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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爱武

运城稷山县的金代墓群，包括马
村、化峪镇、县苗圃三处墓地。其中马村
的砖雕金墓最为著名，是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马村砖雕金墓承载的文化，也
是植根于河东大地的养生文化。

马村砖雕金墓位于稷山县城西 4
公里的马村西南角。马村金墓群，原系
段氏祖茔，俗称“百墓”。

马村砖雕金墓内部，有极为精致华
美的砖雕艺术，呈现了墓主人生前居室
的布局样式，雕刻的飞马、奔鹿等兽，刻
工精细、形制华美。少数墓室中间还雕
刻有墓主人的“开芳宴”，而次间置有屏
风雕二十四孝图。还有一批戏剧砖雕，
不仅有舞台还有戏剧伴奏场景，是研究
中国戏剧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马村砖雕金墓表现出的文化内涵，
是段氏家族的养生文化。段氏家族是兴
盛于唐宋金数百年的医药世家，其所展
现的“三善文化”集中体现于《段氏刻铭
砖》上的《善铭》《伦铭》《医铭》，尤以“孝
养家、食养生、戏养神”最为经典，也道
出了我国养生文化的精髓。

孝养家

“孝”字最早见于商代，其古字形像
一个孩子搀扶着老人，本义为尽心尽力
地奉养父母，后也引申为晚辈在尊长去
世后要在一定时期内遵守的礼俗。“孝”
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
孝道也是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础。段家提出的“孝
养家”文化，是马村墓葬砖雕中最为突
出的一个主题。特别是4号墓室出土的
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孝陶塑，造型生动优
美，人物传神达意，是一批形神兼备、情
景交融且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曾
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和特别的关注。
每个德孝故事还有编号，这是我国孝子
故事题材中唯一的陶塑，为人们展示出
中国传统孝悌思想的源远流长和来自
民间的创造精神。

家庭和谐宴乐是马村墓葬砖雕中最
生活化的一个主题。开芳宴，是指夫妻之
间表示和睦相处的宴席。举办这样的宴
席，不仅体现出丈夫对妻子的钟情与爱
意，也向外人传递了夫妻间的恩爱信息。
开芳宴也是宋金墓中流行的装饰之一。
在2号墓室，厅堂的八仙桌旁对坐着一对
夫妻，两侧各一侍童侍女，桌上有盖碗、
执壶，有四盘瓜果点心，桌下立一酒坛，
这就是有名的“开芳宴”。这一切都传递
出家族兴旺、丰衣足食的生活场景。

马村砖雕金墓段家的“孝养家”文
化，既有家庭和睦的修炼宗旨，又有家庭
和睦的具体做法，是真正的、接地气的养
家文化，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养家文化。

食养身

马村砖雕金墓的发现，还原了宋金
时期河东食疗养生的真实情况。

1999 年，在外工作多年的马村人
段登科到马村砖雕墓游览，发现《段揖
预修墓记》上有与自家宋金时代祖先

“段先”相似的名字，继而发现和自家祖
传的两块大方砖上一样的内容。段登科
家里有两块世代相传的大方砖，长32.7
厘米、宽 32 厘米、厚 5.9 厘米。砖上刻
着：“据父传曰：上祖先，嫡字讳先，箸

（著）有贯通食补方一册，上行宋太宗年
间，救人济世，康人益寿，方圆数百里妇
孺皆知也。孰料贯通如饵，官索夷掠，实

难保之。故刻砖四块，择方于其上，分付
二子，预留后人继之矣。”秘方有《贯通
食补汤方》《贯通宴锅汤方》《贯通妇疾
汤方》等，并刻有八卦、洛书与人体部位
对应关系及数理调养图，特别是还刻有
段祖三铭，分别是“《段祖善铭》：孝养
家，食养生，戏养神”“《段祖伦铭》：和
家，睦邻，容人”“《段祖医铭》：万物有吉
亦有凶，万物有凶亦有吉；万药养人亦
伤人，万药救人亦毒人；人食五谷染百
病，世间万物可疗疾”。

后经有关专家研究考证：两位“段
先”是同一个人，且段登科祖上传下来
的方砖和墓中的砖为同一年代。马村段
家以医疗药膳为业，“富埒王公”，因此
在地上地下都修建了豪宅大院。还有段
登科祖传下来的“孝养家、食养生、戏养
神”通称的“三善文化”，与马村砖雕金
墓里展示的内容完全一致。

段登科家中的两块方砖面世，很快
引起考古界、文化界和中医药界的关
注。他还收藏了三幅古画，第一幅《宋王
义缘佳话图》，是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特
写过程全图；第二幅《太祖庆功宴将
图》，是宋太祖平定河东叛乱后犒劳将
士的情景；第三幅是《河东民乐康寿
图》。其中，都有在霍州、蒲州、绛州、潞
州等地，段氏家族药膳酒店生意火爆的
场景。

通过对有关史志文献资料的查阅
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段氏药膳世家的定
位：在宋代，被誉为“《清明上河图》文字
版”的《东京梦华录》记述了汴京御街上
规模最大的几家酒楼饭馆，其中特别点
出“北食则‘段家熬物’最为屈指，夜市
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甚或通
宵不绝，饮客常至千余人”。

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而饮食
的出现要比医药早得多。药膳是中国传
统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药物和食物为原料，经过烹饪加工
制成的一种具有食疗作用的膳食。它

“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
食物赋以药用；既具有营养价值，又可
防病治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段家被称为“药膳世家”，说明段家
在行医用药的同时，更注重平时的膳食
养生，是真正的上医，是中国医学发展
过程中首重预防的实际运用。段氏先祖
确定了“贯通经络，平衡阴阳，药膳固
本，是保障健康、延年益寿的根本”的理
念，将家传验方、奇方收集整理，编著

《贯通食补汤方》一册，以此济世救人，
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段氏先祖被民间

誉为“段不老”。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途
中，偶食段氏药膳贯通宴锅，顿觉寒去
疲消，窍开气爽，常思不忘。赵匡胤登基
后，下河东平叛获胜，犒劳将士，特邀段
氏先祖制作宴锅、汤酒，群臣交口称赞。
由此，段氏“药膳世家”名满朝野，医术
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当地名门望
族。

戏养神

在马村砖雕金墓的九座墓中，墓
1、墓2、墓3、墓4、墓5、墓8六座墓内，
都有展示戏剧的砖雕。其中墓 1、墓 4、
墓5中，还有由大鼓、腰鼓、拍板、笛、觱
篥五种乐器合成的乐队伴奏砖雕。这些
戏剧砖雕，传神生动，妙趣横生，构成了
一幕幕多彩多姿的戏曲画卷，展示出宋
金时期的民间文化生活，使山西这个中
国戏曲的摇篮，写下了中国戏曲发展史
上厚重的一页。

作为普通百姓马村段氏家族的祖
训，“善戏养神”说明戏曲艺术已经普及
到广大百姓之中了，这样的祖训在全国
也是罕见的。距此不远的临汾侯马也发
现了30余座仿木结构砖雕金、元墓，有
舞台、杂剧俑或角色者仅三座，究其原
因，是马村段氏家族奉行“善戏养神”祖
训影响的结果。段氏家族成员生前酷爱
看戏，也有可能亲自演戏，在“事死如事
生”的大背景下，墓葬里才留下了这么
多精美的戏曲文物。

从段氏上祖段先开始，依照自己的
人生体验和行医用药经验，总结出了

“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的“三善”之
铭及“段祖伦铭”和“段祖医铭”，并要求
后代子孙遵从。其中“三善”之一的“戏
养神”，与19世纪末提出的心理学有异
曲同工之妙。这也是中医文化养心学说
和注重情志调理的具体体现。

段家提出的“三善文化”，说的是以
孝悌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以膳食营养
一个健康的身体、以戏剧培养一种安宁
的精神，这也完全符合中国人提倡的养
德、养身、养心，是真正的养生文化，有
着具体操作方法，十分接地气。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
能奔涌；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三善文
化”思想精辟、内涵丰富、意境深远，三
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又紧密
联系、相互融合，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段氏家族乃至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主题和主线、主流
和本质。

从稷山段氏从稷山段氏““三善文化三善文化””看养生文化看养生文化
□董峰江

“孝”，这个字源于中国古代，蕴含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历史上，“孝”文化一
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历史上的“孝”文化

在古代，“孝”文化被视为一种家庭伦
理和社会道德。《孝经》中，“孝”被定义为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强调了其在道
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孝”，也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重要准则。

历史上，“孝”的观念体现在许多方面。
例如，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以示对父母
的敬爱和怀念；日常生活中，子女要服从父
母的安排，尊重父母的意愿；孝道也是重要
的道德标准，许多忠臣义士都以孝道为立
身之本。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孝”文化
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在当今社会，我们应
该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实践孝道呢？

现代人如何正确孝敬老人

一是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并重。随着
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子女在物质上
赡养父母已经不是什么难事。然而，精神上
的赡养同样重要。我们应关心父母的精神
需求，多陪伴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让他
们感受到子女的关爱和温暖。

二是尊重父母的意愿和选择。在现代
社会中，许多子女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
评判父母的行为和选择。我们应该尊重父
母的意愿和选择，不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
于他们。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父母的兴趣
爱好和生活方式，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向上
的心态。

三是传承和弘扬“孝”文化。“孝”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
该传承和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教
育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孝”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风
尚。同时，我们也应该结合时代特点，创新

“孝”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使其更
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四是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是子女和社会应该特别关注
的。我们应定期关心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提
醒他们注意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同时，也
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鼓励他们保持
乐观向上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五是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许多老年
人在退休后仍然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和创造
力。我们应该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为
社会作出贡献。参与志愿服务、传承技艺
等，能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找到新的价
值和意义。

历史上的“孝”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仍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今社会，我们应
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入手，全面关注老年
人的需求，也要传承和弘扬孝文化，让这一
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说说“孝”文化

▲马村砖雕墓 记者 薛丽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