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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以自己的崇高精

神和感人事迹，为历史增添了光彩，成为后人学习、景仰的典范，蔺相如就是其

中的一位。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在《史记》中特立蔺相如传，讲述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廉蔺交欢、直言进谏等

故事，塑造了蔺相如才华过人、智勇双全的高大形象。 除了正史，在民间也有许

多关于蔺相如的故事和传说。 人们无不赞叹蔺相如面对危难大义凛然、顾全大

局、情系国家、宽厚待人、团结为重的高尚精神，对于青少年来讲，有蔺相如这样

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对于树立高尚的情操、塑造健全的人格十分重要。

司马迁对蔺相如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满含深情地写道：

今天，我们正在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把国家搞得更好，除了需要充

孙立群

序

———让蔺相如精神发扬光大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

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 相如一奋其气，

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 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沛的干劲和无畏的勇气，还要塑造健全的人格精神，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从蔺

相如身上我们看到他热爱祖国、勇于承担、顾全大局、搞好团结的高尚情操，两

千多年前的蔺相如为后人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只应做得更好、更出色，不应

愧对先人！

今天，纪念、研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弘扬祖国优

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在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事

业中，我们需要蔺相如精神，需要蔺相如这样大智大勇的杰出人才！

本书编者怀着对蔺相如的崇敬之情， 搜集整理了与蔺相如相关的各种资

料，对蔺相如的一生和蔺相如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汇集成书，这是一

件善事。这部书将会推动蔺相如研究的深入，也会进一步弘扬蔺相如精神，让这

位伟大的人物光照千秋。长旺、如伟两位先生在这部书出版之际请我写几句话，

我欣然应允。 希望蔺氏后人永远以相如为荣，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2009年 4月 7日于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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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相如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黄翠莲

在全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从色彩、灯光、舞蹈到大型表演等，

无不体现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和文化”主题。 在这个据说有四十亿

观众观看的开幕式上，中国人想说的话，精简为一个“和”字。

说到“和文化”，人们自然会想起古县历史名人蔺相如，想起《将相和》的故

事。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上卿，他不畏强秦，完璧归赵；谦虚忍让，以国家利

益为重，化解了与大将廉颇的矛盾，使廉颇负荆请罪，演译了《将相和》的千古佳

话。 以他为代表形成的“和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历史的土壤中吸取营养，促进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理论教育和宣传

工作者应思考的问题之一。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主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

和冲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纪之交，我曾在蔺相如的故里，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统筹

发展，确立了构建“和谐古县”的建设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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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本书编著者作为蔺相如后裔，对蔺相如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如今，他们把搜

集整理的关于蔺相如的各种资料和精心研究的成果一并编辑成书，成为《魅力

古县》丛书的开卷之作。这不仅是蔺相如文化研究领域里的重大成就，也是我们

传承文明、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在向作者表

示祝贺的同时，也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此书，从蔺相如这样的杰出人物身上汲

取积极的精神和文化营养。

（作者系中共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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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名人蔺相如光耀千古

———写在《寻访蔺相如》出版之际

李 菲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人民政府曾于 2007年 7月 13日至 16日在山西省临汾

市古县成功主办了首届全国蔺相如文化研究高层论坛，这是古县人民政府推进

文化兴县、展示古岳风采，继在古县成功举办国家邮政局《京剧生角》———蔺相

如邮票首发式之后的又一重大文化活动。

古县名人蔺相如，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上卿。 其思想精髓及行为艺术主要体

现在《史记》记载的计救缪贤、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抱病进谏等故事

中，蔺相如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他，无畏的胆略，超人的智

慧，博大的胸怀和以国事为重的思想品德，可以说是驰誉九州，光耀千古。 今天

古县人民重提蔺相如，不是为了怀念，也不是为了颂扬，而是力求分析探讨在举

国上下为民族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能从古人身上

学习些什么，其思想及行为艺术有哪些现实意义，在哪些方面能给予我们有益

的启示。 2007年的论坛是一次全国性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研讨，对蔺相如文

化研究的重点课题、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特别是对蔺相如和谐文化这一命题

的内涵与外延定义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还对如何将蔺相如文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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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引入文化产业发展轨道等课题进行了研讨。

古县新建的相如公园， 以古县历史名人———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命

名，是一处集游乐、晨练、少儿活动、垂钓、停车为一体的休闲广场，占地面积

104，719平方米，其中水面面积 29，414平方米，绿化面积 12，000平方米。 园内

设计有蔺相如塑像、纪念馆各一座，塑像气宇非凡，纪念馆疏朗大器；整个公园

曲桥幽径别赋风韵，山石亭阁错落有致，百花灼芳，波光粼粼，公园呈现出了一

幅“风鸣两岸杨柳舞，月照一舟翩翩浮”的怡人画卷。相如公园的建成，不但提高

了城市品位，改善了居民生活品质，而且解决了古县多年来“有城无园”的尴尬

局面；不但在古县城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配合临汾市政府实现弘扬华

夏根祖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目标、促进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为宗旨、利用“根”文化这个大平台，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扩大对外交

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蔺相如后裔，学者蔺长旺、蔺如伟，曾出席首届中国古县蔺相如文化高层论

坛,%之后，他们潜心研究，积极参与《魅力古县》丛书的编写工作。《寻访蔺相如》

一书，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蔺相如文化遗存的宝贵资料，向读者展示了很多鲜

为人知的蔺相如故事和传说，这对挖掘祖国历史文化资源、构建和谐社会是件

很有意义的事。

（作者系中共山西古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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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彰 显 魅 力 古 县

加天山

古县古名岳阳，以地处太岳山南麓而得名。 古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汤、

禹、夏、商之世，俱属冀州，春秋时期为晋之属地，战国属赵，汉时属谷远县辖地，

魏晋时期为杨县属地。 古县位于山西南部，东与安泽毗邻，西与洪洞接壤，南与

尧都、浮山相参，北与霍州、沁源交界。

早在 6000年前的仰绍文化时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繁衍；上古时期这里

曾是大禹治水之地；战国时期这里曾是赵国名相蔺相如早年的居住地和晚年魂

归故里的长眠之地； 现代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岳也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一直是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党政军机关驻扎地，在这里曾

经留下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薄一波、陈庚等老一辈革命家革命活动的足

迹。

古县境内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古迹较多，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尤其是石必

河流域山奇水秀，风光旖旎，民风淳朴，人文荟萃，加之有“战国名相蔺相如故

里”和“天下第一牡丹”美誉，发展旅游业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我们借助省市发展旅游业的强劲东风，坚持长远规划与近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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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政府投资与社会融资相结合、景区建设与产业开发相结合，按照“政府

引导、企业经营、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突出重点、逐步实施”的原则，突出资源特

色和自然人文优势，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彰显魅力古县，制定了全方位推介“牡

丹文化”与“相如文化”和着力打造具有古县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的长远发展规

划。

《魅力古县》是围绕着古县悠久的历史、古县民间的传说、古县的历史名人

和古县的红色记忆以及古县 60年发展史而展开的一套系列丛书， 是全面展现

古县人文资源、彰显魅力古县的宏篇力作，也是全方位宣传推介“牡丹文化”与

“相如文化”、着力打造具有古县特色旅游文化品牌长远发展规划的工程之一。

《魅力古县》的第一卷《寻访蔺相如》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该书探究梳理了古

县名人蔺相如的人生脉络，寻觅了蔺相如从古县东出太行仕赵并成就一番大业

的足迹，汇集了诸多鲜为人知的蔺相如史迹和故事，展现了蔺相如作为政治家、

外交家和军事家的风采，讴歌了蔺相如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此书的问世，对

我们今天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传统文化精粹、彰显魅力古县、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古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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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上卿， 我国古代一位

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 他，无畏的胆略、

超人的智慧、 博大的胸怀和以国事为重的思想品

德，可以说是驰誉九州，光耀千古。 大历史学家司马

迁在《史记》中为我们展现了蔺相如光彩夺目的人

生片段。 后人在景仰、怀念蔺相如的同时，对其人其

事也想有更多的了解，然而历史总是会给人留下缺

憾，对蔺相如的生平和其早期与晚期的活动记载甚

少。 即便在有限的资料记载中，也有许多错讹、矛盾

之处，令人真假难辨，莫衷一是。 比如对蔺相如的生

卒时间、 故里和墓地等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

说法之多竟达 10余种。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

的呢？ 本书两位执笔编者作为蔺氏后人，对此尤为

关注，多年来广泛搜集与蔺相如有关的历史资料,并

到发现蔺相如文化遗存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组织

召开全国性研讨会议和蔺氏后人联谊会，经潜心研

究，最终取得多项成果。 如对蔺相如生平的考证与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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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对和蔺相如有关的历史遗存和图文资料的搜

集整理，对蔺相如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对蔺相如

文化历史影响与建设和谐社会之现实意义的研究

等，都是人们非常想了解、过去不曾了解的东西。 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图文并茂，既有学术的严谨

真实，又有故事传说的轻松活泼，且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映衬，相得益彰；此书语言平实，可读性

强，不仅便于专业研究人员研究参考，也适合初中

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欣赏；对关心蔺氏历史与

发展的蔺氏后人来说，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礼

物。 同时，本书不求“成一家之言”，而是广采博览，

用尽可能多的视角、观点、资料尽力进行深度的研

究拓展,力求能使论述深入浅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仅可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了解历史知识，领会

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可帮助读者开动自己的脑筋，

对蔺相如思想及行为艺术、文化现象、历史影响乃

至其一生脉络进行思考研究，使本书成为您工作生

活闲暇之余有益的休闲伙伴。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 本书实难以完全满足读

者朋友寄予的厚望。 书中不足不当甚至错讹之处实

在所难免， 诚请各位朋友及时向我们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再版时修改完善。

200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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