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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írJ 后奔跑， lírJ 历史深处奔跑，在那电我收获 f

人类稚拙丽蓬勃的风克 。

一一气乔忠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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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胡正

尧都平阳，即现在的临汾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都

域，是一座民风淳厚的古城，是一座有着丰富的文物古迹

的文化城市，是一座文明美丽的花果域。 1949 年临汾刚

刚解放，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半年难忘的美好的时光。因

而乔忠延同志送来《根在尧都》书稿请我作序时，我便欣

然答应了 O

在我的印象里，乔忠延同志是写散文的 O 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乔忠延的散文写作出现过一个高

潮， 1990 年第 9 期《散文选刊》推出了《乔忠延作品特

辑))，不仅集束了他的 5 篇作品，而且还配发了作家评论，

一时娘子关内外不少人关注作者是谁。之后，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 {88-90 散文选》、 {91-93 散文选~，又分别

选入了他的作品《弯弯的桃树》和《辑、子》。乔忠延以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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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实力，大步迈进了全国文坛，迈进了全国散文界的

前列 O 多年来，乔忠延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中国作家队

《当代》等杂志都先后刊发过他的散文，去年《散文·海

外版》还刊发了他颇具黄土特色的作品《乡村土语》。

在我关注乔忠延散文成就的时候，他又捧出了《根

在尧都》的书稿， {根在尧都》是一套展示尧都历史文化

的丛书，共五本。《尧都沧桑》是以临汾的文物古迹来写

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沧桑; {尧都人杰》以临汾的古代人

物，展示了尧都大地的历史辉煌; {尧都史鉴》钩沉史料，

旁证博引，雄辩地确认了尧都平阳的历史地位; {尧都土

话〉独辟溪径，从乡村俗语中探究了临汾的历史文化深

根; {尧都风光》则是一部用现代眼光，审视历史文化的

当代游记。可以说，五本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眼光，全

方位构画了临汾的历史文化风貌，也展示出了尧文化的

亮丽景观。所以，看了这套书我很高兴，这对于了解临

汾，通过临汾了解山西，乃至了解华夏文明，都有一定的

价值。最为称道的是，作者没有陷进史料，食古不化，而

是用散文的笔致浓妆决抹，深入浅出，既写得通俗好读，

又让人读后有所回味，有所思索，从历史中得到启悟，引

发新的激情。《根在尧都》这套历史文化丛书，以其清新

自然、平实敦厚的风貌成了散文界的又一道风景。

乔忠延同志曾任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政府副秘书

- 长兼文物旅游外事局局长，现任宣传部副部长，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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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是一位业余作

家。 20 余年来一直在县市的政务部门工作。行政工作是

很累人的，头绪多，事务杂，要应酬得自如得体很不容

易 J 当然，再要在繁杂中抽出身来写作就更不容易，这就

需要勤奋，需要毅力。他既没有因为写作贻误政务，也没

有因为政务疏离写作，而是将事业和职业有机统一起

来，取得了双丰收。据说，一度化为灰烬的尧庙就是他和

同仁们主持重建的，这套书也就是工作过程中的精神产

品。今年，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岁月，这个年龄可能对于基

层干部来说已过了从政的妙龄。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

说正是阅历丰富、思想成熟、笔墨老练的黄金季节，也就

是说到了出更好作品的收获季节。我希望乔忠延能够把

握住这珍贵时光，将更多更好的精神成果奉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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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尧结缘的人

刘合心

现今，凡来11各汾的人都要去观瞻尧庙。凡去观瞻尧

庙的人都会耳目一新，心头豁亮 O 庄严的广运殿以及殿

中的帝尧圣像，肃整的纪念堂以及堂中的百家始祖，高

巍的钟鼓楼以及楼中的大钟大鼓，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突然明白了帝尧是中国的国

祖，尧庙是中国的国祖庙 O 历史的辉煌，穿过时间的隧道

一下照亮了今人的思想。每一位观瞻尧庙的人，内心都

荡漾着说不尽的激情，爱国的热流在血脉中鼓荡跳跃。

每每此时，人们都会把尧庙的起始修复，尧都的旅

游发展，同一个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一一乔忠延。人们热

切地谈论，乔忠延是与尧结缘的人。

我认识乔忠延是在两年前了，那时候我初到临汾工

作，每一次同客人走进尧庙，作为文物旅游外事局局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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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乔忠延自然热情接待。他长得不那么硕壮，有点清瘦，

还有点疲累，工作的困顿似乎随时压在身上。然而，他一

开口介绍，立即给了大伙一个亮点。他说，上古时期，帝尧

坐镇古平阳，统领各部落及部落联盟，形成了各方国 O 平

F日正好处在万国林立的国中之国，因而被称为中国 O 平

阳，即今日的临汾，就是中国的摇篮……客人们听得思接

千载，眼露欣喜，有年轻者居然鼓起掌来。乔忠延就这么

走进我的视野了。后来，在临汾工作的时间长了，去尧庙

的次数多了，同尧都人接触的多了，才知道乔忠延的确和

尧都、尧庙、尧文化有着不解的情缘。

乔忠延和尧庙的缘情起始很平了 0 10 多年前，他走

进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研修写作。那是一座写作

的圣殿，来自各地的作家都是崭露头角的新秀。新秀们都

带着浓烈的文化气息。见面初识，少不了要寒喧介绍 O 这

个说，我来自首都北京;那个说，我来自古都开封;还有的

说，我来自唐都西安，地域历史的辉煌成为每位文学骄子

的自豪 O 乔忠延也说了，说是来自尧都临汾，尽管 11各汾的

名字没有北京、西安和开封响亮，可是那尧都的光彩还是

让大伙刮目相看。那一刻，那一天，那一年，帝尧为游子增

添的辉泽就深深印刻在他的心里了 O

研修结束，乔忠延回到故里，担任了 11各汾市政府副秘

书长。秘书长是个迎来送往的角色，自然，他少不了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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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来宾，还少不了要陪客人上鼓楼，去尧庙。时常，客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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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索要有关名胜古迹的史料，由于没有可出手奉上的书

籍.只好遗憾的道歉。这道歉激发了他心头的不安。其时，

乔忠延已成为全国文坛有影响的散文作家了。在鲁迅文

学院，他回望故里，情思、如泉，写下了《童话岁月》系列散

文，写一篇，刊物发一篇;发一篇，文友们读一篇;读一篇，

赞叹一篇:散文居然可以用这么平实的文字写出这么深

刻的思想!因而， 1990 年第 9 期《散文选刊》一下推出了

个《乔忠延作品特辑>;因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

0988 - 1990 散文选》选编了他的作品《弯弯的桃树》。三

年编一册权威选本，每次选 120 多位作家，乔忠延为山西

唯一的入选者，当然让人不胜艳羡。一时间，娘子关内外

出现了个乔忠延散文热点。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呀!然

而，此时乔忠延却陷入了深深的歉疚和不安，好歹也算是

个作家了，为什么不能写点有关尧都的书籍，为家乡文化

事业做点贡献呢?

于是，一个新的里程开始了。白昼忙政务，夜晚忙写

作。他的案头、床榻全成了史料的山脉。披阅史料，探求蹊

径，涉笔成文，一本(尧都沧桑}就这么问世了。天津百花

文艺出版社闻知，立即出版了该书。从此，来往临汾的宾

客都可以从中领略尧都的历史辉煌了。由此，乔忠延注定

要进入尧文化研究与开发的峰巅了。

1998 年 4 月 4 日，尧庙出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事

- 情:广运殿失火了!广运殿是尧庙的主殿，也是尧庙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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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观瞻的建筑。广运殿的消失几乎等于尧庙的覆没。

世人惊诧，国人注目，临汾人则深陷在悲伤和焦虑中

了。人们悲伤和焦虑:历史的名胜怎么会损毁在我们的

时代?可是，要修复绝非一件小事，谁又能负此重任呢?

乔忠延没有想到人民会选择了他。领导谈话:你懂

尧文化，副秘书长仍然担任，着手组建文物旅游外事局

并兼任局长，首要的任务是修复尧庙。乔忠延为难了:女口

果说搞文字工作尚略有长处的话，那么，搞文物、搞旅游

一切均需从头学起，难度是会有的 O 更何况，自己的写作

正值高潮，多少喜爱他的读者都翘望读到他质朴厚重的

新作，当个副秘书长就够忙了，忙得把写作挤到暗夜，再

要兼个局长，那还有写作的余地吗?

可是，乔忠延走上了新的岗位。因为，他是党员，是

干部 O 是党员就应该听从党的召唤;是干部，就应该不负

人民的意愿。他走进了尧庙，尧庙用苍老破败等待着

他。广运殿正如民间所云:尧庙烧成了四根棍。焦黑的断

木从塌倒的墙垣中伸向高空，像深陷泥沼的人伸露出的

无助的胳膊。寝宫虽在，可是背墙寻塌，像垂暮的老人，

一阵大风可能将之吹倒。建筑残破的目不忍睹，高草繁

茂的欣欣向荣，似乎还嫌自己的地盘太小，想一直扩展

到广运殿的废墟中去。在院中走走，不料惊动了安居的

野兔，兔子跳出来地走了，跳到高草边上，回头一望，好

尧

部

史

鉴

• 

像怨恨他不该侵入自己的领地。男儿有泪不轻弹。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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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他，早不是落泪年华了，可是，他落泪了，擦去泪

水，咬紧了牙关!

没有豪言，没有壮语，仅仅是擦去了泪水，咬紧了牙

关，更多的则是奔走，则是呼吁，则是躬行，则是扑下身子

一心一意地学习新知识，研究新学问，发现新问题，制定

新措施。人们看到修复尧庙的热望形成了修复尧庙的合

力 O 领导关心，群众支持，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更是竭诚

尽力 O 一年以后，雄伟的广运殿重新拔地而起，巍然落

座。人们亢奋了，欣喜若狂，相互传告，因而，在竣工仪式

时，在祭尧大典时， '1各汾城里万人空巷，而古帝尧庙则人

山人海。是唆工的庆典，更是旅游的起点。好的带头人就

是善于把人群中的热流导引进前进的航道。因而，在竣工

祭尧的同时开办了庙会。中断 70 年的庙会，重新起步，焕

发了新的生机。历史古迹的新生和现代旅游经济的萌芽

装点出尧庙全新的风景。陶醉在这动人风景中的人们，发

出了各种兴奋的声音。

来自北京的旅游规划专家朱祖希先生由衷地赞叹:

尧庙规划得好。于是，人们想起了规划，不仅尧庙有规划，

而且尧庙旅游区还有总体规划，更重要的是整个尧都围

绕尧庙的发展形成了规划 O 这就是扬起龙头，伸展两翼，

腾飞全局 O 扬起龙头，当然是尧庙这个龙头 O 要发挥龙头

作用，就要善于利用科学的智慧。人们记得，乔忠延三上

并域聘请专家商讨事宜，在尧庙动工修复前形成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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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方案。因而，在广运殿挺起的同时，寝宫修复了，

长廊修复了，仪门修复了，三座宫门修复了，接着，钟鼓

楼建成了，而这一切虽然各呈雄姿，却总体规整O

来自省域的文物专家柴泽俊先生欣喜地说，尧庙修

复得好，好就好在坚持了修旧如旧 O 是的，修旧如旧是文

物修复的原则 O 乔忠延虽然是文物的外行，却不甘心当

文物的外行，而妥当内行，又不是一日能学成的 O 因而，

甘心拜能者为师，请专家指导。北京的专家来过，太原的

专家来过，西安的专家来过，更何况还有当地的专家扑

在工地呢!专家的智慧成了尧庙修复的智慧，利用他人

的智慧，才是最有智慧的人呀!

来自全国文物界的权威罗哲文先生诚挚地说，尧文

化研究得好。久远的史料和新近的考古，被尧都研究者

综合一起，归纳辨析，亮出了新的观点:钦定历法，广凿

水井，设立谤木，倡导民主，帝尧不愧为民师帝范，文明

始扭。正由于这样，上古时期才会以平阳为中心形成中

国的雏形 O 因而帝尧是中国的国祖。这就给了人们一个

新的问光点。罗哲文先生大为感动，奋笔挥豪，写下了文

明始祖的大字 O 人们知道，而发现这个闪尤点的正是乔

忠延。别人夸赞他独具慧眼，他却说，我只不过是个小

贩，把众人的智识归拢在一起，然后再叫卖出去。这是谦

虚，也是事实。在繁忙的建设空隙，他上京都向天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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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工程师徐继长先生拜教，到太原向文物局老局长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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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教，去师大向马志正、周征松等教授讨教，又登门拜

访杨迎祺、解希恭等本地专家，更别说还经常和高国宪、

石青柏等师长研讨呢!他像一只辛勤的蜜蜂，把百家之

蜜采搬到了一起。他又比蜜蜂高明，把采来的蜜放到中

国文化大背景中去炼制，因而，也就有了比蜂蜜更醉人

的劳动成果。

今日的尧庙，游人如织 O 如织的游人，看了尧庙还想

把尧庙带回去，于是就选购图书 O 买一本《尧都人杰~，作

者是乔忠延;买一本《尧都史鉴~，作者是乔忠延;再买一

本《尧都沧桑比作者当然还是乔忠延。乔忠豆豆把生命投

入到尧文化研究中去了，他却以为还不够，还怕这种丰

富的文化宝藏开发不出来。所以，埋头研究，伏案走笔，

又写出了《尧都风光》、《尧都土话》。

最为号μ、注目的是，他将研究成果很快转化为经济

成果、精神硕果。尧文化是中国的根祖文化，他在临汾

讲，他在太原、讲，他给游客耐心讲，他给领导汇报讲。终

于，讲出了成效:山西省旅游规划推出三大品牌，尧庙就

被列入根祖文化品牌。既然列入根祖文化，就要好好发

挥这根祖的作用，他又提出，同根共祖，统一祖国 O 这个

观点令多少海内外华人为之倾倒，尤其是台湾游客，走

进尧庙无不痴情地上香，把对先祖的敬仰，把对统一祖

国的厚望都寄托进那香灶中了，缕缕飘起的青烟像是两

岸割不断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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