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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世坤

“河东柳”一词是指河东柳氏，
历史上的河东柳氏曾经是河东三大
望族（闻喜之裴、汾阴之薛、解之柳）
之属。柳氏兴起于东汉末年，到唐
末逐渐衰落，前后约500年，其间共
有70 余人见著史册，以唐朝中期柳
宗元成就最高。柳宗元是河东五大
历史名人之一，世称柳河东、河东先
生。这样“河东柳”就有了两层意
思，指柳宗元和他的祖籍河东柳氏，
二者可谓相映生辉。

柳宗元有着深深的河东情结，这
在他书写的“河东，古吾土也”及《晋
问》中可见一斑。永济（古蒲州）是中
国柳宗元文化三大活动基地之一，又
因柳文有言其叔父曾经“邑居于虞
乡”，永济虞乡就成为河东柳氏祖地
的具体所指。继永济柳园和柳宗元
纪念馆之后，虞乡近年来进一步扩大
河东柳氏祖籍文化园区建设。此时，
柳建平的《河东柳氏汇谱》出版面世，
当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关于对柳建平的印象，还得回到
十多年前。当时我受聘为永济柳宗
元纪念馆的文化顾问，一次陪同参观
时与他相识。那时柳建平是河东柳
氏宗亲联谊会会长。他是河津人，个
头高挑，相貌堂堂，说话和颜悦色，我
们一说话，彼此都有一见如故的感
觉。后来，我们经常微信联系，再后
来，我介绍他参加中国柳宗元研究会
的年会活动。

多年前，我著写了《柳宗元文化
研读》一书，其内容包括为永济柳宗
元纪念馆撰写的柳宗元生平事迹和
河东柳氏文化简介，为地方志撰写的
柳宗元文化(卷)概要，以及其他相关
论文、散文。2016年岁末，时任中华
柳氏宗亲联谊会执行会长、山西柳氏
宗亲联谊会会长的柳建平，从我处取
走《柳宗元文化研读》和早时的《走近
柳宗元》各数本。2017年春节，他和
我联系再版《柳宗元文化研读》之
事。此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重视，
于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柳宗元文化研读》一书，原本
侧重河东大地的历史名人文化，现
在又走出河东地域面向全国，得到

了中华柳氏宗亲联谊总会的肯定。
此书再版之时，我又在书中增添了
一些内容，如《河东柳氏的兴衰史与
在兹念兹的柳宗元》一文，从“河东
三著姓”融入“关陇集团”说起，论述
了河东柳氏的历史渊源和柳宗元不
忘振兴柳氏政坛雄风的心路历程，
这当是我对历史上河东三大望族之
属的柳氏著姓的新探讨。

2017 年 5 月，此书得到当时永
济中学老校友会会长廉绵弟的助
力，再印 1000 本。同年，柳建平又
在太谷召开了河东柳氏宗亲联谊
会，会上对我和晋城的王良进行了
表彰。也是在这次联谊会上，我方
得知建平他们早在2016年9月就在
晋城市的沁水柳氏民居召开了一次
关于柳氏通谱编纂的会议。编纂全
国性质的柳氏通谱谈何容易，建平
后来显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
收拢于心，集中一处，这也就有了尔
后关于河东柳氏的汇谱之作。

今年年初，建平给我寄来他的
大著《河东柳氏汇谱》，是一套两本的
蓝皮精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下
意识地称了一下，上下两册竟有7斤
半重。我愕然，一时竟然想象不出
他是怎样完成这个大部头著作的。
全书上册分七章，为总序和河东柳
氏历史渊源及世系家规家训、大事
纪要，下册为山西七大地市柳氏汇
谱，共1354页。

建平在西安有居，夏暑时节从西
安返乡，我们又在虞乡见面。他是特
意来河东柳氏祖茔参祭的，他们一家

三代在祖茔的大墓祭台前按照当地习
俗，三叩祭拜，敬献花篮。我问起《汇
谱》书写一事，他说此书的编纂确实费
了些功夫，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几乎
是跑遍了山西各地去实地调查，其间
的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了。

为铭记先贤，传承血脉，激励后
人，继往开来，经他多方联络，山西柳
氏一族凝聚汇谱共识。2015年9月，
山西柳氏宗亲联谊会正式成立，选举
柳建平为会长。2016 年，山西柳氏
宗亲联谊会着手编写《河东柳氏汇
谱》，确定了各市县编写联系人。为
完成修谱，柳建平不顾年逾古稀，倾
注心血，精心组织，多方联系协调山
西境内30 余县市参与《河东柳氏汇
谱》的工作人员，明确任务；对收集上
来的资料，统筹分工，细心审阅，精密
编排；对一些明显的错讹之处，进行
了必要的修正；对一些不易解读的古
文，作了断句和标点。历经数年辛
劳，终于整理成书。

编纂工作量大事繁，显然是一
件浩繁而重大的工程，而建平能克
服困难，著成《河东柳氏汇谱》一书，
实属不易。时值清明盛世，能为国
家重典、地方修志、家族作谱，意义
非凡。

当前，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
时代文化、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河
东柳氏汇谱》的面世不仅为河东柳
氏文化与柳宗元文化再添风采，更
为我们弘扬家文化、增强凝聚力提
供助力。

风采染色“河东柳”
——记《河东柳氏汇谱》及编著者柳建平

10月28日，由中国老教授协会文化艺术专业
委员会、运城市书法家协会、运城市美术家协会主
办，山西绛州澄泥砚研制有限公司、山西海子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绛州澄泥砚”
杯全国书画作品邀请展正式开展。

绛州澄泥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誉冠“山西
三宝”称号，六度荣获中国文房四宝最高奖项“国
之宝”，七次摘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
工艺品徽章”，是代表新绛、代表运城、代表山西的
一张文化名片。蔺永茂、蔺涛、蔺霄麟，一门三代
大师挖掘恢复、传承创新，使国之瑰宝大放异彩。
山西绛州澄泥砚研制有限公司业现已成为全国澄
泥砚行业龙头企业，旗下的绛州澄泥砚文化园，是
以展示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为特色的综合文化主
题园区，堪称绛州古城文旅融合的典范。

本届书画展参展的大师名家，以砚为媒，为
新绛名城建设、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提供充实的
精神力量；以优秀书画作品，献礼新中国75周年
华诞。本届书画展展出内容包括书法、绘画两大
类，参展人数 342 人，征集作品 362 件，均创历史
新高。其中书法作品 254 件，绘画作品 92 件；国
家级会员作品 151 件，省级会员作品 141 件。作
品体现了新时代书画艺术的博大精深和与时俱
进。

作品或正草录篆，笔力非凡；或置阵布势，临
见妙哉；内容传承创新、相得益彰，笔随时代、墨见
精神。以多样的风格和多元的题材歌颂伟大祖国
新气象、新面貌，充分表达了广大书画爱好者对伟
大祖国的美好祝愿，展示了中国四大名砚绛州澄
泥砚深厚的风采底蕴，展现了山西绛州澄泥砚研
制有限公司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展览期间，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精美的书画
作品，还可以近距离与著名书画大师互动交流（下
图），深入了解书画艺术的魅力内涵。同时，也能
尽情领略绛州澄泥砚文化园的旖旎风光，一站式
饱览新绛县传统非遗实况。 （卫世新）

“绛州澄泥砚”杯
全国书画作品邀请展开展

□梁冬

位于芮城县城西南23公里的中条山
麓有一个叫历山的村子，相传舜王曾在
这里生活。舜耕历山及村中留存至今的
双眼井，都与其相关。

在历山村的中央，有一双眼井，这两
眼水井相距一丈，井深八丈。奇特的是，
同一个井台上的两眼井，一眼是甜水，一
眼却是苦水。提起这双眼井，还有一段
关于舜王的传奇故事。

舜王自幼丧母，跟着继母过活。继
母溺爱亲生儿子，对舜王动不动就挑剔
虐待。尽管舜王经受千般苦楚，但他仍
对继母一片诚心，对其子也关照备至。

一天，舜王同继母到井台打水，因为
舜王年小，便由继母摇井上的轱辘，他在

一旁抓井绳。突然听继母喊：“哎呀，头
簪掉井里了。”舜王抬起头一看，继母头
上的头簪确实不见了。继母望着水井不
住地叫喊，舜王好心地说：“水井那么深，
掉下去也无法捞上来了，您戴的头簪也
旧了，回去后我给您买一支新簪。”听了
这话，继母脸上布满了阴云，怒气冲冲地
说：“说得轻巧，你就不能给我捞上来？”

井底捞簪如同海底寻针，听了继母
的话，老实的舜王还是点头答应了。但
他哪里知道继母竟暗藏杀心啊！舜王没
有思索说了声：“您抓住轱辘，我顺着井
绳溜下去捞簪，等我捞到簪子喊你们，再
把我拉上来。”说罢，舜王脱了衣服，手把
住绳往下溜，继母见舜王中计，心里一阵
高兴。很快，舜王就溜到井底，摇了摇井
绳说：“您回去叫我爹吧。”哪知舜王话音

刚落，继母便把井绳抽了上来，又将几块
大石头扔到井中。

过了一会，继母趴在井边听动静，只
听见井里悄无声息。继母心想“大概已
经死了吧！”接着脸上挂着笑容，一路轻
松挑着水回家去了。

话分两头。舜王一溜烟下到井底，
一个鱼跃便深入水底，这时井绳是怎样
抽上去的，他压根不知道，当他换气浮上
水时，看见石头劈头盖脸地落下来，便赶
忙潜入水底，这时心眼实在的舜王才恍
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继母的计。

舜王潜入水底后继续游，过了一会
儿，当他再次浮上水面时，发现自己已不
在原来那眼水井里，来到另一眼井里。
舜王正想着咋回事，就看见一条绳索徐
徐沉入水里，他便抓住绳子喘着粗气，心

里不由一阵感激，他想喊，又怕被继母听
到置他于死地，于是，他便静静地抓着
绳，等待着打水人。

话说继母担水回到家里，假惺惺地
挤了几滴泪，编造了一番舜王落井淹死
的谎话。舜王父亲听说后甚为伤心，赶
到水井旁要看究竟。他趴在水井边喊着
舜王，舜王在井底听到父亲的声音，立即
在另一眼井里答应。父亲又来到另一眼
水井旁，把舜王拉了上来。当舜王回到
家时，继母不由得大惊失色，心里暗道：

“真是害不死的舜儿啊！”
说来也巧，从此，这双眼井便成了一

眼苦水，一眼甜水。舜王称帝回乡时，还
骑马朝拜这眼救过他的甜水井，那马蹄
印至今还留在水井的石阶上。几千年过
去了，这两眼井依然保存完好。

双 眼 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