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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群

运城，古称河东，历史悠
久，人文深厚，千百年来流传着
很多动人故事，其中，有两则美
德佳话，都与“田”有关。

一块叫“闲田”，旧址位于
今平陆洪池乡刘湛村南。清乾
隆版《平陆县志》载：闲田在县
西五十里，东西七里，南北十
里，即虞芮二君相让地，俗名让
畔城。

西周初年，虞（今平陆）芮
（今芮城）两国为了争夺一块边
界地互不相让，就去请西伯（周
文王）评理。两国国君进入周
地，看到一派和谐的景象：行人
让路，耕者互让地畔。进了城
门，只见男女各行其道，老人悠
闲自在。到了朝廷，大小官员
温良谦让，彬彬有礼。二君十
分羞愧，说：“我们真是小人，不
要再踏进人家君子之国了。”他
们也不好意思再见西伯，于是
返回去了。经过商议，他们都
同意让出所争之地作为“闲
田”。

这就是“虞芮让畔”的故
事，在《史记》《毛诗正义》等文
献多有记载。其中，《孔子家
语·好生》所载颇为生动：虞、芮
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
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
之？”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
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
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
大夫让为卿。虞、芮之君曰：

“嘻！吾侪小人也，不可以入君
子之朝。”遂自相与而退，咸以
所争之田为闲田矣。

后人为追念虞芮二君谦让
美德，就在“闲田”修建二贤祠，
据说庙殿壮观宏伟，古木参天，

惜年深日久，岁月沧桑，庙已不
复 存 在 。 只 有 金 明 昌 四 年

（1193）进士史天骥所撰《虞芮
二君让德记》石碑一通尚存。
该碑高 2 米，宽 0.95 米，楷书，
碑文约 900 字。遗憾的是，目
前碑首碑身断裂。

另一块叫“聚德田”，遗址
在今河津市清涧街道一带。清
嘉庆《河津县志》载：冀亭在县
北十五里……杜预曰皮氏县北
有冀亭。如宾乡即冀缺耨处，
明提学陈棐题曰聚德田。

公元前 633 年，晋文公派
大夫臼季出使别国，路过冀地
时，看见因父罪被贬的郤缺（也
称冀缺）在田间劳作，他的妻子
将饭食送到地头，恭恭敬敬地
递给丈夫，像对待尊贵的宾客
一样。郤缺也以礼相待，庄重
地接过饭食，然后才用餐。臼
季被这幕情景深深打动了，回
国后告诉了晋文公，晋文公也
为之感动，认为郤缺有德行，便
任命他为大夫。

这就是“相敬如宾”的渊
源。此事《左传·僖公三十三
年》有记载：“初，臼季使，过冀，
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
如宾。”后来，当地乡民为纪念
郤 缺 ，在 郤 缺 耨 处 建 了“ 冀
亭”。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提学
陈棐题字《聚德田》碑。“聚德”
二字取自《左传》中臼季对文公
所说的“敬，德之聚也”之语，意
为恭敬是德行的集中表现。

“闲田”承载着人与人之间
见善思迁、谦恭礼让的邻里美
德；“聚德田”承载着夫妻和谐、
相互尊重的家庭美德，彰显了
春秋时期河东人古朴敦厚的良
好风尚，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

河东大地的两块美德“田”

□峻岩

（一）夸家乡

打竹板，呱哒响，
我的家乡叫运城。
叔叔阿姨仔细听，
运城是个好地方！

好地方，好风光，
黄河环抱条山秀。
百里盐湖展画卷，
五颜六色看不够！

看不够，听我讲，
华夏文明是源头，
圣人贤哲辈辈出，
名胜古迹数不清。

数不清，我来数，
国宝赛过满天星。
关帝庙，鹳雀楼，
黄河铁牛好威风！

好威风，看英雄，
关公威名天下扬！
航天英雄景海鹏，
数次飞天探太空！

探太空，真奇妙，
喜瞰运城新面貌。
条条公路连城乡，
飞机高铁奔四方！

奔四方，走远方，
爸爸妈妈伴我行。
祖国山河好景色，
青山绿水画中游！

画中游，游画中，
春节元宵闹花灯。

火树银花不夜天，
蒲剧乱弹朝天吼！

春天花海如彩霞，
夏天遍地绿油油。
秋天果实压枝头，
冬天雪花漫天舞！

谁不说咱家乡好？
几天几夜夸不够。
小伙伴们快快长，
圆我中华强国梦，
强——国——梦！

（二）赞运城

打竹板，响连天，

咱把运城表一番。
好运之城不简单，
国宝文物冒了尖！

关帝祖庙冠天下，
永乐宫里“住”神仙。
后土祠，舜帝陵，
华夏根脉几千年。

大铁牛，普救寺，
鹳雀楼上天地宽！

司光温公垂青史，
裴氏家族美名传。

文物古迹满天星，
名优特产惹人馋。
板枣麻花数稷山，
夏乐西瓜大又甜。

临猗苹果甲天下，
平陆百合嫩又鲜。
万荣盛产三白瓜，

绛县山楂红满天。

王过酥梨好口感，
垣曲木耳爽又软。
闻喜煮饼和花馍，
新绛版画澄泥砚。

芝麻糖，数河津，
永济美味饺子宴。
芮城麻片薄又脆。
盐湖羊肉泡漠最解馋！

运城四季风光好，
春夏秋冬翻画卷。
条山耸立如屏障，
黄河流经八个县。

七彩盐湖游人醉，
汾河公园连成串。
梯子崖上眺龙门，
天鹅湾里舞蹁跹。

舜王坪，高入云，
绛北峡谷红烂漫。
五老峰，披薄纱，
冬暖夏凉地窨院。

走进运城博物馆，
历史悠久人惊叹。
曙猿化石西侯火，
人人看到都称赞！

爱家乡，爱运城，
我是小小宣传员。
爱党爱国爱学习，
长大要把功劳建！
功——劳——建！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
捷 杨洋）5 月 30 日，运城
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第七届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回
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成
果，安排部署了今后 5 年的
总体规划，并对新一届理事
会、监事会班子进行换届选
举。王殿民当选新一届会
长。

会议回顾总结了研究
会 5 年来的工作成果。市三
晋 文 化 研 究 会 1989 年 建
会，自 2018 年新一届领导
班子组建以来，研究会紧密
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搭建文化交流阵地，组
建人才队伍，形成市、县、
乡、村四级网络，为河东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河东文化研究工
作取得新成果、实现大跨
越。

5年来，研究会打造“百
家讲堂”、创办《河东文化研
究》期刊，拓宽和深化河东
历史文化研究；创办微信公
众号线上传播平台，积极推
广和普及河东文化；充实

“百度百科”词条和《辞海》
运 城 条 目 ，提 炼“ 运 城 精
神”，打造河东文化名片；发
挥专家班底，遴选成语典
故；编纂《百年筑梦——河
东红色故事》，讲好红色故
事；完成《三晋石刻大全》编
纂，赓续河东文脉；探秘华
胥文化，解读华夏文明；修
编《晋国通史》，填补史志空
白……同时，该研究会内联
外引、交流互鉴，开展多项
活动、拓展研究领域，推动
河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
些成果，为运城市的文化强
市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表决通过了《运城

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章程修
订报告》《运城市三晋文化
研究会财务管理制度修订
报告》《运城市三晋文化研
究会选举办法》，并举手表
决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
监事会，王殿民当选新一届
会长。他表示，市三晋文化
研究会将勇担新时代文化
使命，服务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让三晋文化火起
来、兴起来、强起来，围绕运
城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不断
推动河东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赓续河东文
脉，进一步提升河东文化话
语权，为运城文旅融合蓬勃
态势蓄势赋能，为运城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议最后强调，市三晋
文化研究会要深刻把握河
东文化具有标识性、实证
性、活态性等突出特性，继
续深入挖掘和研究河东文
化的丰富内涵，传承和弘扬
河东优秀文化。要正确认识
河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
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推
动运城的发展意义重大；要
珍惜和传承好河东文化这
一宝贵遗产，让河东文化焕
发新的时代光彩；要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
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
持守正创新，赓续河东历史
文脉、谱写运城当代华章，
为建设文化强市作出应有
贡献。

此外，会议还对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

市委宣传部、市社科
联、市文旅局、市民政局及
各县（市、区）三晋文化研究
会等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
者130余人参加会议。

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换届





▲《平陆县志》中的闲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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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芮二君让德记》碑首

▲明代《聚德田》残碑

永乐宫无极之殿永乐宫无极之殿 记者记者 王捷王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