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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百家讲堂——

厘清“运城·古中国”的
文化定位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
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
族……”6 月 28 日下午，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即将到
来之际，由运城市文化馆主办，
运城市朗诵演讲艺术协会、运
城市群星朗诵艺术社、运城市
老年大学银铃朗诵艺术社承
办的“传承红色精神 汇聚奋
进力量”《火红的七月》诗歌朗
诵会在市文化馆举行。近百名
同志齐聚一堂，用诗歌抒发对
党的热爱和崇高敬意，为党送
上最真挚的生日贺礼。

朗诵会在《红船从南湖起
航》中拉开序幕，大家用洪亮
的声音、饱满的热情、真挚的
情感，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展
望未来的美好蓝图，倾诉着对
中国共产党、对祖国母亲的感
激和热爱之情。

《七月 我爱你》让人们
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
的峥嵘岁月，振奋了精神、鼓舞
了气势；《读中国》《大写的中
国》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历
史，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自豪感；

《青春中国》从鸦片战争的国耻
说起，到五四爱国青年觉醒，再
到今天新中国的强大，字里行
间澎湃着对祖国的热爱。铿锵
有力的朗诵声穿透全场，震撼
人心，引得台下阵阵掌声。

如果把党的一百多年历
史看成是一本厚厚的书的话，
我们依次翻看，这些故事是那
么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我的
墓碑》再现了当年根据地军民
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畏牺
牲之伟大抗战精神。四位朗诵
者讲述得悲壮，表演得动情，
尤其那句“不管走多远，看到
老槐树就算是看到家了”，道

出了战争年代的无助、悲凉，
不禁令人潸然泪下。《那支钢
笔》通过志愿军遗物当中一支
锈蚀斑驳的钢笔，回忆了那段
让人不能忘怀的岁月。朗诵者
们饱含深情，娓娓道来的故
事，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当时当
景，不禁思绪万千。

“只要肩上有傲骨，只要
胸中有担当，你和我，我和他，
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英
雄》回答了英雄是什么，英雄
在哪里？英雄无需定义，只要
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
国需要就代表祖国，他住在我
们每个人心里。

“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
闪耀皆信仰……”之后，《信仰
永恒》《我们的精神之旅》把党
的一百多年历史依次串联起
来，带领观众开启了一次次震
撼心灵的精神之旅，将现场氛
围推向高潮。《红船扬帆再远
航》中，两位耄耋老人的朗诵，
中气十足，掷地有声，情感真
挚，充满激情。朗诵会在40多
人声情并茂的合颂《诗颂中
华》中精彩落幕。

参加活动的朗诵者们纷
纷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
精彩的诗歌朗诵会，更是一堂
鲜活生动的红色党史教育课。
以诗歌朗诵会，庆祝党的生
日，让大家在红色文艺作品
中，学党史、聚力量、图奋进、
开新局，更坚定了理想信念，
激发了爱党爱国情怀。

“就像主持人说的，万语
千言谢不完党对我们的深恩。
今天这场朗诵会，很多时刻好
像书本中的先辈们就在我眼
前一样。”在现场，市民张女士
感慨道，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何
其有幸。

“万语千言谢不完党的深恩”
《火红的七月》诗歌朗诵会举办

◤王雪樵先生在讲座中 ▲讲座现场

▲《七月 我爱你》 ▼《诗颂中华》

□记者 王捷 文图

探秘运城厚重文化根脉，
解码“古中国”历史渊源。6月27
日上午，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
会三楼会议室内座无虚席。由
该研究会主办的最新一期百家
讲堂开讲，特邀中国语言学会
会员、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运城三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
王雪樵，为大家带来《再谈“运
城·古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
讲座。

从 1980 年代末，王雪樵就
开始研究运城历史文化定位问
题，先后发表《河东最早称“中
国”》《河东，华夏文明的摇篮》
等重要文章。2014年，我市提出
运城以“古中国”为标识的文化
发展战略，他又撰写了《关于

“运城·古中国”历史文化定位
的思考》等文章进行深入论证。
尔后，“运城·古中国”的历史定
位，也逐渐获得了专家学者们
的肯定。10年后的今天，面对新
的形势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
提出今天怎样看待“运城·古中
国”的历史文化定位的问题，并
引经据典、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大家做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王雪樵认为，学术研究中
命题首先必须做到理论自洽，
做好概念的界定、概念的阐释、
概念的证明。

王雪樵说，我们界定的“古
中国”概念，是指历史文献记载
最早有“中国”名号的地区。它
所依据的是历史文献记载；它
所涵盖的是一个区域；它不是
泛指“古代的中国”，而是特指

“最早使用‘中国’名号”的时
代，即尧舜禹时代。具体讲，“古
中国”是指历史上尧舜禹建都
的地区，或者说是尧舜禹活动
的中心地区。

王雪樵引用历史文献和时
贤的论著论证了：运城拥有“帝
王所都”，是尧舜禹时代的政治
中心；运城号曰“华夏之根”，是
华夏早期的文明中心；运城位
居“天下之中”，是古代“九州”
的地理中心。故它的“古中国”

名号当之无愧。
运城为何会成为尧舜禹建

都的“古中国”地区？王雪樵认
为，这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是地理位
置好，处于大陆架第二阶梯，黄
土高原边陲，既无东南水患，又
无西北苦寒。二是气候条件好，
位于北纬 34°至 35°，属于亚
热带气候，物产丰饶。三是土地
条件好，黄土层深厚，适合农作
物种植。四是有独特的盐池、铜
矿资源，为执政提供强大的经
济实力。五是生存环境好，襟山
带河，有大纵深，居处安全，不
易受到侵害。总之，在 4000 年
前这一带最适宜人类居住，物
产丰饶，文明发达，宜于帝王建
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运城·古中国”的口号提
出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中
国”的定位？

王雪樵认为，首先必须肯
定，“运城·古中国”定位从学术
上是自洽的。历史文献记载“尧
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都是在这一带，学术界公认这
里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区域。
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研究基
地就设在运城。晋南之外，其他
地区鲜有能与之争锋的。

王雪樵说，运城没有挖出像
陶寺那样的王都遗址，缺乏考古
学材料的支持，是一个先天不
足。但是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
载及运城地理环境的优势，依然
可以确认其“古中国”的定位。他
引用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
林浩教授的文章来加以论证：

“我们清楚地看到，清华简等出
土文献虽然重现了大量古书，但
是对传世古书与传统古史仍然
只是局部补充与修正，并没有全
面颠覆。这就说明传世古书作为
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
果，其真实性是有依据的，不能
被轻易否定。”

“实践证明，大部分情况下
即便没有‘地下之新材料’的证
据，对于‘纸上之材料’的记载
也可以姑且信其有。‘二重证据

法’强调两者互相印证，并不意
味着没有出土材料印证的传世
古书便不可相信。有些问题在
考古材料里虽然没有涉及，并
不代表当时就没有，更不能因
之推论传世文献的记载有问
题。”故王雪樵认为，虽然当地
暂时还没有发现更多考古材
料，但亦不妨碍“运城·古中国”
的地位。

在王雪樵看来，近年来的
考古成果为“运城·古中国”说
提供了新的助证。

一、“陶寺遗址”证实了“尧
都平阳”是信史，证明了古文献
记载是可信的。既然如此，那文
献记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当然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二、上古帝王禅让“改中、
立中”制度，说明当时“一帝两
都”是正常现象。每一任圣王都
有可能“摄政在初都，执政在定
都”。这就可以证明历史文献中
频繁记载“蒲坂、安邑曾为尧舜
禹之都”也应该是可信的。

三、天文学家依据《周髀算
经》，测定尧舜禹时期的“土中”
位置是在运城垣曲，这证明了
运 城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天 下 之
中”，“运城·古中国”说是正确
的。

王雪樵认为，加大考古发
掘力度，以更多的新成果支持

“运城·古中国”的定位，仍是运
城当下首要任务。陶寺遗址在
襄汾，不在临汾（平阳），说明上
古地名与现址有别。这也提示
我们：“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未必在现址。运城考古发掘需
拓展视野，找对地方。

王雪樵说，随着全国各地
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在不断深
化，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
随之作必要的调整。

整场讲座细致入微、逻辑
严谨。大家纷纷表示，听后突破
了以往的思维定式，对运城深
厚的文化底蕴有了更精准清晰
的认知，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
运城历史文化定位指明了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