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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
景峻洋

信息文旅

古县税务局干部职工在参加古县税务局干部职工在参加““与税同行与税同行，，共创美好生活共创美好生活””快闪活动快闪活动

巾帼志愿者在巾帼志愿者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大型音乐快闪中表演舞蹈大型音乐快闪中表演舞蹈

社会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主题活动社会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主题活动

青年志愿者在参加青年志愿者在参加““祝福祖国祝福祖国””主题歌会主题歌会

祝 福 祖 国

本报讯（记者 孙宗林） 日前，省
文旅厅对我省首批 100家 3A级乡村旅
游示范村拟入选名单进行了公示。目
前，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期已结束，我
市10家AA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入选。

根据乡村旅游示范村评定有关要
求，省文旅厅联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等单位，组织开展了全省首批100家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申报工作。根据申报

条件和相关要求产生的首批 100家 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入选名单。

其中，我市入选的 10 家示范村为
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乡宁县关王庙
乡坂儿上村、襄汾县新城镇丁村、曲沃
县史村镇西海村、曲沃县里村镇朝阳
村、曲沃县北董乡南林交村、永和县阁
底乡奇奇里村、翼城县唐兴镇封比村、
永和县阁底乡东征村、翼城县唐兴镇
城内村。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平） 6月 20
日，洪洞县文化和旅游局举办“图书馆
文化馆总分馆建设工作暨业务培训会
议”，旨在提高全县文化管理员的业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该县图书
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的规范管理和高
效运行，使城乡群众更好地享受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

培训会议解读了国家、省、市关于
推进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建设的文件
精神，阐述了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分析了
洪洞县三级总分馆体系建设和运行情
况，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
与会同志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按照
统筹发展、提高效能、促进均等的原则，
推进总分馆制实施。要面向基层、顺应
群众的呼声和需求，积极开展符合当地
实际的特色工作，更好地服务群众，为
开创基层文化工作新局面，促进全县文
化事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王晓静）记者日前
从洪洞大槐树景区获悉，该景区第四届
孝文化节将于 7月 1日正式开幕，时间
为期两个月。

洪洞大槐树景区依托以德孝文化
为内核的移民文化、根祖文化，在传承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洞大槐树祭祖
习俗”的前提下，将文化与活动有机融
合，推出了备受期待的“第四届洪洞大
槐树孝文化节”系列活动。此次活动以

“家国情怀展孝德，情满天下兴中华”为
主题，由“传承孝德精神 弘扬传统文

化”“宣讲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体
验非遗文化 感受非遗魅力”“多重活动
体验 领略非遗之美”“家门常开迎亲
来”等主题活动组成。其中，“传承孝德
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活动是将去年活
动中备受游客欢迎的“孝亲堂”敬茶活
动进行文化及形式的再提升后，重新融
入到了本次孝文化节活动中。景区希望
通过这一富有仪式感的敬茶活动，带领
人们在繁忙的工作、课业之余静下心
来，感受“孝”文化在工作、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及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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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古村落寻迹古村落

我市10个村入选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洪洞县文旅局举办总分馆建设工作会议

大槐树景区第四届孝文化节即将开幕

临汾28个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全市入选村落已达47个
6月21日，夏至节气。群山环绕、芳

草萋萋的古县岳阳镇五马村，彩旗遍插，
人声鼎沸。

当天，“绿水青山二十四节气·时节
如流美丽古县——夏至漂流五马村”系
列活动开幕式在此举行。

一大早，64岁的村民薛菊梅就赶到
了“后河”河边。与陆续赶来的乡邻一样，
她对这件大事格外关注，“发展旅游是件
好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到我们村旅游，
也希望我们能发‘旅游财’……”

给予薛菊梅这些希望的，是村里富
集的文旅资源。

五马，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村庄。
踱步于村中巷陌，坊间流传的“要想洞门
开，须有缘人来”之“神仙洞”传说，直指
村名来历，颇具几分神话色彩。位于村东
南台地上的汉代“五马遗址”、村北堡子
顶上的清代“五马堡址”、村北硬疙瘩岭
上的清代“五马烽火台”，历经岁月洗礼
而愈发古朴沧桑。村中重修于清乾隆五
十六年（1791）的张氏宅院，亦为清代建
筑的赵氏宅院，无不留存着数百年间的
斑驳记忆、还原着晋南民居的往昔风貌。

五马村还是非遗项目——“隋唐战
鼓”的传承地。据传，“隋唐战鼓”起源于
隋唐时期，本为古时行军作战振奋士气、
发送命令之用，历史悠久，受众广泛，是
古县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在
民间，五马村的战鼓最为有名。相传，清
同治年间，村中张成元、张成绩兄弟根据
隋唐战鼓创作了鼓谱《九连环》，并斥巨
资置办了各类乐器，在本村组织演出，此
后代代延续。2016年，“隋唐战鼓”被列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央视大型

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山西省《古县篇·
音律记》将之记录传承。

与人文资源相比，丰沛的水利资源
则使五马村多了一份自然灵动。五马上
渠虽修建年代不详，但至今保存较完整。
据渠旁山崖题记记载，清乾隆五十一年
（1786）重修，以后屡有修葺。上渠于村东
北布鞋沟筑坝蓄水起始，经五马村折南，
有益民渡桥跨南沟河后，沿禁山山腰西
流后折南，经东庄村沿贾垣山脚，流入偏
涧沟，总长约 5公里。上渠多沿山腰、山
脚，一侧凿岩开渠，一侧石块砌筑，渠宽
0.8至1米，灌溉农田百余亩。现在东饮马
湾一带，有一条天然的黄金水道，自东北
向西南，全长约 3公里，多级落差，千折
百回……

早在去年，五马村就利用这一优势，
尝试搞起了漂流项目，“夏至第二天试运
营，每人收 10元，12点到 16点短短 4个
小时就收入了 3200多元。”村党支部书
记张启智介绍，五马是“临汾市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村”，这次“试水”让村“两
委”班子看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希望，于
是当年注册了公司，实行入股合作，截至
目前已建成漂流水道、垂钓鱼池，开发了
蔬菜采摘项目，并规划了滑雪场、蒲草
园，此外村内还开办了 5家农家乐。“利
用草坡湾河两岸做文章，计划用三到五
年的时间把五马村搞成远近闻名的文旅
村。”张启智如是说。

有了 2018年的成功尝试，五马村底
气更足了。今年第二届“夏至漂流五马

村”系列活动自6月21日开幕，将一直持
续到6月30日，包括当夏美好在五马、绿
水青山在五马、乡村振兴在五马、颐养身
心在五马、花开美丽在五马、时令美食在
五马等活动内容，期间将举办草坡湾水
上漂流体验、徒步观光、庆建党迎国庆书
法汇展、钓鱼邀请赛、非遗项目教习、生
态采摘、“送戏下乡”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游客在尽情感受五马村田园风光的同
时，还可以品尝到具有农家风味特色的
时令美食。

“二十四节气”文化品牌活动激活了
五马村的文化旅游资源，成为当地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
力抓手。岳阳镇镇长刘夫强无不感慨地
说，古岳大地历史文化厚重，岳阳人民自
古便被赋予奋斗精神。未来，五马村将依
托自身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三
大优势，突出文化传承、产业升级、乡村
振兴三大主题，加快村庄发展规划，加快
片区融合、园镇融合、产城融合三大发
展，将打造成该镇的农业融合发展高地、
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休闲旅游目的地。

吃吃““旅游饭旅游饭””发发““旅游财旅游财””
——古县五马村发展乡村旅游小记

本报记者 孙宗林 文/图

连日来，随着七一党的生日的临近，我市市直单位
和社会各界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音乐快闪活动，结合优美的旋律、舞蹈、诗朗诵等环
节，庆祝七一党的生日的到来。

本报记者 闫锐鹏 摄

通读《中国文学史》一书，如同打开了一
段蒙尘已久的岁月。这段岁月的主角是中国
文学，它经历了漫长时光的洗礼、蜕变、演
化，才呈现出今天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模
样。纵然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千头万绪、纷
繁复杂，我们仍可以从中找到一条较为明晰
的历史脉络，从而见证中国文学千年来的沧
桑巨变。

追溯中国文学的源头，不得不提到远古
先民和他们口口相传的神话。盘古开天地、
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先民们
用神秘而斑斓的神话描绘了他们难以理解
的现实世界，构建了一条把个人和集体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尽管这些远古神话
并没有得到妥善的整理记载，有的仅剩只言
片语流传至今，但它们仍成为宝贵的文学素
材，存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作品当中。

诗歌与散文，是中国文学最早形成的两
种文体，萌生于先秦时期。诗歌以《诗经》《楚
辞》为代表，散文则以诸子百家的论著最为
辉煌。先秦文学总体上呈现出诗乐舞合一、
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纯粹的文学概念还
没有出现，不过其根已牢牢地扎入这片土壤

之中。
秦汉时期是文学体裁发生重

大变革的时代，而赋是这个时期最
具有代表性的样式。汉赋韵散兼
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
诗化。它借鉴了战国纵横家铺张恣
肆的文风，又吸收了先秦史家的叙
事手法，同时又将诗歌融入其中，
这种兼收并蓄的手法给予汉赋极
其强大的生命力，两汉时期杰出的
赋作络绎不绝，如司马相如的《子
虚赋》《上林赋》。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盛
唐，中国文学在此时终于从广义的
学术中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
名字。文学开始走入了创作自觉、

审美自觉的时代。美刺讽谏的汉大赋演
变成抒发作者个人情怀的抒情小赋，人
们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用典、对偶、选词等
形式使文章变得华美，赏心悦目。特别是
齐梁时期“永明体”诗歌的出现，使人们
不仅开始关注诗歌的词藻美，还要兼顾
诗歌的声韵美，更为中国诗歌的巅峰之
作——盛唐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唐是诗歌的天下，无论是盛唐、中
唐、亦或是寥落的晚唐，都有令人拍案
叫绝的诗作出现。不管是名山大川、边
塞大漠，还是家国情怀，唐人皆可入笔，
并写出独属自己的深邃隽永，韵味无
穷。豪放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
平实近人的白居易，兴象朦胧的李商隐

……大师辈出的唐代诗歌，为后世筑造
了一座绝难企及的高峰。

面对唐诗的灿烂辉煌，宋人很聪明
的避其锋芒，另辟蹊径，创造性地把词
推向了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原本是
宴饮享乐时助兴的工具，因此风格缠绵
绮丽，俗称“艳词”。后经过宋代词人们
不断地改造创新，词成为了可以自由抒
写个人情愫的文体。此外，经过苏东坡、
李清照、辛弃疾等文学大师的努力，宋
词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和诗一样宽广，咏
物词、山水词、送别词等应有尽有。从
此，宋词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唯一可以与
唐诗比肩的文学体裁。

当蒙古人的铁骑踏入中原大地的
时候，代表中国“雅”文化的诗词开始没

落。野蛮的民族欣赏不了诗情词意，
却对插科打诨的戏剧充满了兴趣，元
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元代戏剧题
材多样，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神
仙道化等诸多方面，塑造了一个又一
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窦娥冤》中的
窦娥，《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红娘等。
剧作家们利用戏剧丰富多样的表现
形式，批判封建社会的丑恶，歌颂被
迫害者勇于反抗的精神。

明代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
层壮大，小说这种一向被视为末流的

“俗文学”终于受到人们重视，开始走
入大雅之堂。明代兴起了编著章回体
通俗小说的热潮，《三国志通俗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这

四部奇书的刊刻和风行，是明朝对中国文
学最重要的贡献。

清代文学总汇以往各类文体，元明以
来勃兴的戏曲、小说，入清后继续蓬勃发
展；而此前已经衰落的诗、词、赋、散文等，
入清后又重新辉煌起来，各类文体不分伯
仲，均在清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清代是
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文学走入此时却
呈现出一种总结似的集大成的景象，不知
是种巧合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后随着清政府的轰然倒塌，中国文
学也开始走向了现代……

本报讯（记者 孙宗林） 日前，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
门公布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
国2666个传统村落榜上有名。其中，我
市28个村落入选。

在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我
市28个入选的村落分别为曲沃县乐昌
镇安吉村、曲村镇曲村、里村镇石滩村、
北董乡南林交村；翼城县唐兴镇城内
村、隆化镇史伯村、隆化镇南撖村、隆化
镇尧都村、隆化镇下石门村、桥上镇撖
庄村、西阎镇西阎村、西阎镇兴石村、西
阎镇堡子村、西阎镇十河村、西阎镇古
十银村、西阎镇大河村、浇底乡青城村；
襄汾县新城镇伯玉村、古城镇京安村、
襄陵镇黄崖村；洪洞县曲亭镇上寨村、
万安镇韩家庄村、万安镇万安村；乡宁
县关王庙乡前庄村、枣岭乡石鼻村；霍
州市退沙街道退沙村、大张镇贾村、三
教乡库拔村。

据悉，自2012年以来，住建部会同
相关部门先后数次组织传统村落调查，
分 4批将 4153个入选有重要保护价值
的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涵盖
全国所有省 272个地级市、43个民族。
今年第五批名录发布后，国家级传统村
落总数已达6819个。

此前，我市已有19个村落相继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第一批传统村
落有襄汾县新城镇丁村、汾城镇西中黄
村、陶寺乡陶寺村；汾西县僧念镇师家沟
村。第三批传统村落有乡宁县关王庙乡
鼎石村、塔尔坡村；蒲县黑龙关镇化乐
村；霍州市退沙街道许村。第四批传统村
落有翼城县西闫镇古桃村、曹公村；襄汾
县景毛乡北李村；浮山县响水河镇东陈
村；乡宁县关王庙乡康坪村、安汾村、鹿
凹峪村、下川村、后庄村、上川村；汾西县
团柏乡下团柏村。目前，我市已有47个
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