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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
运城盐湖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

积淀，记录着中华先民采盐、生活的痕
迹，以及近代以来的工业生产史，有着深
厚人文底蕴和重要历史价值。一年来，
我市高度重视池盐文化传承弘扬工作，
持续在保护传承、挖掘阐释、宣传教育、
文创产业上发力，让池盐文化一路“破圈
远航”，被代代传承、弘扬。

文化穿越时空，盐湖再起宏图。今
日盐湖，在传承中锐意创新，积极培育文
化新阵地，着力打造对外交流新平台。
这片正华丽转身的千年盐湖，源源不断
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着前行的能
量。

梳理挖掘 探寻池盐文脉

“大家看到的这幅《山西河东道全
图》是 1914 年即民国 3 年石印本。这幅
图清晰显示清末民初河东道的行政版
图。正对面第二幅图是 1915 年彩绘本

《河东盐池全图》……”近日，记者参观了
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的中条
盐池文史馆。

“建立中条盐池文史馆的目的是补
全河东池盐博物馆和河东名人馆之文献
不足，通过文献书籍、字画碑帖和实物视
频，展示底蕴深厚的中条山文化和盐池
文化。去年6月份以来，我们初步统计并
整理了有史以来近 600 位盐官、38 个盐
商家族，以及池盐产、运、销等盐湖历史
文化资料，同时，积极对接山焦盐化集
团，完成了首批1948年至1958年的712
本盐化历史档案整理入档和扫描信息化
工作。”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
副主任崔作铭介绍，“此外，我们还启动
编纂了《千年盐湖》系列丛书，共 5 卷约
100万字，出版了《盐湖传说故事》《盐池
画册》《盐湖周边水系调研》等书籍画册，
今年我们还计划出版3本书。”

运城学院学报主编、河东盐文化研
究所所长咸增强深有感触：“近几年，有
关运城盐文化的研究氛围越来越浓厚，
逐渐从少数人研究变成有组织地研究。”

去年7月和9月，在运城市盐湖生态
保护与开发中心的组织下，市盐文化研
究会汇聚运城人文历史、地质勘探、考古
文保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及媒体记者等，
先后两次开展了“河东盐文化调研万里
行”活动。

调研组沿虞坂古道，翻过中条山，跨
过黄河，走过平陆县及河南省三门峡市
陕州区、湖滨区等8个县（市、区），探寻盐
历史遗迹、收集盐历史传说、整理盐历史
民俗，全方位研究和佐证运城盐湖的历
史作用。

“河东盐文化调研万里行是市盐保
中心落实领袖嘱托的重大实践。此次调
研打破河东盐池历史研究的局限性，让

‘同饮黄河水、同食河东盐’的文化认同
在豫西大地重新激活，对传承发扬河东
池盐文化、探寻盐文化根脉具有重要意
义。”崔作铭说。

成立市盐文化研究会，以进一步传
承河东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助力盐湖的
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编制《环盐湖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实施方案》，完
成盐湖周边 47 处文物保护单位普查工

作；依托运城盐化元明粉分公司（盐化四
厂）旧址，打造 1948 盐化工业遗址博览
园，使之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市民休闲的
好去处……如今，对池盐文化的保护传
承研究得到更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
越来越丰硕。

文化阵地 讲好池盐故事

“这是什么字呀？”“盬，专指河东
盐池，这个字是专门为运城盐湖创造
的……”4月16日，夏县水头镇世纪小学
三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来到河东池盐博
物馆，开展研学活动，学生们一进博物
馆，就被眼前一个大大的“盬”字吸引。

河东池盐博物馆位于中禁门遗址墙
体空间内，荟萃了以“盐文化”为核心的
雕塑、文物，包括盐池形成、历史演变、盐
池产盐等内容，集中展示运城五千年盐
文化之丰富内涵。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在博物
馆听池盐故事、看池盐历史，亲身感受运
城池盐文化。在“瑞盐天成”展区，3D大
屏艺术演示了 6500 万年前喜马拉雅地
质构造运动与河东盐池诞生的关系，孩
子们通过观摩，身临其境了解了河东盐
池诞生的过程，对所学的知识有了更深
的理解。

“本次研学，我们走出夏县，探访历
史印记，传承河东文化，丰富了学生们的
文化体验，让他们在互动、探究中学习，
增长他们探索的欲望，在过程中潜移默
化地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该校少先队辅
导员郭蓓欣说。

4 月 19 日，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推
出5条研学旅行线路，其中，河东池盐文
化博览园就包含在“华夏寻根游”线路
中。如今，该地已成为众多学生和游客
学习历史知识、感知文化魅力的重要打
卡地。

去年暑期，中国传媒大学“探访河东
盐池文化，探寻山西运城亘叠千年的盐
系记忆”项目实践团队以盐与人和社会
的关系为出发点，探索盐产生的社会历
史现象和背后的文化内涵。他们来到河

东池盐博物馆，第一次看到了“五步产盐
法”具体生产工序的展示：集卤蒸发、过
箩调配、储卤、结晶、铲出。

“盐湖传承千年的‘五步产盐法’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项通过口
传心授、代代传承的技艺，如今只有少数
老工人掌握，弘扬好这项宝贵古法制盐
技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崔作铭说。

“作为展示河东池盐文化的重要窗
口，河东池盐博物馆承担着向社会大众
宣传、普及、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职
能，也将不断挖掘池盐历史、研究涉盐文
物、传播盬盐文化，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
馆，鉴往知来，知‘盬’博今。”河东池盐博
物馆负责人说。

立足池盐文化优势、整合池盐文化
资源，发挥文化赋能效应，我市持续打造
具有感染力、影响力的文化新阵地，讲好
鲜活盐湖故事，用盐湖历史名人、历史事
件、文化典故展示“七彩盐湖”形象，实现
对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让池盐文化的
魅力“飞入寻常百姓家”。

多元载体 擦亮盐湖品牌

2023 年 8 月，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
与开发中心原创盐湖主题曲——《千年
盐湖》发布，蒲剧腔加rap演绎立即“火出
圈”；2023年9月29日至10月6日，2023
运城池盐文化旅游周成功举办，一场以

“池盐”为主题的文旅盛宴再次在盐湖岸
畔绽放；大型沉浸式实景演艺剧《宋韵·
南风歌》的推出，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往
观看；由觉浅品牌设计工作室设计的盐
湖主题文创产品一经发布，网友纷纷留
言求购……

“把文化价值融入人们现代生活的
需要”“借助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旅游发
展”“通过域牌构建与在地文化IP开发打
造城市品牌”……进一步拓宽高品质、好
口碑的文化载体，让运城盐湖借力“出
圈”，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做了很多尝试。

“去年我们推出了大型沉浸式实景
演艺剧《宋韵·南风歌》，展现运城因盐而
兴、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运城关公文

旅公司负责人说。
整场演出以盬盐为脉、文化为引，包

括“迎宾盛典”“盐运时辰”“千里江山”
“包公审案”“盐道之恋”及“南风歌”等10
个篇章，将不同时空的人物集合在同一
空间，通过现代观众与历史人物的对话、
交集，把光影艺术的变幻和戏剧表演的
魅力结合在一起，讲述从古至今盐文化
的历史脉络，为游客开启一场盐文化的
探源之旅。

“这部剧以文化为根基，1 个小时的
演出，随着剧情发展，置身变化的场景，
我沉浸到故事中，好像真正成为其中一
个角色，与那个时代产生交集甚至互
动。”今年春节，来自万荣的丁燕专门前
往观看了演出，时隔几个月，她依然记忆
犹新。

除此之外，运城池盐文化旅游周、运
城盐湖马拉松、徒步盐湖等一系列各具
特色的活动与池盐文化紧密结合，成为
运城形象展示、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
平台，也增强了市民们的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景区文创持续出圈，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用“买买买”的
方式为一趟旅行收官。“文创”二字，文
是骨血，创是灵魂。这些有颜有趣有品
的物件，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旅行的专属
回忆，还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符号
意义。

“运城盐湖冰箱贴以盐湖为主题，图
案上中条山环抱盐湖，祥云点缀其中，关
帝塑像、池神庙等文化元素相得益彰，这
些文化符号的精妙融合展现了运城独特
的文化魅力。从盐湖开始做起，也是我
们探索文化边界的起点和坐标。”觉浅品
牌设计工作室负责人胡松瑞说。

池盐文化精髓借由不同载体以现代
的创新方式传播出来，逐渐融入群众的
日常生活。可以期待，当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印
刻在古籍中的文字都“活”起来，源自人
们内心深处对池盐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深
刻自信，势必升腾凝聚，变成点亮未来的
星辰。

传 好 盐 文 化
——我市扎实抓好池盐文化传承弘扬

▲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华灯初上 记者 茹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