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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

山东的作家朋友要到山西来寻
访一些古迹，以国保单位为主，闻听
此消息，我喜出望外，“半推半就”地
给他们做了“向导”。这真是一段从
春天来的愉悦旅程。出发前和山东
省散文学会秘书长、济南历城区作
协主席王展一番斟酌、挑选目的地
时的难以抉择，瞬间就成了过去时，
还没等回过味来，他们“跟着作家去
旅行”国保私享之旅的脚步就踏上
了柳绿花红、草长莺飞的运城。

芮城县、永济市、盐湖区、万荣
县、稷山县、新绛县，6 个县（市、区）
一一都在桃花的艳帜和当地文化人
士的相伴下，匆匆流逝，时间咋如此
之快呀，来不及回味，他们就踏上了
归途。从高铁站分开的刹那，依依不
舍的情绪竟然袭上心头，相背而行
时，我忽然变得愉悦了，这只是一个
开始，他们还会来的，那些古庙、古
城、古街、古衙、古楼、古塔、古渡、古
院落，给他们留下了最美的剪影，心
有猛虎，自能细嗅蔷薇，我自信，他
们不仅会再来，还会很快。

“震撼”，这是长达 6 天的行程
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芮城永
乐宫硕大的宫殿是震撼的，新绛福胜
寺里的渡海观音是震撼的，稷山的土
雕大佛是震撼的，古老的盐池是震撼
的，解州关帝祖庙春秋楼前的龙柏是
震撼的，万荣后土祠秋风楼上等待

“荣光幂河”奇景出现是震撼的，稷山
板枣园里观看沉浸式情景剧《稷颂》
是震撼的……每一个物事，携带着历
史尘烟呼啸而来时，都是震撼的，这
就是运城乃至山西文旅的魅力，只要
你来，你的感知就会被唤醒。

这是一次文物之旅

王展先生最关注文物的品质，他
对此次旅程的定位就是文物之旅，目
标就是看到在山东不容易看到的文
物。确实，太行山之东的齐鲁大地，岱
宗夫如何，一览众山小，他们完全可
以忽略自然风光，来寻求一次与文物
的邂逅，恰巧山西就以文物取胜。与
文物邂逅，就是与历史迎面相撞，就
是把扁平化的书面介绍化成实景实
物，可感、可触、可凭吊、可赞叹。站在
历史现场，每一丝呼吸都会不一样，
天地之清明打开了人的感官。

永乐宫的震撼不仅仅来自元代
建筑的阔大、壮美，以及木作的经典，
当天专家张青娓娓道来的讲述，把他
们定格在《朝元图》前，一个一个神
仙的曹衣和博带，像丝线缠绕在他
们心头，不舍离去。当山西省古建筑
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安海
把永乐宫的传世之美掰开了、揉碎
了，讲解给他们听时，他们已经只能
说出一句“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留住画家湛思亮目光的，不仅
仅是永乐宫，还有稷山青龙寺里的
元代壁画。他站在壁画前，摇头、点
头、叹息，还自言自语，“这才是最好
的壁画啊，那么有生活气息”。他临
行时说，他会找时间来这里写生。

汉武帝吟哦《秋风辞》的地方，
长出了秋风楼，黄飞虎安坐的东岳
庙里，立起了飞云楼。秋风卷飞云，
两楼在汾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两两

相望，飞檐与飞鸟竞飞，木头的气息
浸染了岁月的沉香，这是独属于万
荣的骄傲。

除了秋风楼，同样为黄河所瞩
目的，还有世所皆知的鹳雀楼，白日
依山尽时，麻燕飞翔在历史的天空，
古老蒲州城下，蒲草始长，一片大唐
风华晕染在普救寺、蒲津渡。看不见
蒲州城的绿莎厅里是否有诗人盛况
无前，但有铁牛作见证，今儿个山东
山西“两山”文化交流一样会有绿莎
厅那样的文化碰撞。

大唐之后是宋朝，看得见芮城
寿圣寺塔，看得见新绛龙兴寺里的
宋塑，宋的光华如宋瓷一样，天青色
等烟雨。宋之韵掩盖不了金的光芒，
稷山马村砖雕墓的戏剧场景、新绛
白台寺里的释迦殿，都带有各自喋
喋不休的传说。

还有芮城广仁王庙、永济万固
寺、运城盐池神庙、万荣李家大院、
稷山稷王庙、新绛绛州三楼……山
东人这一行，从运城之南到运城之
北，把28座国保收入眼中。这些文物
后面隐藏着许多古灵魂，教民稼穑
的后稷、人神共存的关公、诗情横溢
的王之涣……每一个人物都与中华
文明息息相关，焉能不震撼？

这是一次“两山”之间
的文化碰撞

太行山之东的鲁，太行山之西
的晋，不论是人还是文化，上万年来
一直都在碰撞和流动，这已为考古
和史书所证明，但这不妨碍今日的
两地文化人士续写一些传奇。

永乐宫有全真教的痕迹，山东
人马上就可以说出，王重阳曾在山
东传道说法，度化了“全真七子”。更
不用说，面对我们的东岳庙，正宗的

“大神”在山东泰山，但我不会自卑，
他们没有精致绝美的飞云楼。新绛
的文庙当然比不上山东孔庙的肃穆
庄严，但他们一样在先师像前叩头，
在山西遇到这样一位千古乡贤，崇
敬之外，他们多了几分欣喜。路遇永
济神医扁鹊庙，他们忘却了时间，立
志要给这位齐国老乡致以最高的敬
意。在万荣后土祠里，看到吴来朝、
侯祁的名字，他们叫出声来，他们与
他们的老乡隔代相遇，这些老乡曾
在山西历史上留下了鸿羽般的痕
迹，今后两地之间的话题多了起来。

在稷山博物馆里看到情景剧
《稷颂》，后稷的一生在眼前闪现。当
最后托出一句“带走这颗粮吧，这是
中国粮”时，山东人的眼窝是湿润

的。作家黛安融入了演出中，她的眼
里出现了亮光。徐可顺拉着小演员
的手，只说出一句“你演得真好”时，
眼泪便已落下，那个小演员也只说
出一句“再见”，便泪落哽咽得说不
出话来，两双手握在一起，那一刻没
有山东与山西之分，只有对中国粮
和后稷文化的理解。现场爆发的情
感是共通的，一丝丝一点点把山东
山西人的心润得湿漉漉的。

那天晚上，山东济南历城区作
家协会和山西运城稷山作家协会牵
手互证，今后将成为友好单位，两地
之间的文化交流将更频繁，你来我
往成为今后的定项指标。王展先生
如此说“开启两山地域文学交流合
作新篇章，势必促进学会会员走出
山东，开阔视野”，山西又何尝不是
呢？从此，距离将不是障碍，身无彩
凤双飞翼，双骑绝尘谱华章，结一个
晋鲁之好。

这是一次感恩之旅

山东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李健
说得最多的是“感恩感谢”。

每走到一地，都有当地的文化
人士参与。到了万荣，得到万荣县委
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冯清中部长亲
自陪同，并讲解万荣文化。万荣原党
史办主任薛勇勤跑前跑后，让我们
领略到了夕阳下的“荣光幂河”场
景。芮城原文联主席郭昊英、永济文
联主席杨孟冬，安排行程并讲解。在
稷山，稷山文联主席秦永泰、作协主
席杨继红，检点好全部行程。在新
绛，新绛政协十分重视安排好行程，
不厌其烦地帮我们解决临时添加的
景点。运城人的热情感染了山东朋
友，如运城的温度一样，暖洋洋的。

这一行，6天28个国保，我一边
拒绝他们的感谢，一边却是得意的，
好客热情的山东人，终于也在山西
遭遇了热情好客。我更得意的是，运
城乃至山西的文旅意识在觉醒，用
我们的真心真爱迎接每一位游客，
让他们对山西产生向往和喜爱之
情，我们有如此多的古迹，有上万年
的文明为我们背书，何惧之有？

李健先生的小飞机盘旋在高
处，一点点记录下所有美好，28处国
保，再加稷山螺钿漆器和绛州澄泥
砚两处国家级非遗，如同盛宴捧给
了山东，这会在山那边溅出多少浪
花，可以拭目以待。

我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山西，你
们来时，请联系我，讲述山西的文明
文化历史给你们听。

山东作家看运城山东作家看运城，，
怎一个怎一个““震撼震撼””了得了得！！

▲永乐宫里留影

□李汝珍

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
2500多年历史。在二十四节气中，演变为节日的主
要是清明节，清明节也成为其中唯一具有人文历
史的节日。清明通常在农历三月前后，恰是大地回
春的时节，经历了一个漫长寒冬之后，人们纷纷走
出户外，来到田野上春游、赏花、踏青。在春风中放
飞风筝，也成为国人喜爱的一项老少皆宜的活动。
这项活动在河东大地亦颇有特色。

“又是一年春来到，风筝满天飘”，正是对河东
风筝的赞誉。现今发现的民国时期河东印制的小
学春季课本上，就有针对儿童风筝制作和放飞的
课文。文中讲到，河东“风筝之状，有鸟，有鱼，有蝴
蝶，有蜈蚣，放飞时趁势一人持尾登高，一人急振
其绳，风筝乘风而上。其大者，缚弓弦，风击弦鸣，
其声泱泱，故名风筝”。

另一篇课文则专门介绍了放风筝的基本技
巧：“风筝飞，风筝飞，靠好风吹，有时吹到云中去，
有时落在池边树。风筝向下走，赶快把绳收，风筝
向上冲，不要把绳松。”使儿童从小接受了风筝活
动的传承启蒙。

“三月三，河东风筝飞满天”。《河东民歌选集》
就收集了多首关于风筝的民歌，再现了河东人传
统清明踏青放风筝的壮观场景。其中一首民歌这
样唱道：“哥嫂二人去踏青，捎带放风筝，哥嫂二人
往前行，哎哟哟，叽叽喳喳实快活。哪哈哪衣呀
哈。”从中可以体味和联想到当时河东人清明户外
放风筝热闹非凡的快乐景象。

另一首民歌，则充分体现了河东人以风筝为
媒的独特景象。其中这样写道：“三月里来是清明，
姐妹二人去踏青，捎带放风筝。娘问女儿哪里去？
小妹妹禀一声，我和姐上村东，十里长亭好风景，
万花楼下去踏青。姐妹二人往前行，又来了个武生
来踏青，骑白马，跨银镫，鹅毛箭，系腰中，胡棱棱，
风摆动；鹿角弓，握手中，来得快，去得轻，一马三
箭不落空，捎带放风筝。姐妹二人放风筝，又来了
二书生，一个放的是蝴蝶，一个放的是蜜蜂。蝴蝶
好似天仙女，蜜蜂好似牛郎星，一双蝴蝶飞上天，
好似张生和莺莺。蜜蜂采花嗡嗡嗡，恰似七女找董
永。哟，大姐，你看那书生，两眼不住看着咱，大姐
呆呆不吭声，莫非看中那书生？叫妹妹，别胡想，姐
妹迎春来踏青，一心放风筝。风筝放在半悬空，苍
天不住刮大风，刮断了风筝绳。这回风筝没放成，
都怨姐姐心不静。风筝挂在半悬空，都怨那书生。”
这首鲜活生动的河东民歌，通过放风筝充分表达
了河东人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爱情的愿望。

根据河东民间故事改编的新编大型蒲剧传统
戏《风筝缘》，也展现了河东人在清明时节以风筝
传情、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状态。

河东还有一个独特的民俗，就是清明当日通
过放风筝来表达对过世亲人的思念之情。清明时
节，民间常常在风筝骨架上，蒙上白黄两种色纸，
并画上金银财宝、衣物等图案，或写上相关福禄祝
愿和思念的文字，于亲人坟前乘风放飞寄托哀思。
正如清人潘荣陆《帝京岁时纪胜》中所言：“清明扫
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
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一些民
国时期小学生的日记中，就写了清明上坟祭祖放
风筝的过程。

清明时节，河东沿河一带还有用风筝钓鱼的
民俗游戏，即在放飞的风筝上拴上引线和鱼钩，将
其放入河中，待鱼上钩，便迅速钓起。大伙儿一块
野炊，寓意全年生活美满、年年有余。有的还把它
称为“鱼跃龙门”，期盼未来能飞黄腾达。

清明是气候由冷变暖、农事由闲变忙的交替
时节，也是人精神焕发、充满梦想和追求的黄金时
期，因而河东逐渐形成清明放风筝的传统习俗，清
明节也成为当地多彩的“风
筝节”，一直传承至今。运
城风筝也成为颇有特色、
有影响的中国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
广项目，中国体育旅游
精品项目，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河东的清明与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