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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昌

在永济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单独
放在一个精品柜里展览的文物格外抢
眼，它就是陶瓮。陶瓮到底有什么奇特
之处呢？

（一）

这件陶瓮，细质灰陶，通高115厘
米，腹径 75 厘米，侈口卷沿，形体硕
大，一侧下腹部残一洞，瓮底缺失；器
身有裂纹，用多个铁锔钉锔住固定；一
侧上腹部隶书题刻“犁滨出瓮，陶器犹
新，不奇不窳，想见圣人。雍正三年八
月廿二日蒲州刺史楚郢龚廷飏熏沐敬
题”款。尽管题刻为清雍正年款，但从
器型样式，结合永济蒲州古城出土的
陶器样式，可以推测此件陶瓮应是唐
代器物，距今已有千年。

这件陶器的图片，在清光绪《永济
县志》中有收录。清雍正三年，即公元
1725年，时任山西蒲州刺史龚廷飏在
辖区张营镇诸冯里舜帝村一带考寻舜
帝踪迹时，于虞舜庙发现了这件大陶
瓮，老百姓告诉他，陶瓮出土于黄河边
舜帝村，系耕地时偶然所得。由于陶瓮
体型巨大，造型精美，他们觉得这件器
物定是先祖舜帝所制，就将其供奉于
庙中。龚廷飏听闻后，觉得圣贤舜帝故
里出土此物，定是吉祥之物，便熏沐更
衣，怀着对圣贤舜帝的敬仰，命人在陶
瓮上恭恭敬敬刻下仰慕心语。几百年
来，陶瓮几经流传，如今收藏于永济市
博物馆。

龚廷飏，清《永济县志》记载：湖广
安陆人，进士，雍正三年任，居心恺恻，
莅事严明，缓征重农，吏民怀服，加惠
商贾，凡行户杂派，概行革除，众于治
城东关表立牌坊，性耽吟咏，蒲坂名胜
考核尤详，并刊有虞迹图考行世，迄今
士民犹感念不忘焉。

依县志记载可了解，龚廷飏在蒲
州任职期间办公严明、重农惠商、轻徭
减税，深受蒲州百姓爱戴。这位刺史还
喜游蒲坂名胜，尤为崇尚舜帝，对舜帝
的生活轨迹多有考证，县志收录其引
文《修诸冯村虞帝庙引》，记录了“舜陶
里”更名“诸冯里”、里人新修虞舜庙之
事。

陶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约
8000年前）。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
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
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黏土加水混合
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
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尽管陶器的
制作与使用有着漫长的历史，直至今
日我们还在使用，但是它揭开了人类
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尧舜时代处于新石器晚
期，制陶技艺已相当成熟，《史记》记载
了舜帝于河滨教人制陶之事，“（舜）陶
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作为文物，陶瓮的保护传承不仅
是蒲州百姓对舜帝祖先的敬仰，是“舜
都蒲坂”的历史佐证，更是舜帝德孝优
秀文化的千年传承。

（二）

永济，古称蒲坂，是中华文明最早
发源地之一，尧、舜、禹都曾活动于此，
据大量文史典籍所记，舜帝生于蒲坂，
这里曾是尧舜的建都之处。

《史书·五帝本纪第一》云：“舜，冀

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
滨。”冀州，中国古代九州之首，《尚书·
禹贡》中载：“冀”在山西和陕西之间，
黄河以东；河南与山西之间，黄河以
北，冀，正是晋南一带。清乾隆时《蒲州
府志》记载的“舜原永济县北二十里俗
传舜所生处”，《孟子·万章》中的“舜生
于诸冯”，皆说明舜帝生于蒲州。清时，
蒲州府有诸冯里，辖诸冯村、陶城村、
永宁村、尊村等。如今，在永济张营镇
的黄河岸边，这些村庄依然存在，其中
舜帝村仍以姚姓居多，他们称舜帝后
裔，世代仁孝，保持着舜帝遗风。该村
中央还矗立着一座高4米多的砖筑碑
楼，中间一通青石巨碑，上书“奉直大
夫、知蒲州事加三级纪录肆次董仲敬
立，大孝有虞舜帝故里，康熙伍拾玖年
叁月榖旦记”。此碑为清康熙年间所
立，迄今已 300 余年，此村亦是上述

“陶瓮”出土之地。
从舜帝村沿黄河向北五里处，有

南陶城和北陶城村，亦是千年古村。
《水经》载“河水又南经陶城西”，郦道
元注云：舜陶河滨。陶城村西三四里正
是滔滔黄河。晋代历史学家皇甫谧以
为：陶城在蒲坂城北，即舜所都也，南
去历山不远，或耕或渔或陶。陶城村正
好位于古蒲州城北三十里。相传，当地
人制陶时总是烧制不好，舜帝来此后，
重新教他们土的配方及烧制火候，才
使人们烧出不窳之陶器。如今的陶城
村有300多户居民，据村民讲，村口的
舜庙毁于“文革”期间，庙址仍在，有村
民保存了当年的照片。尽管村民已不
烧陶器，但“舜陶河滨”仍流传至今。

（三）

《史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
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渊；陶河
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帝的部落
群体逐渐壮大，最后聚落成都。《地理
志》言“舜旧都在蒲州东南”，《括地志》
云“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两
种舜都说法虽不同处，但皆在蒲坂一
带。《蒲州府志》概括名家之说：“舜都
于蒲，则无疑也。”

舜帝，中华民族的先贤圣君，与
黄帝、颛顼、帝喾、尧帝并为“五帝”，以
孝闻天下，被誉为“百孝”之首，世人称
之虞舜。他推行以德治国，勤政爱民，
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首倡德、孝、仁、
诚等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母源，为中华民族从蛮荒时代
走向文明时代，促进文明中国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尚书·舜典》载“德自舜明”，《史
记·五帝本纪》记“天下明德皆自舜
始”。舜帝的道德文化传承了数千年，
其内涵主要包括：

首先，是他的伦理道德文化。《史
记》记载，舜幼年丧母，其父瞽叟娶后
母，后又生弟象，父亲与后母对舜十分
残暴、苛刻，经常打骂他，甚至两次加
害于他，但舜依然“复事瞽叟爱弟弥
谨”，一如以前。在家庭中，舜“孝敬父
母，友爱兄弟，家庭和美”，并且“忍辱
负重，以德报怨”，推行“父义、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的美德。孔子的思想核
心“仁”，即以“孝悌”为根本，东周时，
儒家把虞舜思想继承并发扬光大，使
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其次，是他的社会道德文化。《史
记》记载：“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
女不敢以贵骄事舜帝戚，甚有妇道。”
舜“谦让”“乐于助人”“诚实守信”，从
不以势压人，且与人友善相处，因此他
所到之处，人人争相处之，受到族人的
拥戴。邻里友善，和谐相处，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假如我们都能多一点

“谦让”，多一点“诚信”，又有什么解决
不了呢？舜帝在几千年前就为我们做
了“楷模”，要使国家强大，就要团结一
心，互相帮助，与人为善，和平共处。

第三，就是他的政治道德文化。
《史记》载：舜摄政天下，施政有方，勤
民事，苦扰人，只为苍天不为身。他治
理有方，以至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
之功”。华夏不同民族的部落，尽管分
布广远，但由于对舜帝美德的一致认
可，加上作为黄帝的后裔，使他们凝聚
到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如
今，中华民族基于同一文化、同一始
祖、同一血脉的认同，为中国的繁荣富
强不懈努力，无不显示出我们中华民
族的强大凝聚力。

每一件文物，都具有一定的历史、
文化、科学、时代价值。文物承载灿烂
文明，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我们不仅要做到保护文物，更要发掘
其价值，才能让文物活起来。当下，我
们所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
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道德规
范，也是对舜帝文化传统美德的传承
和发展。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这笔宝
贵财富继承与发扬下去。

犁 滨 陶 瓮 出 张 营犁 滨 陶 瓮 出 张 营
□薛高峰

稷山，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南有稷
王山，北依吕梁山，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穿城
而过。她的名字，源自4000多年前的尧舜
禹时期，一位名叫姬弃的先民被尧帝任命
为“后稷”，他在这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
首开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

史载，姬弃是三皇五帝之一帝喾与元
妃姜嫄的儿子、尧帝同父异母的兄弟、周人
的先祖。由此，稷山被称为后稷故里。如今，
稷山县境内还保存着元代全国祭祀后稷最
大的庙宇——稷王庙。

穿过历史的云烟，稷山，这片神奇的土
地，历经变迁，走过数千年的风雨，为中华
农耕文明留下了灿烂的风姿。

稷王山下，流传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和美丽的传说。那像极麻、黍、稷、麦、菽五
谷的“五谷石”，仿佛在娓娓诉说着后稷的
功绩和先贤们创新、和合、民本的精神。

这里有众多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遗址，
那些古老的房址、陶窑、器物、动植物遗存，
无不印证着“稷王”教稼的传说。稷王庙、大
佛寺等七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辉映着
古老厚重的农耕之城。高跷走兽、高台花鼓
等五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世
代传承，愈发耀眼辉煌。如此厚重丰富的人
文历史景观，更加呼应了这座山西省首批

“千年古县”的称谓。
伴随着后稷农耕文化的出彩，稷山现

代农业发展亦盎然多姿，该县被评为全国
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成功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并入选第一批全国农
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名单，还是
山西唯一入选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县。稷山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蛋鸡养殖位居
全省前列，板枣生产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并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申报名录》，中药材、葡萄等产业各
具特色。

稷山美食名吃众多，最有名的莫过于
稷山麻花、饼子、鸡蛋、板枣这“稷山四宝”
了。它们有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独特；有的“走南闯北”，名满天下；有的
屡获全国金奖，独领风骚；有的身挂诸多

“国字号”招牌，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汾河北畔，美丽的稷山汾河国家湿地

公园亮丽娇艳，汾河水波荡漾、鸟飞鱼跃的
胜景，加上周围万亩葡萄长廊、滨河文化广
场等景点，让该园常年游人如织。

县城西北方向的5万亩稷山国家板枣
公园内，千年以上的古枣树达17500多棵，
被认证为“中国最大的千年古树群”。板枣
博物馆、观光小火车、童话乐园、盛世花灯
嘉年华、各种非遗活动展演等，让枣园流光
溢彩，游客们目不暇接，在愉悦中感受人间
烟火气。站在该园的秋霞楼上，环顾四野，
顿觉心旷神怡，天地充盈。东望眼，民悦园
水系衔山接汾，新建的人民医院、妇幼院、
体育场、稷王初中等民生工程入画其中；东
北处，巍峨的大佛寺传来悠长的钟声，庄严
的大佛依崖雕刻、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完好
如初，大佛文化园随势而建；再往西眺，法
王庙、青龙寺、宋金砖雕墓等“国保”一字排
开，掩映在千年古枣树林中，璀璨夺目。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联结汾南翟店、
汾北西社两大工业园区的稷山县省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中低碳锰铁、优质钢材、石
墨电极等产业链条完备，形成企业内部“小
循环”，整体产业“大循环”，为稷山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稷山，这座四面环水、四边有林、生态
宜居、幸福美丽的城市，身披厚重的农耕文
明荣耀，迈着稳健坚定的步伐，朝着“稷王
文化名城”目标奋勇前进！

走 进 稷 山

▲陶瓮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