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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什么地方最早叫‘中
国’？”甫到山西运城，当地朋友的
一句提问，一下子问住了我们。这
也是一道上世纪 80年代末的高考
历史题，据说当年难倒了不少文科
考生。“标准答案就是考古学上所
称的晋西南地区，就在我们运城！”
这位朋友自豪地公布答案。
“这是有史料支撑的。”朋友向

我们一一道来。据司马迁 《史记·
本纪第一·五帝》 载：“夫而后之
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意
指“中国”一名是由舜都所在地而
定论的，舜都在蒲坂，蒲坂在河
东，即今日的永济市（县级市，属
运城市） 蒲州镇。此外，“华”
“夏”二字也与运城有着密切的联
系。史学家顾颉刚和其弟子刘起纡
考察认定：“居于华水、华谷旁边
的先民曰华族。”其它部族的人们
也称他们为华人，沿袭下来便有了
“华”的名称。史书上记载的“华
谷”、“华水”，就在今日运城市稷
山县化峪镇境内。 《吕氏春秋·本
味》曰：“和之美者，大夏之盐。”
这个“大夏”就指的是中国最早的
盐池———运城盐湖，即河东一带。
唐代学者杜佑 《通典州郡九》 载：
“夏，汉安邑”，即今运城北部、夏
县的禹王城所在。夏朝是国际史学
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
朝的建立，结束了部落之间的纷争
与混战，使“华人”、“夏人”及
众部落先民都成为夏王朝的臣民，
“华”“夏”合一，统称“华夏”。

运城人杰地灵，商代贤相傅
说、春秋商人猗顿、思想家荀况、
战国纵横家张仪、三国名将关羽、
唐代名相裴度、名将薛仁贵、史学
家司马光、文学家柳宗元、王勃、
王维、王之涣、戏剧家关汉卿、理
学家薛瑄，都出生在这里。无怪乎
运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十年看
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
三千年看西安，五千年看河东。”
运城人与生俱来这份文化自信。如
今，运城的文物旅游景点共有
1600余处，单是这一数字足以让
许多城市咋舌。

运城的家底儿有多厚，市委书
记王茂设和市长王清宪十分清楚。
在他们眼里，运城的历史文化是一
座富集的宝藏，却又遗憾于“人未
识”。一种发展的紧迫感与使命感
由此而生。
“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祖先

留下的，如何挖掘、保护、开发，
让它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焕发新魅
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正是基
于这一认识，今年3月，履新不久
的王茂设就提出了建设“美丽河
东、大美运城”的战略构想，并最
终通过程序上升为运城市人民的共
同意志，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被确定
为运城市的五大战略重点之一。

在这座曾在长达 2000多年的
时间里被称为“河东”的城市，一
系列文化旅游保护与开发正在这片
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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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的古砖、琉璃等遗存，
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已有剥落，为
了保护其原貌，我们将按照《文物保
护法》修旧如旧原则进行。这样做，
也符合申遗的要求。”卫龙强调说。

在解州关帝庙文管所所长这个
职位上，卫龙已经工作了近 $年。对
于解州关帝庙的一切，他可谓了熟
于心。从 +'&&年开始，“申遗”成为
文管所全部工作的重心。

位于盐湖区解州镇的解州关帝
祖庙和常平关帝家庙，总面积 +#*/

公顷，是全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建筑群，经过
近 + 年的准备，+'&+ 年 && 月 &/

日，它们作为“关圣文化建筑群”被
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位列第 "名。

始建于陈末隋初的解州关帝
庙，经历朝历代多次增建重修，形成
了由结义园、主庙、寝宫、御花园为
主体的“前朝后寝”宫廷式格局主建
筑群，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是我
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档次最
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

李慧荣已经记不清为多少游客
讲解过关帝庙。关公封金挂印、过五
关斩六将、关公磨刀、夜读春秋等故
事总能让游客听得津津有味。在得

名于关羽夜读《春秋》的春秋楼二
层，李慧荣指引我们抬头细细观看
顶部所悬的藻井，它们由木构件巧
妙制作而成，倒垂如盛开的巨型花
朵。“原本在有风的日子，它们还能
随风轻轻转动，为了保护，如今都做
了加固处理。”李慧荣说，这是古山
西雕刻艺术的精湛展示，每年都会
有许多中外建筑专家及建筑爱好者
前来观摩。

在崇宁殿门口，记者迎面碰上
两位来“请关老爷”的人。一问才知，
他们是专程从太原赶来的经商者。
“过两天我们有家店要开业，所以特
地来请一尊关公像，希望关老爷佑
护家人平安、生意兴隆。”李先生说。

事实上，关老爷除了被尊为财
神爷之外，还被尊为文教神、医药
神。不仅如此，他还是各行各业侍
奉的行业神，理发业、刀剪铺业，甚
至是豆腐业、糕点业都把关老爷奉
为祖师爷。“这就是关公信俗。”山西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
中悦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
除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日本、韩
国、越南、新加坡乃至海外华人聚居
区，都建有关帝庙。目前，我国留存
的关帝庙达 +万余座。在海外，关公
信仰也存在于约 &!' 个国家和地

区。“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
九州”是关公信俗地域广泛的最好
写照。+''%年，“关公信俗”被公布
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农历
四月初八、六月二十四，运城都要举
办两次大型祭祀活动以及关公文化
旅游节，最大程度地延续与发展了
原有复杂的关公祭祀体系与过程。
“关公文化的精神财富不仅是

运城的，是山西的，是大中华文化圈
的，而且将来还会成为全世界的骄

傲，成为运城展示对外形象的一个
最明亮的窗口。”王茂设说。目前，有
关关圣文化建筑群保护工作的文件
已经被摆在运城市委常委的案头。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
大卫曾说：“我尊重东方大神关羽，
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
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

年，山西运城入选全国十佳魅力城
市，颁奖词这样写道：关公的诚信
就是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人文精
神。如今，运城专门成立了关公诚
信企业协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与
其他城市商会的交往中展示关公精
神与文化。

关公的诚信是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
!

王之涣作《登鹳雀楼》时一定不曾想到，在他
之后的千余年里，无数人因着这首诗奔赴千里，
只为在夕阳下一睹黄河雄姿。

被誉为“凌空白日三千丈，拔地黄河第一楼”
的鹳雀楼所在地永济，处在晋、秦、豫交汇的黄河
金三角地域的中心。据唐代诗人李翰在《河中鹳
雀楼集序》中记载：“……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
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河流。二百余载……”史
学家由此推断鹳雀楼的始建年代应是北周时期
（公元 ""/—"%&年）。只是，历史上的鹳雀楼存世
/''余年，后遭兵燹，此后的 %''年间有名无楼。
+''+年 $月，重建的鹳雀楼又屹立在永济市境
内的黄河东岸。

这是一座大型仿唐式高台楼阁，整体建筑以
高台为基，总高 /#*$ 米，主楼共分 $ 层，其中台
基 #层，楼身 !层。楼内仿唐形制与文化陈设构
成了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以灿烂悠久的黄河文
化为主线，形成“千里穷目”的非凡意境。“可以
说，正是这一点，使鹳雀楼成为了黄河流域唯一
的标志性建筑和展现黄河文化长卷的艺术殿

堂。”运城市文物局局长李波说。
登上鹳雀楼顶层，站在西南方向，一阵阵清

风扑面而来。极目远望，在成片的绿色植被上，奔
腾的黄河划下了粗重的一笔。当年，正是此情此
景击中王之涣的内心深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喷涌而
出。尽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登鹳雀楼
所看到的已不是王之涣眼中的景象，但是凭楼远

眺带给人豁然开朗的感受，想必相差无几。
出鹳雀楼往北，不远即是蒲州故城。据史载，

这里古名蒲坂，曾是尧舜之都，直到明清，一直是
河东一大重要城市。如今，明代砖城墙还在，鼓
楼、城门、瓮城等遗迹仍可见，不难想见蒲州城当
年的繁华。蒲州故城以西，即是蒲津渡遗址。这个
我国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历史长达 +(''余年。
&$%$年，这里发掘出土的四尊铁牛及铁人吸引了
世界的目光。四尊铁牛，皆头西尾东，作伏卧状，
形态各异，每个重达万斤。每尊铁牛下有 !根铁
柱，入地丈余；四尊铁人，均作牵牛状，形神各异，
分别穿着维、蒙、藏、汉四个民族的服装。另有一
组七星柱，与铁牛、铁人融为一体，充当固定浮桥
的地锚。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论断：“浮桥地锚
中，以蒲津桥的铁牛最为著名。”

在一张名为“运城名胜”的旅游图上，鹳雀
楼、蒲津故城、黄河大铁牛都被划入黄河文化旅
游区。围绕黄河文化而生的国家黄河文化总部基
地项目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运城的根祖文化、盐
湖文化、关公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都将被
纳入其中。“运城市将通过整合大黄河文化和
大旅游资源，建立完善中、低端文化和旅游产
业链及消费市场，使其辐射黄三角乃至中西部
地区。”运城市委宣传部长于波介绍说。

一个个面团在灵巧的双手间翻转，渐
渐显出小花、孔雀、老虎的轮廓。

!'岁的张巧兰正与几个老姐妹一起坐
在自家小院内，她们有的和面，有的揉搓，
有的挑压，前后经历凝水、箩面、制酵、
揉面、捏形、醒馍、蒸制、着色、插面花
$ 道工序，花费四五天时间，最终做出一
批像样的花馍。

这些造型别致的花馍有一个统一的名
称：“闻喜花馍”。如今已是当地知名花馍
艺人的张巧兰，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学习
制作花馍。“每逢过年过节或者办喜事、
孩子过满月等，家里总是摆开长长的案板，
村里的妇女全都聚集过来，一边拉家常，
一边蒸花馍，热气腾腾的花馍出炉后，再
染成五颜六色。”张巧兰回忆起那时的情

景，“真是热闹喜庆啊！”
在闻喜县流传着“有馍就有事，有事

就有馍”的俗语。闻喜县县长张建元介绍，
闻喜花馍已有 &'''多年的历史，盛行于明
清，传承至今，形成了节日花馍、婚嫁花
馍、寿诞花馍、丧葬花馍、乔迁花馍等完
整的创作体系，具有丰厚的文化品位和浓
郁的地方特色。+''% 年，闻喜花馍还以其
独有的食用、观赏、礼仪三大功能，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闻喜是晋南小麦的主产区，目前共有
!" 万亩小麦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在 &*#

亿—&*/亿公斤。闻喜小麦生长期长，具有
旱地跟水地结合型的生产特点，面质优异，
适合于北方的饮食结构，特别适合制作闻
喜馍和闻喜花馍。

在闻喜县专门设立的一间花馍艺术展
示厅中，记者见到了造型、功能各异的花
馍。寿糕花馍，周边由 $ 只造型优美的狮
子簇拥着一朵怒放的菊花，寓意“九世共
居”；蛇年主题花馍，青色的卡通造型的蛇
盘旋在白色的馍上，逼真又不失可爱。张
建元说，在不久前刚刚举办的首届山西文
化产业博览会上， 《蒸蒸日升》 九层大花
糕，惊艳全场，闻喜花馍也着实火了一把，
“城里人看到花馍都稀罕得不得了”。如今，
闻喜花馍成了当地的富民产业，直接带动
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年 + 月举办的
中国·闻喜花馍文化节，吸引了 +' 万人前
来参观。

张建元说，随着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
非遗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潜力的
文化产品，闻喜正致力于把闻喜花馍变成
“亿元花馍、世界花馍”。目前，闻喜县共
有数十个花馍合作社，并在北京、太原等
地建立起了闻喜花馍的销售网络。

后记

采访的最后一天，顺着

禹都大道，我来到南风广

场。这个竣工于 2005年的

市民广场，得名于舜帝所作

《南风歌》。广场中央立着一

组名为“凤舞”的现代雕

塑，一只凤凰尽情地舞蹈。

有运城人描述，雕塑初成

时，每天早晨7时左右，由

于光线的反射作用，凤凰的

眼部会出现一个亮点，酷似

睁开眼睛眺望远方。运城古

称凤凰城，运城人喜欢将凤

凰作为自己城市的标志，不

仅因为凤凰代表着祥瑞，更

是因为它意味着新生，正如

运城人对古老文化新生的期

待。

午后起了风，吹散了连

续几日的暑气，广场上颇有

些凉爽。凤凰雕塑的周围，

散步的老人、戏耍的儿童、

谈恋爱的年轻男女，三三两

两走过，宁静而悠闲。广场

周围，“大美运城”的宣传

语不时可见，透着对未来的

无限憧憬。

闻喜花馍走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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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广场上的“凤舞”雕塑

图片来源：百度

蒲津渡遗址的铁牛、铁人 尹 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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