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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鹏威

甘肃兰州“醉关公”表演者
小林子段国林春节期间爆火，以
精湛的踩高跷技艺和对关公角
色的深入演绎在网上迅速走红。
在当地的社火表演中，他将关公
的九死不悔、孤傲、寂寞、悲痛、
伤感和义薄云天，以及在关帝庙
前的“青龙刀断”“刀不进庙”等
演绎得生动形象，仿佛关二爷驾
临现场，那一刻，观者动容。

镜头里，“醉关公”怀抱哭泣
孩童“点红”赐福，年迈的老人带
着孩子恳请“醉关公”从头顶跨
过。那一瞬间，他仿佛就是关公。

“关公袍下过，关关难过关关
过”，那一幕，看哭了多少人。

3 月 4 日，“醉关公”表演者
小林子段国林来了，他来关公故
里运城了。

在人群围观中，他先后前往
常平关帝家庙、解州关帝祖庙拜
谒关公。在相关直播间，实时观
看人数达 1 万以上，而且，每个
发布相关内容的视频账号浏览
量都居高不下，“醉关公小林子
来运城了”这一话题，一整天霸
屏抖音运城榜第一。

那么，“醉关公”关公故里
行，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坐拥关
公文化IP，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众所周知，运城作为关公故
里，承载着深厚的关公文化。关
公不仅是一位历史英雄，更是忠
义的象征。关公事国以忠、待人

以义，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并感受
到这种忠义文化的魅力，一直是
运城相关部门在深入思考和探
索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已举
办了 30 多届，我们也积累了一
些经验。笔者以为，兰州“醉关
公”火爆全网这一现象的出现，
为运城弘扬关公文化探索出了
一条新的路径，打开了一扇新的
窗口。他拓展延伸了“关公温酒
斩华雄”的艺术形象，以一种新
颖、独特的方式重现了关公的另
一种形象，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
流量。高度关注和高流量的背
后，不仅承载着人们对“醉关公”
的喜爱，也唤起了大众对关公文
化的好奇和探索。

笔者以为，要想真正利用
“醉关公”的爆火流量来引流和
推广运城关公文化，我们需要做
的还有许多。比如，深入挖掘关
公文化的内涵，将其与现代社会
相结合，创造更多具有时代特色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再比如，每
年关公文化旅游节能不能恢复
最早的称谓，就叫“关公庙会”，
让关公文化更加接地气，与烟火
人间息息相通，吸引更多普通群
众参与并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
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只有这
样，才能吸引更多群众了解和喜
爱传统文化，并让传统文化成为
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有效助推
运城高质量转型发展。

坐拥关公文化IP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运城晚报讯 3月6日，在运城市文化和旅
游局召开的“2024年全市文化和旅游（文物）工
作会议”上，经运城市文物保护工作领导组严格
逐项考核，永济市2023年文物工作得分第一，
名列13个县（市、区）之首，获“先进集体”殊荣。

2023年，永济市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
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严
格按照《2023年度运城市文物工作专项考核实
施方案》精神，对标调焦，真抓实干，认真落实

“第一议题”制度，认真履行领导主体责任和部
门责任，成立工作专班，层层传导压力，制定出
台有关方案；加大本级财政投入力度，文物保护
专项经费 1446.515 万元，较上年增幅 35.35%，
强化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全部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持续推进文保
项目建设，重点加强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和“文明守望”工程建设；认真做好文物安全工
作，组织4次安全应急演练，在该市416处文保
单位张贴公示牌，在政府网站公示安全责任人，
该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员260余名全覆盖，出
动文物安全检查人员580次，排查整改安全隐
患 36 处；加强文物宣传和人才队伍建设，举办
24 期“文博大讲堂”，坚定文化自信，活化利用
文物资源，强化博物馆公共服务项目，呈现出文
物资源底细明确、安全措施有力、机制健全完
善、利用效果明显、发展势头强劲现象，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得到全面提
升。

永济市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董榕表示，成
绩只说明过去，未来还需不懈努力。他们将坚定
信心、振奋精神，敢于进取、主动作为，以优异成
绩为建设宜产宜业宜居幸福永济贡献文物力
量。 （景坤）

永济市获
“文物工作先进集体”

□屈吉平

虽在外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但我心
里长年累月地弹奏着一首乡村的浪漫曲
调，家乡万荣县光华乡小屈村（如今已合
并为火上村）里的美好情趣，让人动情、
留恋、思念。退休后，我便更多地在家乡
小住，享受美好的乡居生活。

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彰显
了乡村文明和乡土文化的勃兴，浓浓的
乡情和乡村美景融合成了一幅和谐宜居
的美丽乡村画卷。乡村有美丽的田园风
光、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山水草木、阡陌
沃野等自然景观与宗族祠堂、古建民居
等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秀美壮丽的乡
土景观，承载着乡村特有的精神气韵、文
化记忆。

在乡村，有田园生活的惬意，有乡村
劳动的欢愉，有返璞归真的乡趣，有乡土
情怀的牵念，有记忆中的乡味。没有高楼
林立的遮挡，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
早起晚起，随随便便。劳作累了，就躺在
树荫下休息；高兴的时候，可以放开嗓子
高歌一曲，吼几声“乱弹”。走在干净整
洁平坦的街巷，自由自在，无交通拥挤之
烦和发生交通事故之虑。有了想不开的
心事，到左邻右舍坐坐，喝一碗茶，听听
淳朴的开导；或独自到村外走走转转，看
看绿油油的庄稼，把不快丢在那一块一
块的田野里、沟头崖脑或是大片大片的
果园里。

乡村建设使得农村资源得以释放，
宅院气派，巷道平整，绿化带成条，水电
路网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文化体系健全，
乡村文化日益兴盛，文明乡风吹向希望
的田野。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生态美起
来、环境靓起来、农民钱袋子鼓起来，村
民安居乐业，处处可见一派幸福安康的
美丽乡村景象。民间习俗的传承发扬、对
聚落非遗的用心守护，无不向外界展示
着属于乡村的地域文化，绿色环保、和谐
融洽的群体生活，形成相对持久的乡村

共同体。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守望田园
的朴素生活理念，与当下倡导的和谐、扩
绿、降碳、减污理念不谋而合。

饭菜的色香味与家庭生活的人情
味，形成了乡村浓郁的烟火味。利用院里
的空地，点瓜种豆，一只只南瓜由花落后
的小蒂，吹气般地一天天长大，越结越
多；豆蔓顺着树干、木杆爬上墙头，开花
结豆，使整个院落充满绿色的诗意。在粗
大的葡萄藤爬成的棚子底下，摆一张小
桌，喝茶闲聊，或倾吐心思，或笑谈趣闻，

打扑克、搓麻将、下象棋，别有一番滋味。
菜园里的各种青菜翠色欲滴，随时可采，
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吃到新鲜、干净、没
有任何污染的蔬菜。养一条狗，那条狗，
会成为你的忠实“仆人”，它竖起高高的
尾巴，吐着长长的舌头，紧紧地跟在你身
后，和你形影不离，白天陪你去种地、割
草、散步，夜晚为你守护家院。喂一窝鸡，
它们为你捡去地上的饭粒，给你清除土
里的害虫，为你产下一篓篓鸡蛋。看，一
只母鸡下蛋了，对你“咯嗒咯嗒”地叫着，
你便走到鸡窝边，拾起那颗还带有温热
的鸡蛋……

闲暇时、阴雨天，或欣赏精彩的电视
节目，或躺在炕上读书看报、玩手机。清
晨，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清爽滋润心
田；夜晚，田野、村庄一片静寂，劳累一天
的村民躺在床上怡然自乐，你就坐在房
间书写属于自己的“归园田居”。

在乡村，不必像城里那样买好多花
盆栽花种草。这里到处是花园，有黄艳艳
的迎春、月季，有清香宜人的牡丹、芍药，
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待阳春三月，
油菜花开遍田野，放眼望去，是一片金黄
的花海，风儿一吹，翻起一层层金色的波
浪，还有各类庄稼花竞相开放，翩飞的彩
蝶、采撷的蜜蜂，在花蕊上嬉戏，摇落股
股馨香，涌起阵阵快意和温馨。

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美丽动人的
田园风光，宁静纯美的乡居生活是多么
动人又美好！

万荣小屈村的诗意生活

▲乡村一景（资料图）

▲“醉关公”表演（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