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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平

一套两卷《我的运城》，是《运城日
报》文艺副刊“鹳雀楼”和《运城晚报》
文艺副刊“大河湾”近两年来主题作品
之辑印，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既是运城
文艺工作者对博大精深河东文化亲身
体验的集中展示，更对于我们当今举
国上下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种
借鉴意义。我在阅读全书后最深切的
感受是，这套作品选的编者，希望本书
集思想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于
一身，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能够给古
老厚重的河东历史文化注入现代气息
和新的思考，能够给日新月异的当代
运城展示出无限美好的前景，进而提
升河东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和人文地
位，提升运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在国内
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应当说，这样
的预期效果很好地达到了。

从《我的运城》全书所收200余篇
文章来看，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力作；
但是，绝没有滥竽充数的文字游戏差
稿。我注意到，这些文章的作者，差不
多集中了当今运城市有成就和有影响
力的作家，以及一些运城籍在外的知
名人士，阵容强大，在一定意义上，其
实也是运城作家的一次集中亮相，充
分显示出运城作为一个文学大市、文
学强市的底气。本书文章绝大多数是
随笔、游记，因此，可以归为文化散文
范畴，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在谋篇布局
上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现代实例，史
料可靠真实，但不作歧义研究或考辨，
现实事例公众认可；叙事行文则是以
清朗健爽、明丽流畅的散文语言怡然
成篇，没有抄袭教科书和文化讲义的
陋习，也不是用现代观念将历史文化
作照相式简单解读，或者是对当今社
会现象进行无原则说长道短，而是将
物态化的历史遗迹、民俗化的文化现
象、存在于我们大家身边的现实事例，
与写作者的心灵感应和思维判断有机
地结合起来，彰显出写作者的思想个
性，强化作品的文学色彩。可以说，本
书的作家们对河东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是非常的透彻，对现今运城市的经济、
文化发展的观察是相当的深刻，他们
对物质的河东文化和非物质的河东文
化，都烂熟于心，在文章中如数家珍地
讲述出来；他们对当下所生活的运城
市及所辖县（市、区）的环境与氛围，是
满意和认可的，在作品中细致地书写
成文。

作为一名在文学界供职多年的所
谓“业内人士”，我充分地感受到这些
年来，文化散文一直盛行，由此而让人
们形成了一个文学理念，即散文是最
具文化内蕴的。于是，文化学术界曾
经展开过一场关于文化散文的讨论。
尽管讨论很难达到完全的统一，但大
家对文化散文的定位还是有了一定的
共识，这就是：文化散文关键要有文化
意识和时代气息。我相信，这套《我的
运城》的组织者和编者，以及作者在策
划或写作之前，必定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体会到，文化
意识和时代气息渗透到了整套书的主
导思想中，渗透到了每一部作品的字
里行间。取材、意旨、内涵、观念、叙
述、文字都非常“文化”，显现出一种独
特的、典雅的河东文气和大度的文风。

阅读《我的运城》，事实上，也是让
读者进行一次对河东文化的体验和对
当今运城的了解。赞美从古至今形成
在河东大地上的一处处独特地理形状，
认识一个个影响华夏文明发展的河东
历史文化名人，领略占有三晋文化史重
要地位的一部部出自运城人的精品文
化之作，我思考着他们形成的文化根源
是什么，一个概念自动跳出来：黄河文
化！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海内
外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母亲河。这条
蜿蜒曲折数千公里、昼夜奔腾川流不息
的大河，流出了包括河东文化在内的灿
烂的黄河文化，创造了包括河东文明在
内的令人自豪的中华文明。毫无疑问，
黄河文化就是三晋文化的根源，河东文
化就是三晋文化的主要支撑；或者说，
是黄河文化孕育出了河东文化，河东文
化丰富了黄河文化，并成为黄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黄河文化
的孕育，难有河东文化的辉煌；同样，没
有河东文化的实绩，黄河文化的光彩也
会减色。

按照传统的方式解释，文化，是一
个民族或国家或地域中，人们为了生存
与发展，创造、传承、享用的社会产物，
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各种社会事物与
现象。从另一方面理解，文化也是一定
社会群体成员为应对环境，满足需要，
获得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共同的生活模
式与规则。那么具体到传统河东文化
和现代运城文化来说，它们表现出的内
容，包括各类人的思维性格、民间风俗、
服饰特点、饮食习惯、居住环境、艺术形
式、语言风格等，所有这些都是传统河
东文化和现代运城文化的内涵，更是黄
河文化和三晋文化无法离开的基础。
从《我的运城》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展示这些内涵，都
深深烙上了黄河文化、三晋文化、河东
文化的印迹。

由于运城地处黄河中下游，因而，
最能体现出黄河文化中质朴厚重的成
分；同样，河东文化的特点，也就在总
体上显示出质朴厚重的格调。例如上
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补天》，表现出
了不畏天险，勇于胜利，靠自己的双手
创造新生活的精神与意志；《诗经》中

的《硕鼠》《伐檀》等，从朴素的生活事
实中，试图寻找到一种没有压迫、人与
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唐代山水田园诗
大家王维、边塞诗人王之涣、散文大家
柳宗元等人的名篇佳作，是对淳朴民
风的最好阐释；近代文学史上李健吾
和当代文学史上李逸民、义夫等作家，
不光把质朴厚重的风格渗透到了代表
性作品中，而且也体现到了日常生活
里的为人处世上。此外，从河东走出
去的裴氏家族将相和文人，铸造出元
代戏曲辉煌的剧作家关汉卿，还有创
造蒲剧艺术的众多大师，都是以质朴
厚重性格著称于世的。这个特点，在

《我的运城》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凸
显。

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虽然自身的
特征非常明显，但它们绝不是封闭的，
也没有排他性。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
中，传统河东文化逐渐包容了华夏各民
族的其他文化，甚至连域外文化也不抗
拒；这种精神，同样影响到了现代运城
文化中，许多外来的思想家、经济家、建
筑家、文学家、艺术家，被河东文化和运
城文化熏陶，创造出了富有运城特色的
业绩，为运城的长足进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我们在《我的运城》一书中，都能
感受到。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跟所有
地域文化一样，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形
成特色的。同样，河东文化和运城文化
也是凭借开放和发展才有了辉煌的历
史与现实。如果没有发展的观念，是难
以取得实绩的。从《我的运城》书中所
讲述的人物与事件可以看出，许多运城
人都在探索和创新，在发展中体现他们
的价值。

那么，《我的运城》的文化意识和
时代气息具体表现在何处呢？我认为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写到的历史和现实人物与
事件的文化性。《我的运城》讲述了河
东历史文化的众多方面，包括根祖传
承、潞盐历史、河东名人、名胜古迹、生
活习俗、地理特性；描绘了现实运城文
化的各种呈现，包括城市建设、家乡情
结、文化氛围、和睦家庭。从这些所写
对象本身就可以看出，是文化意味很
突出、文化含量很丰富的社会现象和

自然景观，是河东历史文化和运城现
实文化的人文性和物质性代表。

第二是浓郁的文化品位贯穿作品
之中。作者们写作《我的运城》中的每
一篇文章，都是明确地从文化视角来
展现并剖析所写对象的。文化散文的

“文化”，绝不仅仅在取材方面走了“文
化旅程”，写了张贴着文化标签的寺庙
楼阁秋水长天，或八卦一下文化名人
的风流逸事；其灵魂应当是作者所秉
持的文化态度、立足的文化品位如
何。这里面，就有保守与变革、陈腐与
新生、愚昧与智慧、小气与大气的差
异。从本书所收的不少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出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那就
是作家们无不深情地热爱河东文化和
运城文化；同时，他们还有一种较高的
文化品位，能够以学者的眼光审视河
东文化和运城文化，将河东文化和运
城文化的内涵准确地阐述出来，并进
行理性的分析。

第三是表现出了文化意识特殊的
穿透力。《我的运城》中的重点文章，都
是在以明确的现实思考和深刻的文化
自信，多方位解析人物与事件的特征，
努力开掘社会现象的本质。比如有作
者写到的盐湖历史，将潞盐定位成与
华夏民族同龄的古老而特殊的宝库，
守望这样一份国家级宝库，该是一种
多么值得自豪的荣光与责任。再比
如，有作者写到了近几年在运城市出
现的十几处“河东书房”，给市民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场所，让大家有一
种幸福的读书感。这种表现文化意识
特殊的穿透力，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将
是永恒的。

第四是写作艺术上浸润着文化韵
味。《我的运城》中的大多数作品作为
文化散文，在结构方式、叙述语言、修
辞手法、知识运用等多方面，都富于文
化韵味。我认为，虽然这些都是属于
技术性层面，却是这套书质量上档次
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许多具体描写
中，涵盖着历史、经济、文化、地域、民
俗等因素，韵味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
给读者一种美好的享受，尤其是在文
史知识运用上，作者们更是信手拈来，
轻松自如，使用贴切，提升了作品的文
化含量。

当今世界，文化意识和时代气息
与经济能力、科技水平、民众素质、生
态环境相互交融，已经成为大势，任何
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者，都在充分发挥
各自民族和地域文化优势，让文化成
为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不
断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特别需要我们的作家、艺
术家认真创作优秀的作品，发挥出文
化的特有作用。因此，《我的运城》一
书的推出，是非常适时的和具有科学
依据的。传统的河东文化，伴随着现
代化文明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完善和
丰富；同样，现实的运城文化也进入了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正在健康发展和
逐步强大。我相信，有《我的运城》这
部书的助阵，必定会让更多人认识到
河东文化与运城文化的价值，不断提
升运城市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祝福运
城！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
席、中国作协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委会
委员、著名评论家）

你好， ；你好，
——阅读《我的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