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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捷 文图

初次相见，它是有着锋芒的武器，
仿佛瞬间带我们回到古代那金戈铁马
的悲壮战场；细细端详，它又是庄重典
雅的礼器，似乎带我们穿越进一场庄
严肃穆的神圣典礼……它，就是运城
博物馆珍藏的出土于万荣县高村镇潘
朝村的商代青玉矛，凝聚着古代先民
政治理想、军事智慧与工艺美学，静静
蛰伏于历史的一隅。

提及“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从
小我们就学过“自相矛盾”的成语，知
道“矛”是进攻用的刺杀武器，“盾”是
保护自身的防卫武器。而运城博物馆
这件青玉矛，以玉石为材质，闪着耀眼
又神秘的光芒，也打破了人们对“矛”
的固有形象。

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石
头，自古便是高贵、纯洁的象征，中
国人赋予了它丰富的生命和意义，也
造就了特殊的玉石文化。早在良渚文
化中，青玉制品就已被广泛使用。到
了商、周乃至战国时期，青玉成为常
用的玉石之一，即使汉代起白玉适用
范围更广，但青玉也没有消失。青玉
颜色深沉纯正，密度较好，硬度也
高，质地细腻温润，油性好，整体给
人一种刚劲之气，在视觉和触觉上都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古代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候，
制作精良的工具相对集中在拥有较高
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手中，而兵器作为
工具的一种，既有实用性，也是权力和

地位的象征。玉石凭借其独特的吸引
力，深受统治阶级喜爱，玉制品也被普
遍作为一种祭祀品。商代战争频繁，无
论是祭祀，还是征战，都是一个部落乃
至整个国家的大事，因此，伴随着玉器
地位的提高，玉兵器与生产工具渐渐
相分离，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王权和
军权的一种象征。

进一步查询资料可知，玉兵器就
是战前或战后用于誓师或庆功的仪仗
玉器，一般是举行典礼时所用，是以生
产生活中实用的兵器样式为模板，再
进行一定程度美化而制成的，既能在
重要场合执以示权，还能通过旁侍以
增威仪。仪仗玉器是古代礼器“六瑞”
之外最古老的具有军事指挥等权力的
标志性玉器，其主要形制有斧、钺、矛、
戈、刀、箭簇等。玉兵器的存在，也表示
了持有者有着征讨杀伐的资格，可见
其所承载的厚重分量。

再看运城博物馆这件青玉矛，简
洁大气、刚健又不失优雅。其磨制而

成，矛头尖锐修长，线条流畅利落，其
色翠绿，掺有白色杂质。这件青玉矛末
端有一圆孔，体呈三角形，两侧有刃，
刃部的弧度同样丝滑，锐利与厚重完
美融合，每一处细节都展现了古代工
匠工艺的精湛、力量与美的和谐统一。
青玉的温润与坚毅，让这件青玉矛色
泽更显深幽、更富质感，给人一种视觉
冲击力。

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玉器早已与
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成为一种文化
和精神的象征。追根溯源，不难想象，
曾经在古代礼仪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青
玉矛，承载了多少古人对天地、先祖的
虔诚敬意，又以其独特的象征意义鼓
舞了多少战士的士气。玉石冰冷，但文
化炽热。它将玉的温润与石的坚毅融
汇，将实用与礼仪融合，划破时空屏
障，为后世了解古代社会风貌和历史
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透过这件玉器，
我们也得以感知古代那跳动的强劲脉
搏，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主角：青玉矛

出生时间：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

前1046年）

尺寸：长14.85厘米、宽6.4厘米、厚

0.35厘米~0.95厘米

出土地：万荣县高村镇潘朝村

藏宝地：运城博物馆

商 代 青 玉 矛 ：

温 润 与 坚 毅 的 历 史 交 响

运城晚报讯 1 月 4 日，永济市作家
协会举办 2025 年迎新春茶话会，总结回
顾过去一年工作，部署 2025 年文学创作
工作。

2024 年，永济市作协积极组织开展
采风活动，团结带领全市110余名作协会
员，以厚重朴实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时代
感、使命感、责任感，扎根本土、立足本
职，勤奋创作、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批有
高度、有质量、有见地的文学作品。全年
92 人在市级以上报刊网站发表各类文学
作品 468 篇，其中国家级 35 人、87 篇，
还有20余篇作品获奖。

会议对永济市作协一年来工作成绩予
以肯定，强调要立足蒲坂大地，突出本土
元素，脚踏实地，勤奋创作，为时代鼓与
呼，为人民写与书，练就脚力、强化眼
力、提升脑力、淬炼笔力，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塑人、以文立人，更好地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写出一批接地气、冒
热气、有灵气的时代作品，助推宜产宜业
宜居幸福永济建设步伐。

茶话会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不仅是
会员们齐聚一堂放松身心的平台，更是一
次文学爱好者的培训交流。大家分享创作
经验、交流创作心得，尤其是李恒民、雷
中伟等人的诗歌朗诵，更将会场气氛推向
高潮。新的一年，永济市作协将充分发挥
团结服务职能，整合多方资源，吸纳新兴
人才，以人才“五湖四海”带动文艺力量

“排山倒海”，努力建强文学新队伍、打造
文学新高地、书写文学新篇章，助推永济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兴平 孙晓楠）

辞旧岁 谱新篇

永济市作协举办
迎新春茶话会

文学视角下的张安康

□武青山

冬日里的一天，运城市作
协、运城市诗词学会的 20 余位
作家前往平陆县洪池镇，深入了
解张安康身上展现的新时代农
民精神风貌。

中条山南麓，积年的水流肆
意倾泻而下，冲刷出千百条沟
壑，也正是这众多流水经年累月
地侵蚀土壤，造就了大自然的万
千形态。不由得回想起当年那
位县委书记发出的誓言：平陆不
平沟三千，发誓要用树来填。

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
也是平陆的西大门——洪池镇
镇政府所在地。

各位作家与平陆县委宣传
部、洪池镇党委、洪池镇政府、北
马村相关负责人，部分群众、服
务对象代表及张安康来一场温
馨的交流座谈。

座谈会上，张安康讲述了他
多年来带领村民致富的奋斗历
程，而令我感受最深的，是老党
支部书记、退伍老兵裴自超口中

的张安康。
老书记在与张安康长年累

月的接触中，折服于他的人格魅
力。从老书记的话语中得知，张
安康带动身边共产党员一道，在
广袤的土地上，走乡村振兴之路
时的艰辛付出。这也印证了张
安康的自身价值和社会责任。

而村民张艳芳的几度哽咽，
令与会人员无不感动。座谈会
结束后作别的路上，几位大姐道
不尽对张安康的感谢，感谢组织
培养出的好党员。

跃飞果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宽敞的操作车间里，数十位中老
年人忙碌着，从各村果园转运回
来储存的苹果，正在这里进行分
拣、套袋、装箱，然后发往各地。

曹淑萍，是张安康产业园众
多员工中的一员。这位来自常
乐镇西侯村的普通妇女，正将一
个个苹果套上网袋，整整齐齐地
码放进纸箱里，中间还过秤以确
保足够的分量。当我小心翼翼
询问她名字时，曹淑萍脸上洋溢
着阳光般的笑容。可以看得出，

她对这份工作颇为满意。因为
这份工作不但为她带来了一份
可观的收入，这些香甜的平陆特
产，还经由她勤劳的双手，走出
了国门。

车间门口，工人们正忙碌而
有序地往长集中箱车辆上装货，
再有几十箱便能装满车厢，第一
时间送达客户手中。

张安康的苹果产业，已经形
成了收购储存、出口贸易的产业
链条，开拓了市场。3000 万公
斤的销量，300 人的岗位安置，
足以展示他的成绩。村民就业
有了保障，对农村社会基层治理
就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在前来参观的人员中，我大
概是最特别的一位。作为一名
农村领头人，我最了解农村干部
工作的不容易，更能体会到村民
的迫切需求。深入挖掘当地的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
农业是农村干部的职责所在。

“一村一品”产业，在张安康身上
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老百姓富
裕了，就会积极参与集体事务，
树立良好村风，营造和谐稳定的
乡村社会环境。

正因为有像张安康这样的
领路人，我们的乡村才会变得更
加富饶、更加美好。

虞坂古盐道吹过的风
□曲成林

一曲安康志若松，
果乡济困廿年功。
千金不慕奢华劲，
众庶咸因善念隆。
扩域厂房酬大业，
进军外贸傲长空。
倾心共富歌无尽，
赤子情怀世代崇。

浪淘沙·颂张安康

平陆有贤良，果业昭
彰。心怀众人志高昂。二十
年来风雨路，孰解衷肠。

不屑富华装，俭朴如
常。厂房扩建助农忙。散尽
千金谋共富，德韵流芳。

赞平陆模范张安康（外一首）

□高恒山

秋来笑语漫山岗，

最是宜人苹果香。
让畔遗风今尚在，
闲田无处不安康。

敬赠张安康

□秦晓舟

硕果丹心树党恩，

催花润物自无痕。
春秋十载筑诗梦，
火了头条富了村。

题平陆“果业特殊贡献奖”张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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