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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城，古河东，真是百闻不
如一见。”谈及运城，清华大学未来
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忍不住
感慨：“历史厚重、古建众多、关公
故里……文化精彩纷呈，让人过
目难忘。”

他说，因为专业研
究过古代文化，之
前对运城更
多的是纸面
上的感受，没
有实地考察
过，没想到这
里就是典籍
中的“河东”。

此 次 运
城之行，让唐
克扬对关公
文化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之
前，他并没有把关公的
出生地和故事形象精准匹配，
在运城有了空间的感知后，一切变
得很具象。关公的老家解州，到了
当地后才变成正确的“hai”州。

“解州关帝祖庙里满满的人间
烟火，既有繁盛的信仰，又有古老苍
茫，极具历史气息。”唐克扬说，正因
为运城具备庙宇、城市空间、雕塑等
多种文化物态表现形式，故而关公
故事能讲述得生动鲜活。

在唐克扬看来，古建不仅见证
了一段历史，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

信息。过去大家不太重视古建的意
义，更倾向于讲述故事本身。四大
名著，都是在讲时间中的故事。人
们对文学作品的感知以前是通过文

字，现在是通过更直接的影视形
象来传达，然而图像有一定

的局限性，让人无法
真切地感知历史

现场。而古
建的存在，给
了我们另外
一种穿透生
命 体 验 的

“看”，古人的
音容笑貌、市
井生活等，仿
若 就 在 眼
前。可以传
承和再建构

的“空间”存在，弥
补了历史的遗憾，让人

们更清晰地理解了关帝庙的
深层价值。正是这些建筑更久远

的存在，通过时间的流逝，影响着人
类的文明与认知。

“来到解州关帝祖庙，实地真
实观看，和电视、手机上看高清视
频、图片是不一样的。”唐克扬认
为，“历史在沉默的时候，只有空间
在说话。”是关帝庙的存在，让过去
的信仰传统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
立体的“生境”，形象地演绎着关公
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关帝庙全世

界范围内都有分布的原因。
“信仰是一件既通俗，又严肃

的事情，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核心
价值。”唐克扬说，“在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的历史传统中，需要有类似
关公这样非常具体的历史人物，通
过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带领大众建
立起一种向上向善的核心价值。”

如何在年轻人中更好地传承
传统文化？唐克扬强烈建议在这
个时代重视“数字人文”的潜力。
将文化以现代的方式浮现、复现，
用具体的空间讲述，是大家更容易
接受的方式。从游戏《三国》到《黑
神话：悟空》，深层次从“空间的逻
辑”浸入历史，不单是玩游戏，还可
以有一些更超越的价值体验，既是
故事情节蕴含的义薄云天，也是神
话故事带火的山西古建。

不管文旅数字化，还是景点建
设，抑或是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挖
掘，他的看法是，不一定总需要宏
大的文化工程，做到轻量级“聪明
开发”就好，要尽量贴合大众的欣
赏和使用习惯。

唐克扬说，他喜欢一些更久远
且少人工的遗迹，那些是时间雕凿
未被打扰的历史，而恰恰运城就
有。他想沿着古人的足迹，登鹳雀
楼，眺黄河，领略“白日依山尽，黄
河入海流”的壮景；到秋风楼，观落
霞，体会汉武帝一代雄主的视界和
情怀。 记者 薛丽娟

在关公文化主题讲论会上，西南
交通大学教授梅红与大家分享了她听
完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娟主
题讲论《从人到神：关羽传说与关帝信
仰》的感受，以及她在关公文化研究方
面的见解。活动间隙，梅红接受了记
者的专访。

此前，梅红就来过运城，每次来都
有全新的感受。这些年来，她深入挖掘
和传播关公文化，经常参与关公文化研
究相关课题，不断有论文问世。尽管从
小梅红就爱听三国故事，但真正深入研
究关公文化内涵，还得从2009年说起。

2009年，在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
所读博士后时，梅红跟着导师张哲鸿
教授一起定了选题《关帝信仰在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研究》，此后她便
一直深耕其中。

对文学、传播学、宗教学等均有所
涉猎，为梅红研究关公文化的传播提
供了便利。多年来，梅红走访了全国
多地，还远赴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看到关公文化在各地的影响，明白了
关公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在研究过程中，她
愈发了解关公，佩服关公的伟大人格。

在她看来，关公已然成为忠诚正义、勇敢担当、仁
厚诚信的代表。关羽忠肝义胆、义薄云天、仁爱诚信等
高尚品格，是全球华人所景仰的，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
的民族情感。“关公精神已经升华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精
神，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去
传播，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她说。

梅红进一步阐释：“传统文化在我们的传承过程
中，首先有着维护国家稳定这样一种精神方面的价值，
其次有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价值，再次对于民众
来讲有道德约束的作用，这是民众的一种自律、自治。”

在她看来，这也正是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现，
“我们要结合关公的精神来谈其文化价值，关公精神的
核心是‘忠义’，这在我们当今来讲，人人能够凝心聚
力、团结友爱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她说，尤其在道德价
值层面，关公精神会让人们自觉产生一种敬畏心。

这次来到运城，梅红再一次感受到关公文化旅游
节的盛况空前，不仅有国内各地的代表团，还有来自法
国、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地的海外华
人。大家因为共同的一个信念来到这里，让人充分感
受到了关公精神力量的强大。

而此次的讲论会，更是让梅红受益匪浅，“讲论会
组织形式非常好。王娟老师的研究很深入，对我启发
很大。关公研究就需要多学科、多学校、多平台、多单
位的联合，共同去研究挖掘创造高质量的成果出来。”

本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各方面都组织得井井有条，
让梅红倍感温馨、贴心、暖心。“看到我们运城的城市面
貌越来越好，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梅红说，
关公家乡的风土人情，都让她倍感亲切。

在梅红看来，运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
化，理所当然要扛起传播关公文化的大旗。因此，她对
运城弘扬关公文化、传播关公精神有着深深的期盼。

“运城在关公文化传播上已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形
成了海内、海外的一种联动，值得肯定。”她说，“研究方
面，这一次关公文化主题讲论会上有大量高质量的论
文，在引领研究关公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搭建了
一个平台。”她期待，运城能在此基础上不断翻新，让关
公文化传播形成更加持久的影响力。 记者 王捷

在9月23日召开的山西·运城
第35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关公文化
主题讲论会上，台湾孙文学校总校
长张亚中进行了评议发言。张
亚中生于台湾，祖籍在运
城。这次回到家乡参
加第 35 届关公
文化旅游节，
于他而言意
义非凡。

提 起 家
乡，张亚中常
说：“父少离
家儿子归。”
从过去父母
口中黄河岸
畔、盐湖美景
的家乡城市，
到如今眼前这座经
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活
力之城，走过一条条大街小
巷，张亚中脑海里关于家乡的图像
渐渐清晰。

这并非张亚中第一次回到运
城。去年，他曾带领一众山西籍台
湾民众回到家乡寻根问祖。今年
再次回到运城，真切感受家乡这片
土地承载的厚重历史文脉和人文
底蕴，他既兴奋又感慨：“以前，父
亲常说起家乡事，说我们的家乡运
城是关公故里，我和山西老乡都说
一定要回来看看。我的老家就在
现在的盐湖区。去年，我跟着山西

同乡会第一次回老家，见到了许多
亲人，或许是因为土亲、人亲、故乡
亲吧，回到家乡，感觉十分亲切，也

看到家乡发展之迅速。”
关公的一生，策马横
刀、驰骋疆场、征战

群雄，被后人推
举为集“忠”

“ 信 ”“ 义 ”
“勇”等精神
于一身的道
德 楷 模 ，成
为很多人心
中的神。

正 是 这
样一个英雄
人 物 ，成 就

了“ 一 个 关
公，两岸信仰”的文

化共识。在祖国大陆，
关公是许多人的信仰；在台

湾地区，关公是当地民间最为崇敬
的神祇之一。“关公在台湾地区可
以说是人人皆知，各地都建有关帝
庙，关公文化爱好者有近千万人。
小时候，知道关公是我们运城人
时，感觉很骄傲。”张亚中说。

对张亚中而言，弘扬关公文化，
不仅仅是抒发自己的家乡情怀，也
饱含自己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

“关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
公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这些精神内核存在于我们每个

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弘扬关公文
化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
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民
族团结的重要内容。”他说。

弘扬关公文化，对于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有什么意义？

张亚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
读。一是教化作用。关公故事、关
公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独特的人文价值，可以让更多人
在了解关公文化的过程中，学习关
公身上“忠义仁勇”的精神，达到潜
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二是形成共
识。关公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
文化信仰，是联系两岸同胞的精神
纽带和文化根基。关公作为中国
人心中的神，大家在信奉关公的过
程中，会逐渐产生民族认同，进而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持
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关于如何进一步弘扬关公文
化，提高关公文化旅游节的影响
力，张亚中认为，可以在打造关公
文化IP上下功夫，通过丰富宣传内
容和表达形式，用更新颖的方式抓
住年轻人的“眼球”。例如，创新推
出一批关公文化产品；在多地联合
开展关公文化交流活动等，让大家
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走近关公
文化、传承关公精神，在信仰关公
的过程中，找到归属感，进一步增
强海峡两岸同胞对民族文化的认
同。 记者 曹欣怡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弘扬关公文化 推进两岸交流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

依托古建 讲好故事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教
授
梅
红
：

在
关
公
文
化
传
播
中
弘
扬
关
公
精
神

本版摄影 记者 茹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