘口演变成的
古村落。据《村志》记载：“辽金时期，在
村西北修建军事隘口南暗口。”“明正德
十年（1515）建爨里安口。为沿河守备
辖管的 17 个隘口之一。”“清同治六年

（1867），爨里安口移交宛平县始称爨底
下村。”

据此可知，第一，“爨里安口”最初
依方位称名，叫作“南暗口”。“爨里安
口”的本名应该是“爨里暗口”，是设在

“爨里”的一个隐蔽的边防哨卡。“安口”
是“暗口”一词的雅化。第二，蒙元时期

当地无须戍守，明初为抵御蒙古始于此
设防。正德十年，因“南暗口”附近有了

“爨里”的存在，故以村庄命名叫作“爨
里安口”，并建有军廨。这说明“爨里”
建村在明初，和永乐年间山西移民屯军
戍边的时间段相吻合，这里的“爨里”应
该是移民建立的村落。第三，明代实行
的是里坊制度，村庄一般呼作“里”，这
里的“爨里”就是“爨村”。而夏县爨村
在明代也称“爨里”，是全县“六十里”之
一。放在移民的大背景下观照，“地随
人迁”，这里的“爨里”极可能是移民的
故居地山西夏县“爨里”村名的移植 。
第四 ，“爨里+暗口”与“蒲州+营”“洪
洞+营”“河津+营”“绛州+营”等山西屯
军移民形成的地名结构完全相同，进一
步证实这里的村名“爨里”，也是由夏县

“爨里（村）”移民移植过来的一个地名。
因此，“爨底下（爨里）”村名的源头

在山西夏县。

四、方 言

爨底下村的方言与夏县方言有相
同之处

古 谚 说 ：“ 宁 卖 祖 宗 田 ，不 忘 祖 宗
言。”历史上许多移民都保留有祖源地
的一些方言。明初山西移民最多的大兴
县和顺义县方言中就有不少山西话。如
顺义县有个村庄叫“贾家清子”，是万荣
县贾姓移民建立的村落。贾姓为万荣大
户，万荣话把“亭子”念作“清子”，所以
把“贾家亭子”写作了“贾家清子”。同样
道理，爨底下村的方言也保留有山西夏
县话的一些特点。例如：

当 地 人 称“ 藏 ”为“ 抬 ”。普 通 话 说
“把东西藏起来”，爨底下人则说“把东
西抬起来”。这与今天的夏县话完全一
样。

爨底下村流传早年唱蹦蹦戏的顺
口 溜 ：“ 唱 得 精 韩 晓 耕 ， 唱 得 对 韩 晓
瑞，扮得俊韩晓印，唱得瞎韩晓花”。

说“唱得不好”为“唱得瞎”，即是保
留了夏县方言，而普通话一般不这样
说。

普通话“兄弟”一词兼指兄长和弟
弟，而爨底下人则呼弟弟为“兄弟”，这
也和夏县话是相同的 。夏县话“兄”和

“弟”兼指称为“弟兄（们）”，专指弟弟则
呼作“兄弟”。如说“这是我兄弟”，意即

“这是我弟弟”。
普通话称叔父为 shū，而爨底下

人则呼叔父为 shóu，不呼 shū；夏县
话也是念“叔”为 shóu 音。

爨底下人将二声的“福”字念作
三声的“甫”，将二声的“国”字念作
三声的“果”。在夏县及毗邻的闻喜县

（二县历史上曾有分合），人们口语中
也有这样的读音。如将“李福全”念
作“李甫全”，“张国平”念作“张果
平”。而闻喜话的二声 （阳平声） 调值
为 213，与普通话的三声 （上声） 调值
214 就很相近。所以按照夏县话、闻喜
话的二声念出来的字音，在北京人听
来就是三声。

等等。
虽然我们没有对爨底下村方言进

行全面考查，但仅就以上 《川底下村
志》 中提到的几个例子来看，这里的
方言与今天的夏县话确有不少相同的
地方。这应该是 500 年前夏县移民口语
的遗存。

“爨底下”村名源于夏县，方言亦
可为一力证。

当然，当地也有爨底下村名来源
于 “ 爨 头 ” 或 “ 老 君 炼 丹 炉 ” 等 说
法。这些说法有可能是由于不明历史
真相，而从“爨”字形义独特性引发
想象造成的误读。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爨 （川）
底 下 ” 村 名 来 源 于 “ 爨 里 ”， 而 “ 爨
里”原本是从山西夏县爨村移植来的
地名。所以从根本上讲，“爨底下”村
名来源于夏县爨村。

“爨底下”村名来源于夏县爨村
■王雪樵





本报讯 （记 者 游映霞） 11 月 24
日，河东书房党群馆举办公益讲座，邀
请 了 知 名 心 理 学 家 作 为 主 讲 嘉 宾 ， 以

“做好自己 提升幸福品质”为题，帮助
现场听众进一步关注内在修养与提升幸
福指数。

授课老师以丰富的心理学知识和实
践经验，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听众

做好理解自己与提升幸福品质之间的紧
密 联 系 。 授 课 老 师 鼓 励 大 家 从 自 我 认
知、情绪管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入手，
逐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在场的每位听众深受启发，他们
纷纷表示，这次讲座不仅提供了实用的
心理学知识，也让他们对幸福有了更深
的理解和追求。

河东书房党群馆举办公益讲座
在盐湖区泓芝驿镇东边 4 公里

处，有一个累德村。这个村是盐湖
区历史上唯一由帝王命名的村庄。
村的西门口矗立着一通“纽孝子故
里辩”石碑，碑文开宗名义写着：

累德里者，隋文帝旌纽氏父子
之孝，而特赐其号。即余所居之累
德村也，沧桑变而里名如左，所谓流
芳百世者，其人之墓在村之北，原俗
呼为麻茂坟……即所谓麻壮鸟悲，
古槐复荣……而余村则童稚亦悉其
事，如道家常。

碑文最后写道：“舜生于诸冯，
文王生于西周，舜则人皆可为，文王
则人皆可师……所以纽公言之累
德，因纽公父子而名。虽无文王优，
于是所望于能师纽公者。”

关于纽公父子的孝行，在安邑
县志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纽因，南北朝北周时人，性至
孝，父母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
庐前生麻一株，高丈许，环围合拱，
枝叶郁茂，严冬不改，有鸟栖其上，
因举声哭鸟即悲鸣相应，时人异之，
周武帝表其闾，擢授甘棠令。

其子纽士雄，生于隋朝，质直孝
友，父殁，亦庐墓侧，负土成坟。庭
前有一槐，甚茂，及士雄居丧，树遂
枯，服阕，还宅，槐复荣，文帝闻之，
叹其父子至孝，下诏褒美，号所居为
累德里。

隋文帝开皇六年（586 年）表孝
子纽世雄里门，曰：

朕思父子冠人伦之首，孝行为
众善之原，凡有君责者，当激励以为
风俗劝也。兹太常博士范升奏：甘
堂令纽因子世雄，亲丧庐墓，庭槐为

之枯悴，服阕返归，枯槐为之复荣，
信非至孝不能感格，且父子一德，尤
系风教之司先后重光，宜赐褒扬之
典。朕特命臣集议，名其居为累德
里于戏！尔世雄宜体朕心，顾名思
义，移孝作忠，则于朕不为虚荣，于
居不为虚荣矣。

此后历朝历代，不仅以居住本
村为荣，而且为人至孝，代代相传。

清乾隆九年，本村生员杨雁举、
杨雁淳二位贤士倡导为纽孝子父子
建祠一座。在“创建纽孝子祠引”中
写道：

旨建坊入祠，誉为旷典，夫安邑
为神禹旧都，历代以来，忠孝节烈，
后先接踵，载在史册，考周隋时孝子
纽公讳因暨子讳世雄，两世俱善，居
丧负土成坟，庐于墓侧，一则栖鸟声
哀，一则古槐再茂，当时旌表其里号
为累德，至今千有余年矣，赫赫若前
日事。

此碑仍完好无损保存于后世重
建的杨家祠堂内，足见累德村民对
先祖纽氏父子的孝行代代铭刻于
心，发扬光大，流芳百世。

碑文中所写的庭前古槐复荣确
有其树，现仍茂盛地长在村西门口
大巷南，树高 10.6 米，主干高 5 米，
胸径 1.32 米，冠幅东西 10.3 米，南
北 13.6 米，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累德村古槐被录入 《山西省古稀树
木》。

隋文帝赐号累德村
■张吉有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 楠
美 编 冯潇楠



11 月 23 日，第十五届中国摄影
艺术节在三门峡市开幕，全国各地
摄影爱好者前来学习交流。

本届艺术节以“繁花竞放 金
像华章”为主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展览、金像面对面等活动。中国摄
影艺术节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创办
最早、关注度持久、影响力广泛的摄
影节，自 1989 年以来，历经 35 年，已
成功举办 14 届，是全国摄影界的重
要盛会。它不仅展示推广优秀摄影
作品，推出优秀摄影人才，而且为提
升主办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作出贡
献。

图为 11 月 25 日摄影爱好者在
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观看中
国摄协团体会员单位联展。

本报记者 闫 鑫 摄影报道

▼11 月 25 日，游客在运
城市新绛县福胜寺欣赏悬塑
艺术之美。

随着首款国产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火爆，作为游
戏取景地之一的新绛县国保
单位福胜寺，持续迎来游客

“打卡热”。
据了解，新绛县依托丰

富的历史文化、古建美学、特
色美食等文旅资源，持续培
育打造相关文旅产品，推出
的“跟着悟空去旅行”主题线
路、古建研学游等受到了游
客好评。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