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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以“传承
关公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山
西运城第 35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成功
举办，为运城文化强市建设再度赋能。

运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五
千多年的悠久文化孕育了崇文、勤劳、
厚德、勇敢的河东人，也孕育了一代英
豪关羽。关羽一生恪守忠义，秉持仁勇，
乃文乃武，至信至刚，威武不屈，贫贱不
移，富贵不淫，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性
格品质，符合了民族文化的需求，满足
了百姓心灵的期盼，历代封谥“侯而王，
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此可谓千古
一人，彪炳史册。由此而逐渐形成的以

“忠义仁勇”为核心的关公文化，蕴含着
中华民族道德伦理理念，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并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丰富，成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千百年来已融入河东人的文化血
脉，化育为运城人的价值底色，涵养着
这一方人的精神世界。

1978 年 5 月，随着解州关帝祖庙大
门再度徐徐打开，运城关公文化建设应
时启动，到 80 年代末期，已经形成广泛
的基础。1990 年，运城地委行署审时度
势，把握机遇，于当年 10 月举办了首届
关公庙会，正式拉开了运城关公文化传
承发展的序幕。

三十五年来，运城人以礼敬自豪的
态度传承关公文化，挖掘关公文化资
源、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充
分利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断推动
关公文化全方位现代性转型，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丰富其时代内涵，提升了关
公文化的影响力。

三十五年来，运城党委政府充分发
挥“关公故里”这一品牌，从最初举办的
关公庙会到后来的文化节、文旅节，其
形式不断丰富，内容不断拓展，涵盖文
艺展演、文化研讨、文化交流、文旅融
合、经贸洽谈等诸多领域，成为我国最
具影响力的人物类节庆活动之一，在培
树社会良好风尚、推动区域综合发展、
增强民族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回顾三十五年来的关公文化传承
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发
展”和“品牌塑造”三个阶段。

（1990 年—1995 年）起步阶段
挖掘关公文化的丰厚资源，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推进运城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大潮涌动，全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此背
景下，1990 年的首届关公庙会集文化、
民俗、旅游、经贸于一体，举办了盛大的
文艺展演和物资交流活动，取得丰硕成
果。庙会形式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年
解州关帝祖庙接待游客首次突破 10 万
人次，门票收入达到 30余万元。

首届关公庙会大获成功，地委行署
乘势而上，于 1991 年至 1995 年，连续举
办了第二届至第六届关公庙会，吸引着
周边地区和关公文化传播广泛的福建、
广东、港澳台地区的嘉宾不断前来参加
盛会，规模逐年扩大。

第一届至第六届关公庙会主题很
明确，就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其
间，第三届关公庙会首次恢复了传承数
百年的“关帝金秋大祭”，第四届关公庙
会，省政协、省委宣传部领导首次出席
开幕式，设立了物资供销、粮油外贸、农
副产品、地方名吃、农业科技等 11 个市
场。第五届关公庙会的宗旨是“思想大
解放、改革大突破、经济大发展、事业大
推进”，促进运城全面发展。六届关公庙
会都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民间社火表演，
开展关公文化研讨，开发旅游线路，增
加经贸洽谈，域外客商陆续来运考察，
活动内容不断丰富。

六届关公庙会的成功举办，弘扬了
关公文化，活跃了物贸市场，加强了城
乡交流，带动了经济发展，“让世人知道
关公是运城人”“以关公之名助力河东
经济腾飞”“让世界了解运城、让运城走
向世界”，促进了运城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运城成立了关公文化研
究会等社会团体，一大批地域文化学者
深入进行田野考察，挖掘历史遗迹，搜
集文献资料，撰写文章、出版书籍，最早
提出了“关公文化”理念，开始对关公文
化进行研究、解读和阐释。同时，从 1993
年起,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国家陆续组团
来运城祭拜关公，开始了关公文化海外
交流。

（1996 年—2011 年）发展阶段
全面传承弘扬关公文化，扩

大运城知名度，带动运城经济社
会发展，为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
搭建文化桥梁

1996 年第七届关公文化活动更名
为“关公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1997 第

八届称为“关公文化节”，该名称由此正
式启用。从 1996 年到 2011 年 16 年间，运
城举办了 16 届关公文化节，关公文化
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关公文化研究
成果丰硕，文艺创作和文化产业蒸蒸日
上，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海峡两岸
关公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其中，2000 年
运城撤地设市，关公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0 年、2011 年
两届“关公文化节”连续被评为“中国十
大人物类节庆活动”。

关公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关乡人对
关公文化的研究是抱有深沉情怀的，从
政府部门到民间社团，从庙宇组织到关
氏后裔，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人员
众多。他们深入挖掘关羽家族历史，仔
细整理关公文献与碑刻，系统梳理关公
信仰的起源和发展，探究关公精神演变
及传播，收集民间关公信俗传说，撰写
文章，出版书籍，举办论坛，研究成果不
断发表在报刊媒体，越来越得到社会各
界关注和认可，成为全国关公文化研究
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大批关公文化
专家学者几十年接力，并以《人·神·圣
关公》《武圣关羽》《不朽关公》《世纪之
问与时代回答——我们现在为什么还
要敬奉关公》等丰富著述，把具有上千
年丰厚积淀的关公文化研究推升到一
个前所未有的新层次、新高度。

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文化是旅游
的灵魂，关公文化活动带动了运城文化
旅游发展，来运游客人数逐年递增，“关
公故里游”成为运城旅游产业的拳头品
牌。其间，常平关帝家庙对外开放，关帝
祖庙御园开园迎客，关帝祖茔开始修
复，逐步形成关帝祖庙、关帝祖祠和关
帝祖茔“三关”景区。2000 年 6 月，运城
撤地设市，关公文化旅游进一步发展，
当年接待国际游客 1.6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5%。2001 年第十二届关公文化节开
幕式经央视转播后，吸引了全国观众的
目光，该届文化节首次提出“以关公文
化为桥梁和纽带，着力打造运城黄河根
祖文化旅游品牌”。2002 年举办了首届

“关公门前耍大刀”武术比赛，从此该活
动成为弘扬关公“武圣”精神的重要项
目年年举办。2005 年，运城接待国际游
客 1.8 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 580 万人
次。2009 年，通高 80 米的世界最高关帝
圣像矗立在运城，成为运城旅游的新景
观和新文化地标。

关公文艺创作蒸蒸日上。围绕关公
文化，文艺创作日益繁荣。1997 年第八
届关公文化节首次举办“关公戏蒲剧专
场”，受到当地群众和嘉宾的热烈欢迎，
蒲剧开始成为每年关公文化节必不可
少的内容，《关公与貂蝉》《古城会》《霸
王挑袍》等剧目陆续排出上演。民间文
艺工作者编排了《关公出征》《闯关斩
将》等威风锣鼓曲目，粗犷豪放、铿锵有
力，先后多次荣获艺术节大奖。以关公
故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5 集
电视连续剧《关公出世》、4 集电视专题
片《关公热话》、20 集电视连续剧《少年
关公》相继拍摄和播放。与台湾漫画大
家蔡志忠合作，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
术 形 式 ，创 作 拍 摄 动 画 电 影《武 圣 关
公》。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新型文化业
态，开发了关公像、关帝表、护车神等文
创产品，老百姓恭请关公像安放在家
中、安放在爱车里保佑平安，内容丰富
的关公信俗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中。
2008 年，“关公信俗”被国务院认定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社会的文
化瑰宝。

关公文化交流日趋活跃。应东南沿
海福建、台湾等地关庙单位邀请，解州
关帝祖庙连续数十年组织“关帝巡游”
活动，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96 年，解州关帝祖庙的关公文物赴台
湾展出，带着关帝祖庙香火味十足的文
物受到台湾同胞热情参观膜拜 。1997
年，解州关帝祖庙联合河南洛阳、湖北
当阳和福建东山三大关帝庙，首次举办
了“中华关帝庙联谊会”，东南亚国家和
台湾地区的关帝庙宇组织积极参加，由
此开始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关帝
庙宇的密切交流。同年，运城关公文化
学者访问台湾，并与马来西亚学者在运
城举行了关公文化研讨会。1998 年，美
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驻华使馆
的文化参赞、领事参加了第九届关公文
化节活动，关公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的纽带。1999 年第十届关公文化节，运
城当地企业家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关
公文化活动。2002 年 10 月，100 多位台
湾和大陆学者汇集运城，围绕关公忠义
仁勇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等
主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16 年间，美
国、日本、东南亚、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交流团不断来运，使得关公文化
成为增强世界华人联系沟通、维护中华
民族大团结的桥梁和纽带。

（2012 年至今）品牌建设阶段
关公文旅融合发展方兴未

艾，运城区域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关公文化时代价值日益凸显，作
为联系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作用
进一步增强

2012 年 ， 党 的 十 八 大 胜 利 召 开 ，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高度重视，指出：“要通过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
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把跨
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运城
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不断赋予关公文化新的时代
内涵，促进关公文化与当代发展相适
应，关公文化传承弘扬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带动区域综合实力不断提高。

关公文化研究成果丰硕。2012 年 9
月，运城创办关公文化季刊《关帝庙》，
至今已编辑出版 49 期，始终坚持“联谊
天下关庙，团结全球信众，弘扬关公文
化，传承民族精神”的办刊宗旨，已经成

为宣传弘扬关公文化的重要平台。2014
年，运城组织 10 多位地方文化学者启
动编撰《关公全书》，内容涵盖关公氏
族、戏曲书画、诗联文献、庙宇碑刻、民
俗信仰，等等，15 卷 400 多万字，2019 年
8 月正式出版，成为关公文化研究的重
要成果。解州关帝祖庙组织专家团队编
纂《解州关帝祖庙志》，系统搜集、整理、
研究关帝祖庙资料，目前已出版《碑刻
题记卷》、《器物题铭卷》和《楹联牌匾
卷》，为弘扬关公文化提供了最有力的
支持。2016 年底，运城学院成立了“关公
文化研究中心”，涵盖文学、史学、教育、
美术、旅游、文献等诸多领域，对关公文
化特别是关公文化的现代意义和时代
价值进行全面研究。从 2018 年开始，国
家一级文化社团组织中华文促会参与
主办“关公文化研讨会”，规格不断提
高，影响力不断扩大，邀请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的
全国知名专家作主旨发言，向全国各地
学者征集论文，从不同角度阐释关公文
化，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2020 年 5 月，
运城市成立“关公文化研究院”，12 名专
业人员陆续到位，建立起一支高水平专
业研究队伍，从而形成了“专职+兼职”
的关公文化研究队伍。

关公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上
有 华 人 的 地 方 ，就 有 关 公 文 化 信 仰 。
2013 年运城市全面启动“关圣文化建筑
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6 年市
人大通过《运城市关圣文化建筑群保护
条例》，关圣文化建筑群保护纳入法治
轨道。2019 年以来，运城联合中华中山
文化交流协会和有关台湾文化组织连
续举办了六届“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书画
展”，该展览现已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
流的品牌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关公文
化摄影展”“我心中的关公征文大赛”等
活动。2018 年，“中华梦·关公情”“一带
一路行”活动举行，关公文化走进“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祭拜规制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 年，运城联
合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研究制定出传承
悠久传统的《武庙祭典》，为全国各地祭
祀关公提供了更庄重、更文明的传统民
间 信 仰 表 达 方 式 。民 族 交 响 乐《关 公
颂》、蒲剧《忠义千秋》先后走进国家大
剧院，用艺术形式向世人讲述关公的故
事。

关公文化成为涵养社会道德风尚
的源泉。关公作为传统文化君子人格的
典范、大丈夫风范的标杆，其忠义精神、
神武气概，一直被重品德重修为的华夏

子孙所崇尚、膜拜，成为鼓舞中华儿女
忠义气节、砥砺人格、奋发图强的力量
源泉。如何把关公文化融入群众的日常
生活，使之成为涵养社会道德风尚、提
升民众文明修养的重要源泉和抓手，运
城作了有益探索。比如，2012 年第二十
三届关公文化节期间，举办了“百家企
业、万人诚信宣誓和万人大签名”活动，
营造诚信环境，打造诚信运城。将传承
关公文化与创新社会治理、树立良好风
尚相结合，定期举办“关公文化道德讲
堂”“关公文化进课堂”“学关公精神、做
关公传人、为运城增彩”等文化活动。再
比如，关公文化节各项活动都以群众为
主体，让更多的市民群众参与其中，在
潜移默化中体悟忠义文化，把关公文化
落实到工作中、生活中、家风家教中。受
关公文化等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运城市
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
持续提高，先进模范、身边好人不断涌
现，2023 年，运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城市软实力进一步提升。

“关公故里”的品牌力持续增强。作
为关公故里，运城市勇于肩负起传承弘
扬关公文化的重任，高高擎起传承弘扬
关公文化大旗，关帝祖庙已经成为天下
关庙共同崇奉的关庙之宗。每年坚持举
办的农历四月初八关帝巡城活动、农历
六月二十四纪念关帝诞辰活动和关公
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关公故里三大颇
具号召力与权威性的品牌活动。特别是
2017 年以来，关帝祖庙每年举办的“祭
拜关公大典”，吸引数千名中外关公信
众热情参与，省政协领导恭读祭文，社
会各界和民间团体代表敬献花篮，行三
鞠 躬 礼 ，表 达 对 关 公 的 敬 仰 之 情 。从
2020 年开始，解州关帝祖庙和关公文化
研究院，联合对各地传承弘扬关公文化
工作有代表性关帝庙宇和文化组织，授
予“关公文化交流基地”牌匾，至今已经
授予 44 家，牵头建立起关公文化交流
的联盟，引领关公文化传承发展的正确
方向。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工作，受到国
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的高度关切，从 2017
年第二十八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始，民
革中央、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中华文
化促进会等机构或团体参与指导，山西
省委宣传部参与主办或指导，省文旅
厅、省民革、省台办、省侨联、省中华文
促会等省直部门积极协助支持，关公故
里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关公文化旅游持续升温。关公文化
衍生出的关公精神为旅游赋予更多的
价值意义，更多游客走进运城，眺望魅
力七彩盐湖，参观尧舜禹历史古迹，品
读五千年华夏历史。其中 1400 多年的
关帝祖庙和家庙彰显着巨大的人文魅
力，拜谒自然必不可少。春秋楼的悬梁
吊柱、倒悬藻井巧夺天工，26 根盘龙石
柱全国之最，精湛的琉璃、木雕、砖雕、
石雕、铸造工艺极富神韵，162 方匾额、
22 副楹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研
究价值和观赏价值。关公文化博物馆
升为“一级博物馆”，1375 件文物讲述
着关公文化发展历程，承载着民间信
仰寄托。2020 年以来，运城累计投入
16.3 亿元，全面实施关公文旅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文物和生态资源保
护 ， 整 修 了 47 处 文 物 建 筑 、 7 处 遗
址，建设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和各
种 智 慧 旅 游 设 施 ， 整 治 五 龙 峪 古 河
道，如今五龙峪河岸青水绿，盐池湿
地水草丰美，成为中外游客的网红打
卡地。2024 年 8 月，“关公故里文化景
区”5A 级景观质量通过文化和旅游部
评审，今年国庆节假期，运城各大景
区旅游火爆，全市共接待游客 517.53
万人次。其中关公故里景区日均突破
万人。在关公像前袅袅缭绕的香火中，
广大游客信众和关公进行跨时空的对
话，感悟着关公的忠义诚信，心灵得到
净化，精神得以升华……

关公文化纽带作用更加彰显。解州
关帝祖庙关公圣像到福建、台湾等地开
展巡游活动，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方
式。2009 年以来，解州关帝祖庙关公圣
像到福建巡游 7 次，到台湾巡游 3 次。其
中 2013 年 3 月 ，山西省组织的主题为

“忠义精神聚两岸、三晋文化耀华夏”赴
台湾巡游活动，历时 21 天，巡游台湾 14
个县（市），受到台湾民众热烈欢迎，是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层级最高、时间最
长的一次晋台交流活动。2013 年，国台
办授予解州关帝祖庙“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牌匾，2015 年中国侨联授予解州关
帝祖庙“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每年都有上千名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
来运祭拜关公，体悟忠义精神，汲取精
神力量，祈盼顺意安康。关公文化作为
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联系纽带作用更
加彰显。

◆思考及展望

关公文化的传承发展实践，就是运
城党委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施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实践，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实践，必将为书
写中国式现代化运城篇章注入强大的
精神力量。

通过三十五年的关公文化传承发
展实践，运城市深刻认识到，关公不仅
是运城的，更是中国的、世界的，关公文
化超越时空、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
国界，具有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关公
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就是运城党委政
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升文化自
觉、增强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过
程，关公文化饱含的道德人格、公平正
义、诚实守信、进取担当等基本理念，将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古老智慧和精神动
力。

传承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公文化对
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
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满足了不同阶层信仰重构的精
神需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
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对应。
尊崇关公精神，本质上就是尊崇关公

“忠义仁勇”的道德人格，这里的“忠”是
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忠贞、对人民
的忠心，是“惟正是忠”；“义”是正义、信
义、仁义，是“为正而义”，把“正”作为唯
一指向，充满着强大的正能量。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关公文化
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体化，结合民众生活来落地、落
小、落实，以此推进向上向善，促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良好社会道德
风尚，无疑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路径。

传承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促进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诚信”不仅是关公文
化的重要理念，更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的基石。通过挖掘弘扬关公文化“仁”的
道德伦理内涵，倡导“以义制利”的正确

“义利观”，在竞争中协作，讲求和气生
财，在全社会再塑“重诺守信”的商业伦
理。关公文化中的“勇”的理念，有助于
人们树立竞争、担当、开拓、创新精神，
有利于促进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因
此，在现代社会中，弘扬关公精神，对于
遵守诚实守信规范、完善市场经济机
制、促进企业正当竞争、降低市场交易
成本都有着重要意义。

传承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运城解州关帝祖
庙午门上悬挂着一副于右任先生撰写
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
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简单而深刻
地揭示了关公文化对团结中华民族的
重要价值。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最长
远和最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关公文化具有人类
共同价值，虽发源于汉族地区，但在藏、
满、锡伯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并
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融合，成为各民族
共同的民间信仰，成为连接中华各民族
的精神纽带。大力弘扬关公文化，推进
各民族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价值观念
融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会
产生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
西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道德情操、树立
良好风尚、增强文化自信。”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
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为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运城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历史大
纵深、国际宽视域、时代新高度，不断赋
予关公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
方式，统筹关公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制
定了关公文化建设中长期规划，成立了
关公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关公文化
研究院，建设关公文化博物馆，发展文
创、研学、文艺、旅游等多种业态，
形 成 “ 文 物 保 护 +研 究 阐 释 +旅 游 开
发”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发展格局，把传统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做好“关公文
化 ” 这 篇 文 章 ， 进 一 步 讲 好 中 国 故
事，增强文化自信，使关公文化与时
代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与民族团结相契合，为中国式现代化
运城实践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强大
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

弘扬关公文化 建设文化强市
——运城市关公文化传承发展三十五年综述

■段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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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月 23日上午 9时，山西运城第 35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庄严肃穆的解州关圣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金玉敏 陈方斌 摄

2010 年第二十一届关公文化旅游节（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