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尧舜禹的历史没有当时人所直
接遗留下来的史料，只有世代口耳
相传的传说资料，在周代始有文字
记录。这些记录的资料多是零星的，
有许多矛盾和歧异，其中还有不少
神话色彩。这些史料中所称的“帝”，
就是今人所称的“神”。在原始社会末期，宗教势力
还很庞大，给氏族部落首领(“王”)的名字前面加上
一个“神”字，很恰切地表明其为半神半人的性质。

到春秋战国以至西汉，有人对上述零星的史
料加以综合，形成系统化的材料，成为“正经”与

“正史”的记载。“正经”的史料主要见于《尚书》的
《尧典》《皋陶谟》《禹贡》以及《周易·系辞》，“正史”
主要是《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
和《周本纪》。《尧书》称尧为“帝尧“，后世把这一

“帝”与秦以后的封建帝王相等同。
1978年，在襄汾发掘出陶寺遗址，发现的大

片墓地及其墓葬中显示出的等级区分和特征鲜
明的文化遗物，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
重视。后来，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城址——
陶寺古城和古观象台的发掘，学者们认为陶寺具
有比中原诸多部落更高级的政权形态，即早期国
家——“邦国”，并正式提出唐尧文化的学术课
题，几千年来蒙在唐尧身上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
揭开。

根据正史记载，“帝尧”是一个具体的人，姓伊
祁，名放勋，是夏代之前的五帝之一。根据陶寺墓
地的情况，“王”级大型墓就有七八座，而且据墓地

排列似为同一家族不同辈分的死
者，其入葬时间也不相同，或可认为
陶唐邦国担任中原部落联盟首领的

“王”至少有七八位，但无法确定哪
一位能对应正史记载的“尧”。根据
文献结合考古发掘推断，“尧”乃后

世对陶唐邦国之“王”中第一个担任部落盟首领的
“王”所上的尊号，此后也就成为各个继任者相沿
袭用的名号，所以均被视为“帝尧”。因此，可以推
论这七八位担任首领的“王”均是“帝尧”，并可统
称为“唐尧”，“唐尧”所在的陶唐邦国兴盛发达、具
有统领诸部落地位的阶段，可以称为“唐尧时期”。
这一时期该国所创造的文化及其余绪可以统称为

“唐尧文化”。
史书说尧在世 118岁，这也为尧并非ー人说

提供了支持。王大有在《三皇五帝时代》一书的《尧
舜禹年表》中具体标明为 6代，可备一说。“唐尧”
虽不是一个人，人们也无法断定史书记载的哪一
件事是哪一位“唐尧”所亲历，但总可以认为不出
这七八个人。就这一点而言，“唐尧”具有人格。

据史书记载，帝尧开凿水井、设立谤木，主要功
绩有协和万邦、钦定历法、治理洪水、禅位于舜等。

据《临汾市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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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宗林）记者从3月23日我
市召开的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电视电话会
议上获悉，为全面贯彻全国、全省关于文旅融合
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经济会议

“1343”工作要求，我市立足文旅发展实际，制定
了《2020年文旅工作六大举措》，以此加快推进
我市“文旅融合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举措一 开展文旅领域创建活动
主要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全面推进市、县

两级全域旅游创建。在市级层面，7月底前完成
《临汾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初稿编制工作；9月
底前完成征求意见工作；年底前完成专家评审工
作。在县级层面，重点推进尧都、曲沃、吉县、隰
县、乡宁等县（市、区）的全域旅游创建。吉县、隰
县于 9月底前通过省级验收；尧都、襄汾、曲沃、
乡宁、翼城 6月底前建立全域旅游组织领导机
制；尧都、侯马、霍州、曲沃、襄汾、古县、蒲县、永
和、汾西、安泽 12月底前编制完成《全域旅游总
体规划》并通过专家评审。

二是创新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在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的基础上，借助我市即将
举办的中国飞镖公开赛（临汾站）、全国射击冠军
赛等重大体育赛事及重大节庆活动，推进旅游+
体育、“基地+俱乐部+赛事”的体旅融合，促进

“旅游+”“+旅游”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同时，立足
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绿色农特产品
以及具有“临汾元素”的丰富文创产品，做好资源
的深度挖掘，组织省内文创优势明显院校的学生
创意设计临汾文创产品，提升文创产品的品质，
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

三是推进文旅品牌创建。在全市A级旅游景
区创建上，重点推进云丘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
建，启动和推进壶口瀑布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创建，启动和推进尧都区尧陵、曲沃县春秋晋国
城、襄汾县·山西光大工业旅游示范园区等景区国
家 4A级旅游景区创建，推进相关景区 3A、2A创

建。力争2020年12月底前云丘山国家5A级景区
创建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乡村旅游品牌创建上，各
县（市、区）积极承接“夏养山西”“康养山西”品牌，
指导安泽飞岭、曲沃南林交等乡村旅游点申报国
家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省级4A乡村旅游示范村。
12月底前成功创建全省3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10
家，10月底前培育高标准的“黄河人家”和“太行人
家”25家以上。培育一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点，提升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带动能
力。在特色文艺精品创建上，10月底前推荐全市优
秀群众文艺作品参加山西省“群星奖”预选，力争
入围第十九届全国“群星奖”大赛，呈现具有临汾
特色的原创精品。在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
建上，按照《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方案》
要求，指导襄汾县4月初启动陶寺遗址申报创建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举措二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主要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推进沿黄

文化旅游建设项目。今年计划投资 8亿元，以壶
口—克难坡及乾坤湾建设为龙头，重点推进壶
口—克难坡景区游客集散区、观瀑区、克难坡和
乾坤湾景区国际生活小镇、黄河国家级步道公
园、地质博物馆、集散服务区等七大工程59个子
项目建设，推动沿黄文旅开发早开工、早建设、
早见效。

二是加快推进全市重大文旅项目建设。谋划
全市重大文旅项目16个，总投资191.54亿元，2020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1.77亿元。推进各项目景区道
路、绿地、景观、公共服务设施、游客中心建设。

三是加快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襄汾
县6月底前启动陶寺遗址宫殿区保护展示工程，
力争年内启动陶寺遗址博物馆建设，推进陶寺遗
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举措三 举办大型文旅活动
主要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办好“第二届大

河文明旅游论坛暨世界旅游联盟·黄河对话”活

动。与世界旅游联盟合作，确保 9月份成功举办
一场有高度、有深度，有品质、有品位的高层次、
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准的国际品牌活动。

二是举办临汾文旅市场综合启动仪式。适时
启动市博物馆、群艺馆、各县（市、区）文化馆开
馆，举行市图书馆开馆仪式，举办与大型节事节
庆活动以及夜间惠民演出同步进行的“文旅惠民
月”，聚人气，引爆点，促经济；举办临汾旅游一卡
通现场销售活动；在沿黄文旅项目中选择合适的
项目，举办“黄河文化公园”暨临汾市 2020年重
点文旅项目开工剪彩仪式、沿黄旅游公路“0KM”
建设奠基仪式；选择部分条件相对成熟的县、区，
集中举办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推进会；举办
临汾市差异化旅游奖励政策新闻发布会。

三是自创一批有影响的文旅活动。重点举办
“中华文脉·临汾论坛”活动、第三届尧都文化旅
游节、第三十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云丘山中和
文化旅游节、曲沃县第四届全域旅游月等文旅活
动。在此基础上，各县（市、区）要自创一批叫得
响、留得住、推得开的文旅活动。

举措四 提升旅游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推进旅游交通

体系建设。围绕全市交通基础设施短板，谋划启
动实施一批旅游循环道路，着力构建站景通、城
景通、景景通旅游交通体系。8月底前重点完善
提升吉县县城—壶口瀑布—克难坡—人祖山的
吉县旅游小循环道路，以壶口带动人祖山景区
的发展。

二是提升景区公共服务功能。围绕完善景
区游客中心、停车场、标识系统、核心景区
WiFi 覆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面加快景
区景点提档升级，12 月底前将新建标准化旅
游厕所 65座。

三是提升酒店餐饮服务质量。着力做好酒店
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双提升”，进一步提高我市
旅游品质。6月底前，各县（市、区）要创建一批高

质量餐饮服务单位，打造一批卫生条件好、服务
质量优、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团队接待餐厅；8
月底前完成全市19家酒店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
优化提升工作。要制定富有临汾服务特色的地方
标准，6月底前各县（市、区）将依据标准引进创
建一批高质量的餐饮住宿酒店和富有地方特色
的旅游团队接待单位。

举措五 完善政策机制
主要包括两方面工作：一是释放奖励政策

红利。将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点、“三个人家”、
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等创建纳入奖励范围，用
好、用活临汾市旅游奖励政策，实施平时和节
假日差异化旅游奖励办法，扩大文化旅游市
场。3 月底完成临汾市旅游奖励政策修订、完
善工作。

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6 月底前完成涉
旅文物保护单位“两权分离”改革，推进文物景
区专业化、公司化、市场化运营，让文物“活”
起来；8 月底前完成工艺美术体制机制改革，
依托文物、非遗等优势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培育有临汾特色的工艺美术知名品牌。

举措六 强化宣传营销
主要包括两方面工作：一是打造“三横·三

纵”临汾旅游线路。通过优化临汾旅游线路，植
入、融合相关产业，带动我市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同时，开展“山西人游临汾”活动，提升我市旅游
人气，打开周边客源市场。

二是打造临汾旅游全网红、新 IP。通过完
善线下宣传促销团队、充分利用线上 OTA 渠
道、建立线上旅游营销平台、打造包括华人老
家——洪洞大槐树等十大网红打卡地，进一步
擦亮临汾文旅名片，提升我市优质文化旅游资
源的知名度。

据悉，我市将上述“六大举措”涉及的工作任
务细化分解，同步制定了《2020年文旅重点工作
任务清单》。

本报讯（记者 孙宗林） 我市农民作
家徐生财历时七年、六易其稿写就的历史
文化散文《寻梦汾上》，近日由山西出版传
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生财生于1949年，是尧都区金殿镇
杜家庄人，为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
协会会员，曾任金殿平人学社社长。2004年
起，他开始研究地方传统文化，创作了处女作

《黄河边上那墙那村那渡口》，其后多篇文章
被各级报纸、杂志刊载，多篇历史散文收录在

《金殿沧桑》《尧都历史名人》《尧都历史文化
研究》《尧都村镇风情》等书中。

汾河，古称“汾”，又称汾水，流经 6市
29县(区)，全长 713公里，被誉为山西人的
母亲河。作为汾河边上成长起来的农家子
弟，徐生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
2013 年起利用工余时间，陆续踏访了从
宁武县境内管涔山脚下的雷鸣寺泉，到万
荣县荣河镇庙前村入河口等汾河流域沿
线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人文景观。他以
自己独特的视角，运用散文笔法，边叙边
描，边议边叹，写出了数十篇历史文化散
文，并结集成《寻梦汾上》一书。

《寻梦汾上》分为“汾域篇”“乡愁篇”
“杂文篇”三个篇章，共计 55篇文章，46万
字。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驻临汾记者站原站
长刘国柱在该书跋中称：“这是一部汾水从
源头直到注入黄河一路走来的文化散文，
这是一部汾河两岸文臣武将直贯古今的历
史散文，这是一部乡贤熠熠、乡情浓浓、乡
愁满满的历史文化散文。”

一片飘零的落叶，经过泥与火
的煅烧，在黝黑的茶盏之中焕发出
重生的光彩。注满水，平视茶盏口，
竟发现树叶“脱离”盏底，宛如轻舟
在水面漂浮……手捧新作《木叶天
目釉》，临汾第二届平阳工匠获得
者、平阳窑非遗传承人段禹光端详
了许久。200∶1的“成活率”令段禹
光感慨连连，“如果不是真正热爱，
是坚持不下来的。”

春暖花开，走进位于山西师范
大学校园内的“红陶坊禹光陶艺工
作室”，映入眼帘的是满屋的陶瓷工
艺品。一位戴着眼镜的男青年将和
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闸刀一合，
坯机旋转，双手蘸泥浆，拉坯、造型、
修整、切坯……经过一系列操作，一
个湿漉漉、光滑滑的陶瓷艺术胎模
就制成了。这个人就是段禹光。

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端来一
大摞报纸，夹层中平整地存放着无
数年前跋山涉水找来的桑叶，又是
一番精挑细选。“这些都是制作《木
叶天目釉》需要的材料，电窑里现
在烧制的就是它。”段禹光拿来一
个成品介绍，“这是目前为止最满
意的一个作品！”只见黑釉温润如
缎，平滑如镜，碗底的叶子脉络清
晰可见。

“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吉州
窑的代表瓷器《木叶天目盏》。刚开

始的时候一点头绪都没有，烧了五
窑依然没找到一个满意的作品，心
里特别忐忑，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釉的配方？叶子？温度？”段禹光不
厌其烦地摸索着。

揉泥、拉坯、晾干、修坯、打磨、
补水、上釉、入叶、装窑、烧制……反
反复复，段禹光历经四个月，仅在上
千件作品中挑出200个。“命中率有
点儿低……”他笑言。即便如此，他
依旧乐此不疲地尝试、创作。他说：

“每一件陶瓷作品在不同的烧成气
氛和窑炉中，会产生丰富的色彩变
化，物体的可塑性和偶遇性总是给
自己带来无限惊喜和动力。”

每次烧制陶瓷作品时，段禹光
总会静静地守候在工作室，即便如
今的烧窑技法已由之前的煤窑升
级为了电窑。这份守候，亦饱含了
一名非遗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平阳
窑”的敬仰之情。

谈起与平阳窑的溯源，段禹光
称这一切还得从 1996年说起。“上
大学时一位相处较好的老师很喜欢
陶艺制作，但苦于找不到地方建窑
炉，我就提议在我家闲置的老院子
里建，窑炉建成的那一刻，瞬间感觉
就来了……那之后老师又经常带着
我们参加各种展览，见得多、学得多
了之后，我竟然喜欢上了陶艺。”

从那以后，段禹光执着于艺术

实践的同时，积极致力于陶瓷文化
的历史研究，平阳窑也正是在这时
走进了他的生活。

平阳窑是古临汾所属范围内
陶瓷窑场的总称。从陶寺龙盘彩陶
到秦汉绿釉陶、到隋唐黑白釉瓷，再
到宋元油滴釉瓷，平阳窑见证了整
个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书写着民
窑艺术中不可磨灭的一页。但随着
景德镇等地出现精细彩釉瓷，清中
后期平阳窑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寻找着有关平阳窑瓷器的点滴
记忆，段禹光一次次地考察古窑址、
走访老窑工、查阅资料；一遍一遍地
烧制、改进。经过长达20年的摸索，
2017年一套被命名为《平阳往事》、
集平阳窑特点与现代表现手法结合
的作品出炉了。

看似随意的底座＋精致的碗
状造型呈现眼前，段禹光介绍，“这
件作品的灵感得益于宋代平阳窑
中的典型器型——直口斗笠碗。看
这釉面，似有许多金属斑点，就像
油滴在水面上，是平阳窑最具代表
性的油滴釉。底座采用的是泥条盘
筑法，看似随意，却饱含深意。”

守一份传承，执一门技艺。从
艺24年，段禹光对技艺刻苦钻研不
敢有丝毫懈怠。其间，他将所感所
悟编撰于《溯源平阳窑》一书，同
时，还注重于提升自我，不仅获得

了硕士学位，还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请成为
平阳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闲暇时，不惑之年的他也常常
会有疑惑。“是往学术上靠，还是往
商业靠？因为不做商业的话，你没
有经济基础；老做商业的话，就会
显得艺术底蕴不够……”于是，在
工作和生活中，他一直在调整学术
和商业的互补关系。大多数时候，
他选择了向学术倾斜。

“如果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存的主动脉，那么普及推广就
是它的毛细血管。”段禹光说，“恢
复、传承平阳窑是最值得‘投资’的
事业，若不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最
终只存在于博物馆中，就必须进行
动态保护，活态传承。”为此，他花光
了所有积蓄，扩建了工作室，引进了
电窑，购进了炼泥设备，打造了一个
设施齐全的、集体验与制作于一体
的现代平阳窑厂。

对于未来，段禹光说，自己还
是选择坚守，并继续在尊重古老技
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传递陶瓷温
度，加快传播速度。

我市“六大举措”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对话“平阳窑” 做有温度的传承
——非遗传承人段禹光的“不惑之惑”

本报记者 亢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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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我市农民作家散文结集

《寻梦汾上》出版

天蓝水碧，鸟语花香，绿意盎然。春色渐浓，久居家中的市民在公园享受久违的春意。
本报记者 亢亚莉 摄

柔柳嫩黄共芬芳
本报讯（记者 孙宗林） 3月23日，从

临汾博物馆传来喜讯！该馆报送的《表里山
河历史陈列展》《唱响时代赞歌——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临汾成就展暨红色金融
历史展》分获山西省首届博物馆精品陈列
展览精品奖。

临汾博物馆基本陈列“表里山河”，陈
展以历史传承为脉络，以专题文化为特色，
分为四大部分：“远古足迹”“最早中国”“晋
霸春秋”“千秋平阳”四大部分，共展出临汾
地区出土的陶寺文明时期精品陶器，以及
西周和东周时期精品青铜器共3000多件。

《唱响时代赞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临汾成就展》通过1400余件征集回
来的实物以及数百幅文史资料和老照片再
现时代的变迁，6大场景8项互动体验项目
重温过往岁月。《红色金融历史展》，通过展
示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红色货币，回顾了
金融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展览共分
为五个单元。

本次评选活动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
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承办。省内共有14家博
物馆 21 个展览项目脱颖而出，经过线上

“观众投票”和专家评审两个环节，最终评
选产生了山西省首届（2019年度）博物馆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精品奖10项、单项
奖6项，提名奖4项和特别奖1项。

省首届博物馆精品展评选

临博两项目获精品奖

开栏语：临汾，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汁液的
地方。五千年时光，在这里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留存着一个国家最恒久的历史记忆。

临汾，钟灵毓秀，自古出将入相者不乏其
人，贤达名流累代接踵，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长
河中曾激起一片片涟漪。

历史文化名人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也

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资源。为了贯彻省、市关于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有关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本版自本期
起开设“临汾历史名人”栏目，以历史演进为脉
络，以历史事件为框架，参考最新版《临汾市志》
和其他权威史料，对我市历代名人进行系统性
挖掘梳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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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8名）
乔莉莉（女）临汾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武汉城封，惊雷行动，驰援湖北鲲鹏志；
平阳浪涌，利剑出征，激荡晋南巾帼风。
齐 琦（女）侯马市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齐心协力，尽荡时瘟，文公霸气今犹在；
奇志赤情，净除阴霾，武汉雄城焉可欺。
员 丽（女）侯马市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紫金雅韵，陆港祥云，援鄂队员甘奉献；
古晋英姿，新田天使，护师佳丽更光荣。
张俊霞（女）襄汾县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俊秀女郎，白衣天使，奋战疫情惊日月；
霞光陶寺，金色韶华，甘倾心血写春秋。
高海霞（女）临汾市中心医院 主管护师
紫燕精灵，大海襟怀，汾河汉水庆同胜；
白衣天使，云霞气魄，舜日尧天唱大风。
张 轲（男）翼城县人名医院 副主任医师
张臂执柯，迎战征伐，毒瘟息日江城乐；
扶伤救死，望闻问切，妙手回春草木荣。
杨 静（女）临汾市中心医院 主管护师
天使探戈，荡尽阴云，柳杨依旧绽春色；
仙姑舞袖，迎来晴日，宁静重新祈福音。
李 华（女）洪洞县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荡除瘟疫，桃李芬芳，武汉开颜更灿烂；
通畅城乡，中华崛起，古槐泛绿更繁荣。

临汾非遗
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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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历史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