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化遗存传承中留住乡村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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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是乡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
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
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
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
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
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
知模式等，是乡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
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意义所在。在人
们的记忆中，乡村是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象
征，故乡是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社火是群众文娱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活
动从正月十二开始准备设唐坛。唐坛俗称唐
场、社坛，始于唐代。人们在唐场搭柏叶楼、搭

秋千、制花灯、备祭品、垒塔塔火。将割制好的
活动油漆夹扇，上面油画着各种图案，一一拼凑
起来的房子就是唐场。唐场绘画更是巧夺天
工，寓教于中。唐场是活动的中心，内供地藏王
菩萨、十帝阎君像等。唐场、柏叶楼、塔塔火前
设有供桌，供桌上供着各种花样的祭食，供桌上
空吊着两行花灯，花灯上绘有人物、花鸟，书有
名言、谜语。正月十四活动正式进行，社火执事
者在唐场处理事务，村民则谈古论今，讲故事、
说评书、敲锣鼓、唱民歌，请盲人唱三弦书、说莲
花落等。个别社请自乐班打坐场，闹票儿唱夜
戏，锣鼓助兴。各社组织的高跷、竹马、背棍、旱
船、推车、撬棍、铁棍、张翁背张婆、二鬼摔跤、混
秧歌、狮子滚绣球、斗龙灯等文化活动，有的活
动从本社出发，一个社接一个社地演出，活动甚
至延伸到邻村。活动走到哪里，人们跟到哪里，
前呼后拥，鞭炮欢迎，到处充满乡村烟火气息。

晋商文化离不开大院文化，成功的晋商人

士几乎都体现在其故土的大院建筑上。同样，
文水掌柜在老家也留下了许多大宅院。这些
宅院也凝聚了文水掌柜太多的乡愁，默默展示
着家族的历史和辉煌，记载着家族厚重的文
化。其掌柜文化基因随同宅院保存完好，“活
化”性保护、复兴、传承有序，成为农耕文明不
可再生的古宅。千百年之后，由墨色的焦、浓、
重、淡、清产生的物象，依旧纯香。陈旧其实也
是一种美，无论是乡村老宅的物象，还是文水
掌柜现象，它们窖藏着岁月，蕴藏着文化，珍藏
着历史，隐藏着人间烟火……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魂，复兴乡村社会
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乡
村社会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聚之地，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文化环境土壤。所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措
施。事实上，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任何文化都不
会离开传统。本土传统文化是当地民众的集体
记忆，凝聚了人们共同的情感，是构成当地民众
文化认同感的基础。重视和开拓可以安放人们
精神需求的空间，无论是传统庙会、节庆活动，
还是秧歌、社火等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复兴当
地传统文化习俗，对于唤醒人们的情感记忆、凝
聚人心至关重要。农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乡约乡情、民俗民风都烙印在人们的记忆里。

中国历史植根于农村的沃土，农耕文明发
源于农村的田野。人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
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厚重与否，其实就是人在
这个地域的时间长河里做了些什么，留下来了
什么。任何一个被称为人文厚重的地方，必不
可少的是文化遗存和文化传承，正是这些构成
了生生不息的乡村烟火。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华民
族可能是最具历史感和原乡意识
的民族。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
愁的意义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
效的情感。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
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进而滋
养出深厚的家国情怀，使得中国
文明总体上保持了历史连续。乡
愁是空间的远方，更是时间的过
去，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继
承。乡愁也是人的本能，每个人
都会对故土存在或多或少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人们在对故土进行
点点滴滴的回忆过程中，往往会
想起家乡的传统文化，这也就是
带着浓浓地方风味的乡村烟火。

岁月长河里总会留下许多点点滴滴
对故乡的美好记忆，那些记忆宛如一张
张老照片，虽然有些泛黄，却真实地记录
着故乡的曾经。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乡
愁，就刻印在故乡的角角落落，也会在不
经意间再现记忆中，散发着故园槐花的
芬芳，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释怀的恋乡情
结。在回归原点的温馨回忆中，故乡既
清晰，又抽象，可以清晰到一个个具体的
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一座座庙宇、祠堂
和宅院，也可以抽象成一种乡魂的心境,
一种朦胧的眷恋，一种故园的情愫……
这些盘根错节，凝聚成一缕缕的乡愁。
就是这些对乡村烟火的记忆，让我们找
到自己来时的路和前行的方向。

祠堂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
艺术、建筑、民俗等信息，是珍贵历史文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祠堂和牌坊遗
迹和一部部的氏族家谱，都深深地打上
了氏族时代里彰显孝道和祖先崇拜的烙
印。祠堂代表着一个家族的祖先，蕴藏
着一种质朴的精神动力。通过对祖先的
祭祀，以同姓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把
整个家族成员联系起来，并形成宗族内
部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乡风文明建设
的重要方面。

祭祀是一种信仰活动，源于天地和
谐共生的理念。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
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
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天
地信仰和祖先信仰产生于人类初期对
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由此产生了各
种祭祀活动。家族的祭祀活动和族规
家训，传承着“耕读文化，诗书传家”的
优良传统。文水历代名人辈出，或商或
仕，或读或耕，奉行的都是行善积德，忠
厚传家。

从古自今,家风和家教乃是家族最
为重要的。家风，乃家庭的风气；家教，
则是家庭的教育和教养。好的家风是一
种精神上的财富，良好的家教是个人成
功上的基石。有了良好的家风不光是对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帮助，提高我们自
身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好的家风也会对
孩子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良好教
育。良好的家风家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以血脉传承下来的
良好美德。在中国，家教是所有民族都
拥有的一种对待子孙的教育方式，家风
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
族成员精神面貌、道德品质的家族文化
风格。

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在
民间，人们将槐树视为吉祥树，过去都喜欢在
大门口和十字路口栽植，并把那些古老的槐树
视为神树。文水乡村血脉的传承与明朝移民
息息相关。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
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劳动力严重不

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锐减，直接威胁着
明王朝的统治，于是制定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
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
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
自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 50 年的移民活
动。文水地理环境优越，许多家族迁移到这里
繁衍生息，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乡村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这里，
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个人
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装着故乡，故乡的风、故
乡的云、故乡的水、故乡的土。故乡，是游子酿
造出来的陈年老酒，年代越远味道越醇香。宽
窄的街巷、蜿蜒的田埂、左邻的枣树、右舍的黄
狗，正月里的秧歌，童谣里的游戏……散发着

浓浓的乡情。英国诗人库伯说“上帝创造了乡
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古往今来，只要有人类
社会，就有乡村存在，乡村是伴随着人类发展
而前进的，城市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因此，
乡村不仅是中国的底色，也是世界的底色。

中国是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我们的
文化背景和文化记忆，都深刻地打上了农耕文
明和乡村经验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
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记忆，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
的。中华文化植根于乡土社会，乡村文化曾是
中华文明之根。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中
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品质，如诚实守信、睦
邻友善、古道热肠、仁义孝廉以及落叶归根等
故土情怀，这些精神品格被世人传颂，是先人
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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