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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石山先生互加
微 信 是 前 多 年 的 一 次 喝
酒。

那一次，他受邀来运
城给全市作协的朋友们讲
文学与创作，会场里黑压
压坐了三百余人，他坐在
台上是一只茶杯一盒烟，
时而激情挥臂，时而谈笑
风生，一口阳泉话，一堆
真 道 理 ， 与 其 说 他 在 讲
课，不如说他在茶聊。

先生才思敏捷、善于
言辞，为大家所公认。聊
文学，聊历史，聊民歌，
聊戏剧，他常常洞察入肌
理，语出惊四座，高屋建
瓴，思辨常新。特别是酒
饮至微酣，嘴里越发字句
铿 锵 ， 落 地 有 声 。 男 儿
气英雄气充斥眉宇，人虽
清瘦，却一身铮铮铁骨。

与先生饮酒晚学自当
恭敬，我端着一个分酒器
说：敬先生三杯我先清九
杯，这叫三当一……说完
一口饮了。他愣了一下，
虽然表情生于瞬间，但我
看见先生眼中的亮光。他
立刻要站起来，我不让，
他还是站了起来，说：西
兰 主 席 是 我 多 年 的 好 朋
友，我把三杯喝了，咱们
再碰一杯……碰了杯，我
自然先干为敬，他却连喝
三杯，喝完嘿嘿一笑：我
也三当一……那天在饭桌
上，我听了他原汁原味的蒙汉调，
听了他深情的阳泉民歌，听了王主
席助兴的蒲州道情……

有了先生的微信，彼此互动慢
慢就多了。有一年春节，他写了一
个 《十二生肖话健康》 的趣文，作
为亲友贺岁之作。他说“老虎胃口
虽好，爪牙之利，却也难得按时开
饭，饥一顿，饱一顿，不洗不涮，
不蒸不烤，也不曾闹胃病求助三九
胃泰吗丁啉”。我看了后与王西兰
主席聊起他，王主席笑着说：石山
老师才气沛然，观事察物的思维与
角度总是与众不同……

去年，他给我发了一篇他写的
《中国文化的二元结构》，六千多
字，我看了后说了自己的一些想
法，他说他不方便打字，还是语
音，语音二十多分钟，他让我整理
一段文字发给他。五月，他给我发
了一篇 《无中生有的宇宙》 稿子，
我仔细阅读，颇有收益，于是也没
有向他请示，就在 《淇园散文》 平
台发出。因为原创保护，我成了版
权人，张老师问我，能不能给四个
平台开个白名单，我笑道：您下发
授权令，我马上开。

冬 季 ， 我 的 散 文 集 《南 风 薰
兮》 将要付梓，非常想让张老师写
一段话，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我
转弯抹角说给王西兰主席，王主席
后来就跟他说了。他立刻给我电

话 ， 说 ： 那 有 啥 不 好
意 思 的 嘛 ， 都 是 自 家
兄 弟 ， 把 书 稿 截 一 部
分 给 我 看 …… 一 周
后 ， 他 给 我 发 了 一 段
二 百 多 字 的 推 介 语 ，
既 不 乏 褒 奖 之 词 ， 又
能 感 到 先 生 的 爱 意 与
温 暖 。 他 们 这 些 文 化
贤 人 ， 一 辈 子 致 力 于
文 学 事 业 ， 又 倾 心 于
新 人 的 发 现 与 栽 培 ，
正 德 厚 生 ， 臻 于 至
善 ， 不 由 得 让 人 心 生
敬仰。

腊 月 ， 去 太 原 参
加 一 个 活 动 ， 我 专 门
看 望 了 一 次 张 老 师 。
那 天 ， 已 经 放 了 假 的
高 歌 教 授 正 好 回 到 太
原 ， 我 们 便 一 同 前
往 。 张 老 师 担 心 我 们
找 不 到 ， 专 门 在 东 门
口 等 。 远 远 地 ， 我 看
见 一 个 人 的 背 影 ， 穿
着 军 绿 灰 棉 袄 ， 头 发
花 白 ， 手 指 夹 着 一 支
烟 ， 我 没 有 想 到 那 就
是 张 老 师 ， 直 到 他 转
过 身 来 …… 他 很 客
气 ， 但 又 很 家 常 ， 聊
了 一 个 多 钟 头 ， 喝 了
两 壶 茶 ， 临 走 时 专 门
给 我 俩 签 赠 了 他 新 出
的签名书。

今 年 清 明 过 后 ，
我 还 给 他 发 信 ： 晋 南

春好，南风薰兮，陈年家藏老酒，
期望先生归来……之后是和先生微
信互动最多的几个月，我提前看过
他的一些书稿，经常看他转发的文
章，包括他女儿张榑的文章。从中
能感受到有山石风骨的男人在面对
掌上小女时的那种琴心柔肠。五
月，周宗奇先生来永济，饭桌上，
大家坐在一起说得最多的还是石山
老师。夜里，我和石山老师微信又
是一通好聊。

之后一个多月，我给他发过两
次“花花”与“笑脸”，却没有回
复。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他的微
信，我急切地问：张老师，好久没
信，您好好的吧……他给我发了一
个卡通点赞，我就误认为他“好好
的”，直到有一天听到他病重的消
息……

时至小雪，丽日暖阳入窗来，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下午，天有阴
风，人传噩耗，张老师的黑白照片
就传在网上。那一刻，是心痛，是
久久的沉默……与王主席通了一个
电话，他在那边话语显然变了声，
我听出了他的眼泪，听出他怅然若
失的痛惜……

夜里，给先生做了一个挽幛屏
页，撰写了一副“太行石山，品拟
松柏；三晋文胆，才堪翰林”的挽
联。又把点点滴滴码成文字，也算
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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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创编、永济市
蒲剧团排演的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正式与观众
见面。该剧师古而不泥古，既有传统蒲剧的思想、技
艺传承，又有饱含时代气息的文化魅力，丝丝入扣的
剧情和丰富饱满的内涵，值得戏迷细品慢赏。

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曾提出“结构第一”
的戏曲理论，并从立主脑、减头绪、脱窠臼、密针线等
方面进行阐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关于
李渔“主脑说”的具体含义，一直言人人殊，归纳起
来，大体包含三个层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一人
一事”和对戏剧矛盾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契机”。而
这三个层面，在《还阳珠》剧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
现。

李渔《闲情偶寄》载：“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
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
然。”《还阳珠》的“作者立言之本意”，据编剧杨孟冬
介绍，旨在创作一部“浅显易懂”的新编蒲剧，让当地
老百姓“爱看，看了有收获”。该剧以明嘉靖年间蒲州
一带的政治、经济和人情社会为背景，加以神话的手
法，讲述了民女刘玉英果敢英勇、为母申冤、为己抗
争的故事。其中所蕴含的惩善扬恶、义薄云天、情比
金坚的道理，是晋南人民在蒲剧戏曲中熟稔于心的
价值认可和追求。事实证明，这部“浅显易懂”的新编
蒲剧，无论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作品的艺术构思，
还是剧作上演后取得的观感效果，都可说是立起了
一部剧作应有的“主脑”。

“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
初心，只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
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具属衍文。
原其初心，又只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
奇之主脑也。”这段话是李渔“主脑说”的第二重含
义，即“一人一事”。李渔的这一主张并不是说剧作
只能描一人、写一事，而是要求剧中的故事情节围

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展开，而且事件之间要相
互关联，“针线紧密”“照应埋伏”“一线到底，并无
旁见侧出之情”。《还阳珠》剧中虽有刘玉英、张济、
龙生、条阳道长、马胡、罗三等主次、大小人物三十
多个，但毋庸置疑刘玉英是主角，整个故事是围绕
她展开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也是通过她的
遭遇而呈现出来的。情节中虽也有“二堂叙话”

“乔装私访”等不以刘玉英为主场的部分，但毫
无疑问都是因她而在行进、因她而在编排。恰如

《西厢记》 之“拷红”，张生和莺莺虽不在场，但
无一字、无一句不和他们有关。《还阳珠》 的这
种“一人一事”的叙事结构，像它的思想主题和
情感一样，也是一种“浅显易懂”，这对于戏曲
的舞台表演来说是恰当的，对于观众的戏曲接受
水平来说也是必须的。

李渔“主脑说”的第三重含义，是这样表述的：
“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
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
矣。如……一部《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
瑞一人，又只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
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
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
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
之主脑也。”这段话的主张是说对戏剧矛盾发展具
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情节，也是一种“主脑”。李
渔以《西厢记》为例，指出“白马解围”虽不是贯穿
全剧的主要情节，但是在剧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它使戏剧情节发生了转折和跌宕，大大推动了
矛盾冲突的发展，不仅成为张生把相思变为姻缘
的重要契机，而且使得这部剧有别于一般意义上

的“才子佳人”套路，使“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
古矣”。按照这样的主张，《还阳珠》中的“吞珠还
阳”便是第三重“主脑”。刘玉英携母亲卢氏在投亲
路上被罗三调戏，卢氏为了女儿与罗三辩理，却遭
马踏身亡，刘玉英被逼跳崖自尽，龙王之子龙生用

“还阳珠”将刘玉英救活。面对故事刚开始便似戛
然而止的局面，观众心里是紧张的，也是疑问的。
按照以往观看蒲剧的经验，很少有人想到“还阳
珠”这么快就出现了，而且贯穿始终，既使得刘玉
英的生命“还阳”，又使得社会期待已久的公平正
义“还阳”，是名副其实的“还阳宝珠”。剧作在此设
定的“吞珠还阳”情节，一方面使主要人物刘玉英
的性格命运具有一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丰富了情
节和主旨。剧终时，刘玉英为母申冤成功，龙生为
蒲州大地降下甘霖，张济惩恶除奸、造福一方，最
后龙生幻化成仙，刘玉英看庙相伴，故事达到了情
深、义重、理真、法显的多重效果，观众满足了审美
期待，戏曲实现了高台教化。

和“立主脑”密不可分的是“减头绪”“脱窠臼”
“密针线”。《还阳珠》严格地根据“主脑”的实际需
要来组织情节和结构，尽量谨慎地、节约地设置人
物角色，让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特定的形象
和性格，大刀阔斧地删去一切不符合主脑需要的
关目、人物乃至道具，确保“主脑”突出，真正地立
起来。“密针线”方面，《还阳珠》的情节事件在内在
衔接上都是经得起考量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

“条阳道长”的人物设定。前几场戏中，“条阳道长”
只是站着，没有说话，直到“张济”乔装私访时，“条
阳道长”才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介绍了整个事
件的来龙去脉，让“张济”恍然大悟，也让观众
明白了编剧的创作意图。“脱窠臼”则自不必
说，“还阳珠”的巧用是其一，“二堂叙话”也是
一种创新，若没有这一场戏，故事情节则过于紧
张直白，不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易导致一泻之
下的单薄和急切。

除了结构上的“立主脑”，《还阳珠》 还真正
立起了清廉为民的蒲州知州张济的形象。可以说，
这是这部剧作的“主脑”之“主脑”，也是最符合观
众呼声和期待的“主脑”。

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的三重“主脑”
■王 慧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 楠 美 编 冯潇楠

11 月 23 日晚，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
节“金像面对面”摄影学术活动在三门峡国
际文博城会展中心举行。“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奖（摄影）”获得者徐永辉、何世尧，以及
谷永威、余红春、敖国兴、储卫民、朱秀英 5
位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现场分享摄影作
品和心得。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余位摄影
人参加了活动。

大家表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
理想，不断创作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
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
摄影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摄影力量。

图为“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获
得者何世尧分享他对各类摄影的独到理
解，认为一幅好的风光摄影作品的诞生是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和谐统一的结果，
强调摄影是“纪实的艺术，艺术的纪实”。

本报记者 闫 鑫 摄

本 报 讯 （ 记 者
乔 植） 为 丰 富 广 大 市
民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 传
承 和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永 济 市 文 旅 局 日
前 在 该 市 人 民 剧 院 举 行

“礼赞新中国、逐梦新时
代 ” 城 区 戏 曲 惠 民 演 出
活 动 ， 六 天 八 场 的 免 费
蒲 剧 盛 宴 ， 让 戏 迷 朋 友
们过足戏瘾。

连 续 数 晚 ， 永 济 市
人 民 剧 院 内 座 无 虚 席 ，
戏 迷 们 早 早 来 到 剧 院 ，
翘 首 以 待 演 出 的 开 始 。
随 着 激 昂 的 锣 鼓 声 响
起 ， 开 场 大 戏 —— 蒲 剧

《忠烈杨门》 正式上演，
演 员 们 身 着 华 丽 的 戏
服 ， 用 精 湛 的 演 技 和 醇
厚 的 唱 腔 ， 将 杨 家 将 们
团 结 一 心 、 除 奸 贼 忠 心
报 国 的 历 史 故 事 演 绎 得
淋 漓 尽 致 ， 展 现 出 蒲 剧
艺 术 的 独 特 魅 力 。 台 下
观 众 们 听 得 过 瘾 ， 看 得
入迷，现场气氛热烈。

据 了 解 ， 永 济 市 城
区 戏 曲 惠 民 演 出 是 该 市
市委、市政府 2024 年 的
一 项 重 要 民 生 实 事 之
一 ， 活 动 从 23 日 晚 开
始 ， 为 期 6 天 ， 由 永 济
市 蒲 剧 团 陆 续 为 广 大 市
民 带 去 《西 厢 记》《龟
山 奇 案》《哑 女 告 状》

《 火 焰 驹 》《 还 阳 珠 》
《县 委 书 记》 等 八 部 经
典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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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延续了五千多年的文字。文
字，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承载着无数历
史的印记、思想的火花和情感的流淌。

著名的古文字专家、考古学家苏秉
琦 先 生 指 出 ：尧 舜 禹 围 绕 运 城 盐 池 建
都 ，运 城“ 曾 保 留 远 至 7000 年 前 距 今
2000 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
总 根 系 ”中 的“ 直 根 ”。《淮 南 子·本 经
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
哭。”仓颉是黄帝身边的记事大臣，相传
黄帝联盟部落与蚩尤部落争夺运城盐
池资源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黄帝命仓颉
在“凤凰衔书台”造字，取得成功，惊天
地而动鬼神，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
作出了不朽贡献。汉字早已成为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神
内核，好比一个标签、一个“识别码”，一
看到这个“识别码”就能在世界各民族
的文明图谱中很快找到中华文明。专属
于运城的汉字在中华文明图谱中，也是
熠熠生辉、闪闪发光。

盬

“盬”，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河东盐池也。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
百十六里。”也就是说：盬，专指河东盐
池之盐，也专指河东盐池。其他盐池所
产的盐不名为“盬”。清段玉裁《说文解
字注》：“盬，河东盐池也。左氏传曰：郇
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中国向有“贾
出于盬”的说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
他 的《历 史 与 盐》一 书 中 指 出 ：商 贾 的

“贾”字来源于“盬”。《尚书·酒诰》记载：
“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肇
者，始也。周朝人认为经商行为始于商
朝，所以称呼做买卖的人为“商人”。这
说明，中国商业起源于盐业，中国最早
的商人就是盐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大人之市在海中”。
百科释义：盬是一个汉字，基本意

思是不坚固；停止；吸饮。共包含三项解
释。

古 代 盐 池 名 ：“ 戊 子 ， 王 至 自 于
盬。”周 （穆天子传）；意思是公元前
928 年 11 月戊子月，周穆王到运城盐池

“观于盐泽”。没有经过熬制的盐：“猗
顿 用 盬 盐 起 ， 邯 郸 郭 纵 以 铁 冶 成 业 ，
可 与 王 者 埒 富 。”（ 《史 记 · 货 殖 列
传》《汉 书 · 货 殖 传》 ） 不 坚 固 ：

“器用盬恶，熟当督之。”
盬字作为名词，1. 盬，盐池。见

《广韵》。2.未经炼制的颗粒盐。司马贞
索隐：“盬，谓之盐，直用不炼也。”3.
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
百十六里。从盐省，古声。公户切。（汉
许慎《说文解字》）

当 盬 字 作 为 动 词 ， 通 “ 苦 ”， 止
息 。 见 于 《诗 · 唐 风》。 颜 师 古 注 ：

“猗顿，鲁之穷士也。盬，盐池。于盬
造盐，故曰盬盐。”《隋书·食货志》：

“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二曰盬盐，引
池以化之。”

卤

“卤”，始见于商代甲骨文，是一个
象形字，它起源于古河东盐池。其古字
形“鹵”像容器中的盐粒，本义为盐卤，
又指制盐时剩下的黑色汁液，亦称“盐
卤”“苦汁”。“苦”“盬”相通，专指运城盐
池。

卜 辞 中（《合 集》36756）：“ 癸 未 王
卜，在海贞：旬亡祸？王占曰：‘吉。在十
月’。唯王卤，雨。”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呢？作者认为其内容是商王武丁问“卤”
之事，有巡行之义。冯时认为此“卤”为
地名，即运城盐池。商王亲自巡行此地，
可见，至少在晚商时期，商朝人已经使
用运城盐池盐卤用于祭祀、食用。

《说 文·盐 部》：“ 盐 ，卤 也 。天 生 曰
卤，人生曰盐。”太史公曰：“山东食海
盐，山西食盐卤。”《春秋经》：“大原亦曰

大卤。”《释名》：“地不生物曰卤。”《广
韵》：“盐泽也。天生曰卤，人造曰盐。”

《广雅》：“卤，薰也。”这些记载，正符合
运城盐池的“天日曝晒，自然结晶，不假

（借）人力”的特征、特点与实际。

嵑

“嵑”，康熙字典释为《广韵》：苦葛
切；《集韵》：丘葛切，从音渴。《广韵》：山
貌。又，山特立也。

据考证“嵑”专指是中条山的一个
山脉，在绛县境内。山涧中流出的水汇
入姚暹渠之内，也称“嵑水”。在这种地
理 条 件 下 ，每 当 大 雨 时 节 ，山 洪 暴 发 ，
河 水 横 溢 ，四 面 八 方 的 水 就 流 入 运 城
盐 池 ，盐 池“ 籍 主 水 以 生 ，缘 客 水 而
败”，清人把“嵑水”写成“客水”，也统
称 为“ 外 来 之 水 ”。就 这 样 约 定 俗 成 了
客水。

㛧

“㛧”，康熙字典里释意为【集韻】：
母敢切，音 。乡名，在山西猗氏县。

据运城市文物局总工程师李百勤
先 生 考 证 ：今 临 猗 县 王 鉴 村 的 古 名 称

“㛧”，也叫“㛧乡”。

圶

“圶”，其基本含义是古地名。康熙
字典解释为“《篇海类编》：苦洽切，音
恰。地名。”

“圶”字的寓意和象征可以从其含
义 和 历 史 背 景 来 探 讨 。在 象 征 意 义 方
面，圶字作为一个生僻字，虽然在现代
汉语中使用较少，但在文化中仍然承载
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古老的地
名，可能代表着历史、文化和地理的传
承与记忆。尽管具体象征意义不如常用
字那样明确，但在文化传承中，“圶”字

仍然具有一定的象征价值，代表着对传
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据查证，“圶”字还有一种说法，它
是“曲”的前身字，后被曲字所代替。它
不仅代表弯曲，其主要含义是指河流与
高山。从这两方面的象征意义和历史文
化来看，这个古地名就是万荣后土祠与
孤山一带。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控制了盐
池资源，取得了“涿鹿之战”胜利后到汾
阴 脽 上 祭 祀 后 土 ，又 到 孤 山 祭 祀“ 土
神”。黄帝史官仓颉就给这里创造了一
个“ 圶 ”字 ，意 为 刚 好 ， 恰 到 好 处 。

“大”字代表天，就是黄帝，“土”字
就是土地，代表皇天后土，更代表孤
山及河流，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最厚的
黄土层之一。古人对土地的崇拜由是
可 知 ，“ 土 能 生 万 物 ， 地 可 发 千 祥 ”。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百谷草木丽乎
土。土地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滋养万
物，承载着人类的繁荣与 未 来 。 创 世
女神女娲用黄土按照自己的形象捏成
人形，并化生万物，反映农耕时期人
类与土地的直接关系，中华文明起源
于农耕文明，土地是文明的标志，土
地 涵 养 了 中 华 文 明 。“ 地 者 ， 万 物 之
本 原 ， 诸 生 之 根 苑 也 。” 汉 字 中 与 土
地 相 关 的 字 也 蕴 含 着 深 厚 的 文 化 内
涵。

文字，以有形的符号去记载无形
的情感，或者华丽繁复，或者朴实无
华，却都承载了思绪的片段。我们感
叹于那些深刻的文字，如同喑夜的一
枚烛火，点亮空寂的内心。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 5000 多年文
明 发 展 中 孕 育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积 淀 着 中 华 民 族 最 深 沉 的 精 神 追 求 ，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
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
化 沃 土 ， 是 当 代 中 国 发 展 的 突 出 优
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
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属运城的汉字熠熠生辉
■赵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