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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说说传与承说说传与承
□ 李峰

科技说创新，文化讲继承与发展。在几千

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无比的优

秀文化，值得每个中华儿女自豪。继承和发展

这些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赋予我们的历史

使命，义不容辞。

由于时代的前进，历史的发展。那些优秀

的历史文化，就需要发掘和保护，就需要继承

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发掘和保护是前提，

继承和发展是目的。而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众说纷纭，各路专家学

者各执己见，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

现在插个嘴，提出这个话题，不仅仅是简

单地界定保守与前卫的问题，而是事关优秀文

化的继承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的问题。插个嘴，打断一下，或许可以

起到个提醒的作用。

是非不拨弄，关键是正视现实，调整好思

路。首先“挖掘”这个词，没有用错。历史文化

的东西，不挖掘，怎么能继承与发展，我们不仅

要挖掘，还要深入挖掘才对。现在的问题是遍

地是宝，却不知从何下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其次是挖掘出来了，如何继承、

保护与发展。一曰，修旧如旧，一丝也不能动，

一句也不能改；二曰，依葫芦画瓢，在继承和发

展中，有那么个影子就行了，反正也没人见过；

三曰，在保护的前提下挖掘，在继承中加以发

展。当然，也不是旧曲填新词。

我比较赞成第三个说法。黄永玉老先生

说的是：“不是所有的老建筑都可爱得了不得，

有的很腐朽肮脏，不值得留念。”再听听冯骥才

先生的观点：“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

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

法打造一种文化。”“打造文化，一个多么糊涂的

说法和粗鄙的做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在优秀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既不能胡子眉毛一把

抓，样样都是宝；也不可简单粗鄙地对传统文

化遗产进行“伪包装”，商业打造。而是要站在

文化自尊与自信的高度，在继承中汲取精神，

汲取思想，汲取力量，虔诚而科学地对历史文

明进行继承与发展。

跟蒙曼老师读柳林沿黄人文历史
□ 李勤

本报讯 吕梁市妇联日前印发《关于在全

市妇联组织和妇女干部中开展“巾帼引领新

风尚 移风易俗作表率”的活动通知》，就进一

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移风易俗

的安排部署，推动妇联组织和妇女干部在移

风易俗中发挥独特作用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全市各级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

引领服务联系职能，通过广大妇女干部示范带

动，为革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炫

富攀比、铺张浪费、随礼泛滥等歪风陋习，推行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形成全市移

风易俗浓厚氛围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通知指出，各级妇联组织和妇女干部要

增强主人翁意识，妇联组织带动、妇联干部带

头，走在前做示范，争做移风易俗先行者。要

广泛开展宣传、组建队伍宣讲，进万家普新

风，真做移风易俗倡导者。要用淳正家风引

导、培树典型引领，正家风树典型，勇做移风

易俗培树者。要创新举措推动、部门协同联

动，勇担当汇合力，善做移风易俗推动者。

通知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

署。各级妇联组织要成立移风易俗活动专班，

妇联主席要认真履行好移风易俗第一责任人

职责，制定任务图、时间表、优先序，确保活动

有效开展。要加强宣传引导，带动广泛参与。

各级妇联组织要深入群众，加大对移风易俗的

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妇联微信公众号、网络

新媒体等平台对移风易俗先进妇女和家庭进

行广泛宣传，推动形成移风易俗良好氛围。要

加强调研指导，形成长效机制。各级妇联组织

要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及时总结移风易俗活动

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建立妇联组织和妇女

干部参与推进移风易俗的长效机制，推动移风

易俗在全市蔚然成风。

（李晓雯）

吕梁市妇联印发通知动员广大妇女

要在移风易俗中做示范作表率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离石公

安始终紧紧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之事，心怀热

忱，以担当彰显忠诚，用行动践行责任，将点滴

“小事”办实，将温暖定格。

和妈妈赌气离家出走的小女孩

“警察同志，我在路边发现一名小女孩，似乎走

丢了，一个人站在路口非常危险，请你们帮忙找寻

孩子的家长。”8月 20日，离石区凤山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接警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只见一名小

女孩站在路边泣不成声，满脸的惊恐与无助。“小朋

友，先别哭，你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和电话吗？能

不能记得回家的路？”民警赶忙上前，一边轻柔地为

小女孩拭去泪水，一边耐心询问。奈何孩子年龄尚

小，加之内心的恐惧，根本无法提供有效信息。民

警随即组织警力，在周边路段及商铺分头寻觅孩子

家长。他们顶着烈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

索。经过多方不懈努力，最终成功找到孩子家长，

并将孩子安然无恙地送到其父亲手中。“多谢，多

谢！幸亏有你们！”父亲从民警手中接过孩子，激动

得声音颤抖，连连道谢。临别前，民警不忘嘱咐家

长，日后务必要照看好孩子，切不可疏忽大意。

独自出门玩耍的迷路小男孩

8 月 20 日，离石区莲花池派出所接到指挥中

心指令称，有热心群众在路边捡到一名小男孩。

接警后，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只见小男孩一脸迷

茫，眼中满是恐慌。民警耐心与小男孩交流，询

问其家长相关信息。由于小男孩年龄过小，无法

提供有用内容。民警带着小男孩在周边的商户、

小区询问，却一无所获，只能将其带回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民警一边轻声安抚孩子的情绪，给

他讲故事、拿零食，另一边依据视频资料仔细查

找走失路线，同时所内民辅警通过微信朋友圈发

布走失男童的消息，全力寻找孩子家属。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多方持之以恒的努力，民警终于

找到了小男孩的家人。不久后，男孩父母赶到派

出所，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激动万分，对民警的帮

助连连表示感谢。原来当天下午，孩子睡醒后独

自开门跑出去玩耍，结果迷失了方向。

神情恍惚路边徘徊的男子

8月 13日，离石区凤山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指

令称，有一男子在路边徘徊，状况不明。接警后，民

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发现该男子神情恍惚，衣衫

褴褛。随即，民警为其买来面包和水，并安抚其不

安情绪，耐心且细致地与其进行交流。经了解，该

男子家中无亲人，一直在外流浪，饱经风雨。考虑

到该男子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民警立即与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详细说明情况，将该男

子送至吕梁市救助服务站进行进一步救助。

警灯闪烁，照亮万家灯火；脚步不停，筑牢平

安基石。离石公安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以实际行动践行誓言，用真情温暖民心，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件小事中感受到安全和幸福。

小事·暖情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蒙曼一边行

走一边讲述：“夏商周三代是依照黄河来奠基

的，没有黄河就没有这些文明。夏朝的文明，就

在中条山以北发扬起来，然后越过中条山两岸

成就了一个大文明。”近日，著名文化学者、中央

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来到柳林县下三交镇、孟门

镇的黄河岸边，讲述晋陕黄河大峡谷的短视频

画面，在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各大平台热传。

柳林县地处黄河中游，黄河流经全县五个

乡镇 60余公里。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柳林县

沿黄一带发掘古遗址 40余处。三交镇蒿园则遗

址，石滩则遗址，高家沟乡王家塔遗址，孟门镇

高家塔遗址，石西乡郭家塔遗址，地表采集龙山

文化白燕类型泥质灰陶片、夹砂灰陶片和仰韶

文化庙底沟类型泥质、夹砂红陶灰陶，磨制的石

斧及灰坑，说明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就

有人类在此劳作生息，映照出早期文明的光芒。

特别是随着黄河东岸 5公里处高红遗址的

发掘，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方国存在便引起考古

界的关注。2007 年，柳林高红商代遗址列入

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高红遗址是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殷

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

的方国遗存。并推测，这里可能是史籍记载的

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的与

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工方或工方内某个政

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所谓三交古镇，它对应着更早期的样子

就叫做三交渡。三交渡怎么来的，给大家看一

看这条河。这条河，这个峡谷，这个峡谷叫什

么。这是山西和陕西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地理

标志，叫做晋陕大峡谷。晋陕大峡谷有多长？

晋陕大峡谷有 700 多公里长，是全世界最长的

河流峡谷。”站在三交古镇的黄河古渡口，蒙曼

老师讲道：“因为晋陕大峡谷从南到北的通航

功能，才有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古渡口。”

蒙曼说：“三交镇从先秦时代讲，那是秦赵

魏三国交界之处：从现在来讲，那是秦晋两省

四县交界之处。”

柳林县三交古镇位于黄河东岸，隔河与陕

西绥德、清涧相望，南与石楼县比邻。自古就

有“鼓击震两省、鸡鸣惊四县”之美誉。三交渡

口，自古就是方圆百里的商业文化交流中心，

每逢集会陕、甘、宁、蒙等地的客商摆渡而来，

进行骡马、粮食、红枣、皮毛等交易。

三交古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李自成

当年曾于此地东渡黄河北上，留下了吞吐历史

烟云的闯王寨。1936年 2月 20日晚 8时整，红

一军团红二师 24名勇士组成的渡河突击队，在

曾国华队长的率领下，从陕北绥德县沟口登

船，突击强渡，在三交坪上村首先登岸，打响红

军东征第一枪。由周恩来亲自指导建立了山

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中阳县苏维埃

革命委员会；红 28军军长刘志丹将军在攻打三

交战役中血洒疆场，英魂长眠于此。

“孟门渡在唐朝的时候，是一个著名的关

口，叫做孟门关，那是天下 27个关之一，它是一

个中关。”在柳林县孟门镇，蒙曼老师迎着晨

曦，望着远处奔流不息的黄河说：“大家可以想

象，那个时候无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军事地

理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孟门关东依寨东烽台，西为天堑黄河，南

靠军渡要塞，北邻黄河“二碛”。地处秦晋通

衢，地理险要，是控山带河的重要关隘。曾与

晋东娘子关齐名，有“东有娘子关，西有孟门

关”之说。孟门在春秋战国时期为赵国蔺邑，

秦国多次攻打，直到赵武灵王十三年 (前 313)
才“拔我蔺”。据传秦庄襄王曾在此安营扎寨，

并将孟门南山峦改名为庄王山。隋唐时期则

是河西绥州与河东石州的交通要冲。孟门关

附近的地龙堡，宋初建堡，曾由杨家将把守。

清同治年间，武将刘山大镇守黄河时也住此

堡，居者自喻地龙，因名地龙堡。

史志记载：汉元朔三年 (前 126)，汉武帝封

其代共王子熹为蔺侯;元朔四年 (前 125)，置西

河郡。北周大象元年(579)置定胡县，兼置定胡

郡。唐武德三年 (620)，置西定州 ;贞观二年

(628)，废西定州，改定胡县为孟门县;七年 (633)
废孟门县，置孟门镇;八年(634) 废孟门镇，复置

定胡县。是地跨今柳林、离石、临县以及陕西

省吴堡县全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

金至元年间 (1264 一 1294) ，废孟门县。此前，

为县治、州郡治驻地达 700余年。

孟门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吕氏春

秋》《尸子》《永宁州志》等文献记载和孟繁仁、

白礼昌等著名专家的考证，孟门是大禹治水的

第一门户。

“说到大禹，其实大家最熟悉的是两件事，

第一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还有一件事就是《尚

书—禹贡》里讲的‘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大禹

其实不仅仅是治水，还划定了中国当时的疆域

范围。”蒙曼指着禹王石说：“大禹用什么样方式

划定的，他是用行走的方式，他走到的地方就是

那个时代的中国。那么‘禹迹’在哪，让我们看

看这块高高的石头，这个据说是大禹的足迹。”

战国尸佼《尸子》记载有“龙门未辟，吕梁

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

之孟门”。在夏禹治水之前，因今孟门村西南

蛟龙石壁将黄河东西两岸的石山连接成一个

天然的黄河大石坝，挡住了黄河的去路，形成

湖海，有所谓“定湖”之称。若遇淫雨，“鸿水滔

天，浩浩怀山襄陵”“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

阜”。大禹治水 (前 2243—前 2230年)在孟门村

西南劈开蛟龙壁，河水顺流而下，形成“孟门十

景”之一的“黄河洪涛”。所谓“孟门”，是大禹

治水之黄河河道上的第一个大门，故因以命地

名矣。

西周穆王时代 (前 1009—前 954 年在位)，
吕梁武当山玄武道场，为了祭祀鲧、禹治水之

功绩，在孟门的庄王山麓大禹石附近创建了孟

门道院，主殿“源神殿”内，供奉着夏帝禹和禹

之父神鲧，这里现还有国家一级文物“无头神

鲧”石雕坐像。唐贞观十三年 (639)，唐太宗巡

游孟门时，敕赐尉迟恭又在道院旁修建了南山

灵泉寺。寺侧有巨石“禹王石”和《大禹治水》

残碑，大雄宝殿内有刻于清嘉庆九年的 (1804
年)《南山灵泉寺始末碑记》，碑记称:南山上“有

禹王石，相传神禹停憩息山之半”。

柳林紧靠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历史的洪流

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里众多的古迹，

每一处都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瑰丽，无

不展示着柳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柳林，一个值得每一个热爱历史和文化的

人深入探访的地方。

9月 9日上午，由甘肃画院、兰州画院、吕

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临县县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的“陇上春秋——甘肃十人中国画作品邀

请展”在临县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汇聚了来自陇原大地的十位杰

出艺术家巫卫东、金长虹、刘君、包少茂、谈龙、

白毅志、南长龙、陈顺尧、毛文琳、刘国斌。他

们以黄土高原为创作背景，以丝路古道为灵感

源泉，满怀对人文与自然的深情，在祖国的西

北大地上挥洒笔墨，成为了美术界高光亮点。

十位画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蕴含着对黄

土地的深沉情愫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他们通过

丰富的笔墨语言，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

及在厚重与灵动、高亢与低沉、开阔与苍劲的艺术

品格中寻求的平衡。这些作品不仅是对艺术家个

人艺术追求的体现，更是对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

诚挚献礼和对老区人民的一种致敬。

此次展览以艺术赋能乡村为主旨，旨在

通过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带动当地文旅产业

的发展，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同时，

这也是对艺术精神的一种传承与弘扬，让更多

的人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与力量。展览持续到

10月 9日。

当陇原大地的壮阔与吕梁山的雄浑相

遇，当两个同样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

地方在金色季节里碰撞出艺术的火花，这场

展览注定成为中国画界的一次盛宴。艺术家

们以黄土高原的沟峁山梁为纸，以他们对自

然的深刻理解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为笔墨，

创作出一百余幅精美的中国画作品，为吕梁

临县的孙家沟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正在孙家沟写生的山西省书画院的画家

们和孙家沟的乡亲们共同参观了画展。孙家

沟，这座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以其独

特的明清式建筑群和国内首座窑洞式乡村艺

术馆而闻名遐迩。这里不仅吸引了众多艺术

家的目光，成为他们创作采风、交流办展的理

想之地，更成为了艺术与乡村融合的典范。

艺术家们用他们的作品点亮了乡村，而乡村

的质朴与美丽也反照在他们的艺术之中，实

现了艺术与乡村的相互赋能。

记者 冯海砚 梁英杰 摄影报道

““甘肃十人中国画作品邀请展甘肃十人中国画作品邀请展””
在孙家沟村开展在孙家沟村开展

秋季的到来不仅为我们带

来了宜人的环境，漂亮的景色，

同时也带来了寒冷。一年之

中，秋冬季是人体抵抗力最差

的季节，并且夏季过多的身体

消耗也应在秋冬季节及时补

充，如何让自己少生病、充满活

力，是秋冬季节养生的关键。

众所周知，秋季是转向寒冷的

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季节里，

天气变化明显而又无常，因而

秋季也顺应成为了一个感染多

发的季节，很多流行性疾病都

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传播，所

以，我们应该加强预防，增强养

生意识。

秋季主要在于养阴，在这个

时期，更多的是适应季节的变化，

为御寒做准备，要多加防范疾病

的感染，春秋季都是病菌随处传

播的时期，因此，预防疾病是秋季

的首要任务。冬季养生的重要原

则是养肾防寒，肾是人体生命的

原动力，在冬季，人体的阳气内

敛，其身体机能也随之内敛，此

时，肾要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又要为来年储存能量，

所以我们应该尤其注意肾的保暖。

1.调节情绪。秋冬季节，一派凋零萧杀景象，最

易引起伤感忧郁的情绪。因而，秋冬季节养生要注

意保持心情宁静、愉快，不急不躁，使血气平和，神气

收敛，以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可外出旅游，登高望

远，借景抒怀，这样可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

2.适度进补。很多人认为，养生就是进补，其

实不然，尤其是不能随意药补，饮食要遵循“秋冬

养阴”的原则，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多

吃一些百合莲子粥、银耳冰糖糯米粥、杏仁川贝

糯米粥、黑芝麻粥等。还要多吃些蔬菜水果类的

食物，少吃些辛辣的食品。同时应该“朝朝盐水，

晚晚蜜汤”，就是白天喝点盐水，晚上则喝点蜜

水，这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是秋季养

生、抗拒衰老的饮食良方，同时还可以防止因秋

燥而引起的便秘，一举三得。另外，各地区的气

候条件迥然有别，进补的方法也不同。

3.注意保温。秋冬时节，气温变化很大。衣着

过少、室温过低，既易患感冒，又消耗阳气；反之，衣

着过多、室温过高，则易出汗，阳气不得潜藏，寒邪

易于侵入。保持暖手暖足，维护人体末端血管的微

循环状况良好。所以，秋冬季保暖十分重要。

4.保持清洁。秋冬时节也是疾病的高发季

节，尤其是气候的变化，呼吸道疾病增加，人体的

抵抗力相对较弱，注意卫生，保持清洁十分重

要。要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内衣裤

袜等，被褥也要勤晒洗。

5.适当运动。养生强调起居有序，要保证充

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像慢跑、散步、练气功、

打太极拳、习剑等项目都非常不错，同时不应该

做过度、高强度的运动，大量的出汗，会“发泄阳

气”，效果会适得其反。（作者单位：山西省柳林县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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