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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有成果、有探讨、有提升……
在山西·运城第35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上，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牵头主办，山西中华文
促会、运城学院、运城中华文促会、关公研
究院具体承办的“关公文化主题讲论会”，
凭借“讲论+评议”的新颖形式，获得与会
人员交口称赞。大家纷纷表示，对关公文
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更加深刻、
明晰的认识和理解。此次讲论会，是凝智
聚力创新挖掘关公文化时代价值内涵的
一次有益探索和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的成功，离不开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的精心筹备和
巧妙用心。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机缘？
9月23日，讲论会开始前夕，王石接受了
记者专访。

关公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题

今年已是王石连续参加关公文化旅
游节的第六年。在他看来，关公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主题，然而他感觉到现在
很多人对关公文化的认知还不多，特别
是对关公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
的关联认识不够深入，这正是他非常愿
意不遗余力地参与到传承关公文化的队
伍中，支持、宣传运城的原因。

近年来，王石接触了大量民俗文化
和民间信仰这一类文化现象。他发现，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
属于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

2018年，中央文史研究馆委托王石完
成“如何表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课题。

研究中，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孔子、孟子、
老子、庄子等学说，以及宗教等对中国文化
的影响，但还是觉得有所欠缺。

为此，他特意请教了历史学家许倬云
先生。当时，恰巧许先生正在撰写《中国文
化的精神》，了解到王石的困惑后，很热情
地给他寄来了还没有出版的部分书稿。书
中有一章提到了“众神的世界”，讲的全是
中国老百姓各种民间故事、小说、话本、传
说等，也包括《西厢记》等。

“认真拜读后我明白，所谓的传统有
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指的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主流思想、哲学、理念，
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儒释道，小传统指的
是一般民众的、老百姓的生活信仰观念，
这部分恰恰是我们容易忽略的。”王石说，
也因此，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候，不能忽略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

王石希望，能够把实实在在存在、影
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和价值准
则，作为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主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是属于民间信
仰、民俗风尚、民俗文化这一类，是现实
中的一种文化状态，我们应该尊重这样
一种状态”。

王石认为，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其中也能得以体现。“中国的‘神’包括
关公在内，都是人创造的，人们用自己创
造的‘神’来保护自己、祈求平安、教育自
己。”他说，关公的“忠义仁勇”等精神，就
是一种自我教育，而这也是中华文化的
一个重要特点——“以人为本”，人们崇
拜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才会以此
为准绳。

让讲论会更加有的放矢

这些年，如何深入挖掘关公文化的
内涵和意义，中华文化促进会与运城一
起做了大量努力。每年关公文化旅游节
期间，中华文化促进会都会邀请全国一
流专家学者前来座谈共谋共商，进一步
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形式有所变

化。自6月份开始筹备起，承办单位就面
向全国征集论文82篇，遴选出52篇论文
结集成册，供与会者交流学习。而围绕

“关公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一主题，不
仅有主旨讲论，还有专题评议和总结提
升，让讲论会变得更加有的放矢。

王石参加过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在
这个专家思想交流碰撞的平台，如何让
他们的意见建议发挥最大价值，他和中
华文化促进会一直在摸索。他发现，邀请
近些年有研究成果的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和观点分享，能够产生更强烈的反响和
更直接的效果。于是，这次关公文化主题
讲论会，就特邀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王娟教授作主题讲论，清华大学唐克扬
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梅红教授、台湾孙
文学校张亚中总校长作专题评议发言。

“我们把论坛做成一个讲论会，来讲解
重要的知识点。”王石说，“中华文化中有很
多重要的知识点，让学有所长、有研究成果
的学者作报告，会给大家一个清晰的认知
和思想的印象，实际效果也会更好。”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很多认
知上是有盲点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多
所谓中华文化的理念是模糊的、不清楚
的。”他说，关公在史书《三国志》里的记
载仅有1000多字，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历经千年历史演进，关公成为一个世
界华人共同崇拜和信仰的“神祇”、关帝，

“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要
集中这样去讲？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明
确、清晰的解读。”

讲论会赢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肯定，也
让王石感触很深。他希望通过这次主题讲
论会，进一步对关公文化“溯源、寻根、找
魂”，为研究关公文化、挖掘关公文化内涵、
释放关公文化活力开拓思路、提供借鉴。

赋予关公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在王石看来，关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城市的一张
重要文化名片。每年来到运城，王石都能
真切感受到运城的面貌变得越来越好，关

公文化旅游节也举办得越来越成熟。
来自海内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关公

文化爱好者，因为关公精神齐聚运城，让
他再次看到关公文化旅游节保持着关公
文化作为世界华人共同信仰的格局。“这
个格局是很大的，这是世界华人的文化
认同。”他说。

今年开幕式后，王石还应邀参观了
“盛世华诞 文化筑梦”书法展，这也是
本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一大亮点。展览
中运城书法家的精湛书法技艺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运城的书法底蕴同样深
厚，这也是运城文化的一个标志”。

新时代对于关公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王石认为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整个
世界的背景下，“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
能有一个共同的信奉很重要，它能让所有
人有一个行为标准。我们现在说的关公的

‘忠义仁勇’，其实说的都是行为价值标准，
即一个人怎么样是对的。如果大家都认为
这样是对的，那是很了不起的。”他说。

王石进一步阐释，著名哲学家、教育
家冯友兰先生曾提出“抽象继承法”。“一
个古代的概念可以不断被诠释，不断被
赋予新的解释，让这个概念一直获得一
个新的内涵。”他说，关公文化中的“忠义
仁勇”等，都是从古代传承而来的概念，
不是现代提出的概念，“但是从前的概
念，我们怎样给出新的解释，这是学者们
应该做的事情。”

王石注意到，运城一直深耕关公文
化的时代内涵，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不
少成果。他也希望，运城未来能不断挖
掘、继续努力，例如可以将关公精神中的
每个字进一步加以阐释。

“比如‘忠’是指什么，关公是忠于一
个人、忠于他的大哥，今天可能我们还要
忠于事，努力把它完成好，这是另外一种
含义。”他说，同样一个概念、理念，在不
同时代可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运城下
一步，可以对关公的“忠义仁勇”作一个
标准的、体现时代精神的全新解释，这也
是对传播关公精神的一个贡献。

记者 王捷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凝智聚力深挖关公文化的时代内涵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娟：

关公形象的历史变迁与当代价值
一年又一年，关公故里的每一年都

迎来新朋友，更迎接已经结缘的老朋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娟就是一位老朋
友。2019年，王娟第一次来到运城，就被
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出于专业的
敏感度，她着手开展关公文化相关研究。
在山西·运城第35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举
办之际，她带着完成的课题研究回到运
城，在关公文化主题讲论会上进行了名
为《从人到神：关羽传说与关帝信仰研
究》的主题讲论，从民俗学的角度，探寻
关公形象与关羽传说的历史变迁。

谈起第一次来运城参加关公文化旅
游节时的印象，看到世界各地的关公文化
爱好者齐聚关公故里，及深深浸透在城市
烟火气中的关公信仰，都让王娟非常感
动。谈及关公，她更是如数家珍。她表示，
在民俗学工作和研究中，关公不仅跨越了
时间界限，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焕发着新的
生机；更跨越了地域、民族的界限，在各地
的文献资料中都能看到有关他的记载。因
此，在今天，关公或者关公文化已经不再

只是一种信仰或风俗，更是一个值得我们
去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民俗学概念中，我们把神大致分
为三类，一类是盘古、女娲等天生神，一
类是半人半神式的神，另一类就是以关
公为代表的由人及神。而历史上的关公
文化却是集大传统和小传统于一身的综
合性文化现象，特别是在关公故里运城，
我们在这里既可以清晰看到关公文化的
源远流长，也可以真切感受到从关羽、关
公到关王、关帝不断升腾的神圣火焰。在
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关公是一个备受推
崇和敬仰的经典人物，他的故事引人入
胜，让人津津乐道；他的精神跨越时空，
令人敬佩不已”。

讲论会上，王娟教授以关帝信仰为
例，重点讨论了民间传说在关帝信仰的
建构和传承过程中的支撑和维系作用。
在她看来，关帝信仰初现于唐宋，成熟于
明清，在中国已经有 1000 多年的历史
了。明徐渭在其《蜀汉关侯祠记》中以“关
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的

话语描述关侯及其信仰在当时的盛况，
这种民间对关帝信仰的繁盛之状一直延
续到清代。

“关帝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是文化中
多种元素，如历史、文学、宗教、艺术、戏
曲、说话、风俗，以及历代帝王的敕封等
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民间传说在关帝
信仰的建构和传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从关帝信仰建立初期的灵应传
说，到宋元时期的核心传说的出现，再到
明清时期关帝传说群的形成和完善，以
及关帝传说的地方化和风俗化，民间传
说是关帝信仰的重要支撑力量。”王娟
说，“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关公’，
是因为关公文化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精髓与核心，它所承载的核心价值，无
论是对于古代人还是对于现代人来说，
都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这也为
我们研究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延续下去提
供了一个重要依据和研究方向。”

谈到弘扬关公精神的当代价值时，
王娟教授表示，无论过去多久，关公文化

中“忠义仁勇礼智信”等价值理念对于提
升时代道德水平、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
文化交流和情感认同等，都有着历久弥
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于当代人来
说，关公形象是我们特别需要的一个形
象和文化符号。关公文化旅游节作为弘
扬关公精神的主要活动，就是当代运城
人对关公文化的有力传承与积淀。她希
望更多人能来到运城，感受和体验关公
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关公文化，成为关
公文化的传播者。 记者 杨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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