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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在

刘润氏

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破题起步、全县转型发展、赶超发展全面推

进的关键时期，中共昔阳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宏伟发展蓝图，提出了

努力建设"民富县强、人和政通、山川秀美、人民幸福自豪新昔阳"的

奋斗目标 c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具体，编辑出版《文化

昔阳建设》丛书，便是用大寨文化打造昔阳经济建设软实力乃至实现

转型跨越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飞

昔阳县地处太行山洞，建县已逾两千年心深厚的历史积淀、淳朴

的乡风民俗、根苦的劳动创造，培育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资源。载入华

夏史册的昔阳籍名人，多有致仕政绩卓著、为文成就辉煌者，为民族

文化宝库增添过生动的一笔ω 民间艺人、乐子、故事家诸文化人才辈 序

出，源流不断，垛若星河，照亮一方历史夭空门史有深藏乡野问口口相

传的神奇故事、古典谜语、多彩鼓乐，融入民众生活的民俗、节日，沟

通着古往今来的文明通过，延续着历史文脉门历史步入 20 世纪 50 年

代之后，贯彻党和政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昔阳县以群众

性文艺创作为主打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步入有序有力成建制发展

的轨道，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全省颇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和拭尖人才，

昔阳县因此荣膺"文化县"称号口文化是连接古今的精神链条，蕴涵于

其中并体现时代进步，代表人民意愿、扎根民众生活的核心价值体

系，乃是凝聚人心、鼓辩斗志、 ij) 令员风尚、激发创造活力的宝贵财富

历史文化虽经百代风云、时代变迁而历久弥新、概源于此心整合这些

文化资源，实在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

昔阳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群众性，群众参与，集体创造，成果共丁。

劳动人民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了物质财富，问时也创造着积

累着分享着文化成果飞也许当初文化创造是物质创造的衍生物，是劳

动过程的必然需求，群体参与势在必行;而当文化从整体劳动分离自

成体系之后，群众创造的特征并未泯夭 u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昔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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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音乐创作、关术创作、工艺创作都曾呈现群众性参与的浩
大声势，文化家庭、文化村落圣罗棋布，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且在

及基础上发现高于佳作，重点培养，实现了普及与捉高的良性互动，

有所谓"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子"之说L 新时期继承这一传统，农村文

化建设又开始向家庭、院落、村庄延伸，群众参与的势头锐不可当~由

此看来，文化成果的提炼总结固然离不开专家的天才劳动与创造，而

群众创造、成果共亭的这一群众文化特点，无疑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

设至关重要，继承发扬传统经验，椎动文化创新的意义由此可见、

至于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j 这些年来

的实践一再证明，当今商品经济大潮激荡，市场竞争激烈，哪里文化

底蕴深厚、文化品牌响亮，哪里经济发展就快、就好J 因为缺乏文化内

涵的经济往往是单薄的，表面的，离开文化软实力的支持和驱动，经

济建设就缺少潜力和后劲门缘于此，投资商的战略眼光总投向那些具

有文化品位的产业项目，有心人也总是伶自己的产品以文化包装，以

苦 适应消费者的文化需求门当前，许多地方都在千方百计打边属于自己

阳 的文化品牌和地域名片，这是经济与文化相依相存的又一例证，是商

? 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 昔阳县的品牌，一是大寨文化，二是群众文
主 化，二者均内涵丰富，基础深厚，潜力巨大。近些年，围绕经济建设和社
~[ 会发展，我们对昔阳文化己做了一些发据、整理工作，但均属于初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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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端倪，欲使之成为支才字经济、促进发展的品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学习、弘扬和践行大寨精神，以大寨精神引领昔阳文化，进一步
打造大寨文化品牌，使其成为打造昔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和文化软实力，这就是我们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转型跨越发

展的初衷，也是编辑出版《文化昔阳建设》丛书的同的所在 υ

基于此，我们要求这套丛书能反映昔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示

其发展水平和拓展潜力，亦可1历史风采、时代特征和昔阳特色 J 丛书

将包括文学、美术、摄影、书法、戏剧、音乐、民间艺术诸多内容，以类

分册，陆续出版心

相信在中共昔阳县委、县政府的精心组织下，通过全体编辑同志

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将这件事情办好，建设"民百县强、人和政远、

山川秀美、人民幸福自豪新昔阳"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音中市委副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



厅篇帘的

丁宫钦

2008 年，我县提出了"建设实力、生态、文化、和谐新昔阳"的战略

目标。为实施文化昔阳建设，中共昔阳县委宣传部启动了《文化昔阳

建设》丛书编慕工作，先后出版了《昔阳文学作品边》和《昔阳古诗

集~，今年又着力推出《昔阳乡土文汇》图书和《昔阳风光》画册，今后

还要出版一系列的文学艺术作品集。这是我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深入推进"文化昔阳"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县委、县政府提高

发展水平，增强发展后劲，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丁重要举措。

昔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巨大政治影响的特殊地方。昔

阳文化源远流长。千年佛教石窟石马寺，民间艺术瑰宝拉话、过鼓、高 序

挠、块块马、跑炮、社火等，久负盛名的昔阳八大景，还有企代状元郎杨

云翼、明代史部尚书乔于等一批古代优秀名人。这些都是饱蕴中华民

族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文化。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勤劳

勇敢的大寨人民在陈水责同志的带领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

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

旗帜口 1964 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全国学大寨"的号召，先后有 134 个

国家， 2.5 万多名外宾、960 万国人参观访问过大寨。昔阳文化伴随着

大寨精神的孕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农民剧作家李济脏、

农民画家张胜利、农民作曲家史学元、槌联作家梁石等一大批艺术家

相继诞生，他们的作品在全国颇有影口向3 特别是农民作曲家史学元，

一首《唱得幸福落满坡~，唱红了大江南北。著名作家二月河，在中罔

文学史上开创了帝王系列作品之先河，他的作品不仅炒红了影视界，

而且走红了全国甚至海外。昔阳曾先后被命名为合国"文化工作先进

县"省、市级"群众文化先进县"。

《文化昔阳建设》丛书是我们再铸昔阳文化新辉煌、才丁边文化精



品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广大人民群众讴歌新生活、书写新时代、描绘

新昔阳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我们挖掘文化资源、喝口向大寨文化，打

造属于自己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窗口 3 近几年来，我们以大寨人"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为素材，创作的大型歌舞史诗《岁月如

哥大}，获得了山西省"三氏"(民歌、民舟、民乐)汇演金奖和第十五届山

西省群星奖;去年，我们又以极其地方特色的昔阳民哥大为素材成功创

作了大型民问歌舞剧《唱得幸福落满坡})由县委宣传部组织、整理、

出版的《昔阳文学作品选》、《昔阳古诗集》收录了昔阳新、老文化人的

文学作品，充分展示和保护了昔阳的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彰显了昔阳

文化的区域和地方特征。先后成功举办了"激情广场"大寨专场演出、

"京剧进大寨，口昌口向虎头山"北京京剧院大寨慰问:突出、"四望大寨，情

系农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纪念改革开放到)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等大型宣传文化活动 η 可以说，现在的昔阳是一个经济快速崛

起、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昔阳 u

;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是一座城市的灵魂L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乡 昔阳的特色文化就是大寨文化，打造昔阳特色文化需要充分挖掘大

生 寨文化内涵 η 深挖大寨文化是建设"文化昔阳"的优势所在、潜力)吁

: 在、希望所札因此，我们要牢牢以大寨文化引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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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不同的层面，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昔阳文化资源的有益价值

边行深度挖掘，整合大寨文化资源，发掘大寨文化内涵，不断扩大大

寨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使大寨文化成为昔阳的对外交

流的一张舰丽名片 υ 我衷心希望广大文化工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最

前沿，深入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去，

创作更多的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体现地域风情的优秀文化作

品;衷心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各种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

充分享受美好的生活，营造"文化恃阳"建设的浓厚氛围、特别是在大

寨精神、大寨品牌、大寨文化、大寨风貌、大寨旅游方面，要善于用自

己特有的视角、特有的形式、特有的情感来展现大寨，宣传大寨，从而

提高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吸引更多的人未关注大寨，关注昔 F日，使

其真正能成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发展文化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文化的进步反

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文化



?李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来说，具有极

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门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不断营造社会主义文化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为建设民富县强的新

昔阳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昔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h民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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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义化资源建设文化强县

一一《昔阳乡土文汇》序

孔爱科

翻开历史画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新石器时代起昔阳县就

有了人类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昔阳人民不仅

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山河分罔

宝，日月耀人文气可以说，昔阳是太行山麓一方物华天宝、人文芬萃

之乡口千百年来正是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续写着文化

发展史和文明发展史，才使我们今天的生活色彩斑斓，充满了睿智和

情趣。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中，有的通过口口相传，通过方言但

语，把黄土地上的农耕文明演绎得淋漓尽致;有的通过刻石留铭或文 陪
字记载，诠梓着历朝历代的更替兴衰;有的通过遗址遗迹和砖石土

木，再现了被涩没许久的历史史实;有的遗风成俗通过现仍流行的礼

俗，维护着水久的道德标准。今天，我们编辑出版的《昔阳乡土文汇》

旨在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民间文化传统。繁荣民族文化，对于发

扬爱国主义精神，热爱昔阳、建设昔阳，实现文化强县目标，都是十分

必要的。

文化是人类祉会进步的标记，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工具。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民族文化、乡土文

化，其文化价值绝对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价值，它具有双重性，即既有

有形价值，又有隐形价值;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精神价值心党的十七大

把文化建设捉到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未认识，强调指出， 33

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

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υ 基于如是思考，早在 2()08 年，中共昔阳县委

就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背阳建设的实施意见p ，首次将"文化

昔阳"的建设摆在了与经济建设问等重要的位置。文化铸魂、文化兴



县、"国之华彩、人文化成

昔阳足一片文化的;沃夭土，文化底蕴十分i深采l厚寻?【心〉早在扯百年前'在

这块土地上就涌f现见出诗人乔宇、廉史夺用?清奇、文批宋中泰、才子"三李

红"等，他们著书立说，布伦施救，成为昔阳文化之邦的代表人物，其

政绩、品行、文米至今被昔阳百姓所称道川在新中罔成立以后，社会主

义新文化蓬勃兴起，以农民作曲家史学龙为代表的四大家、八小家，

把昔阳文艺创作园地浇灌得繁花似锦，精品迭出，昔阳县被国务院表

彰为文化先进县。进入六七十年代之后，全国农业战线的典范一一大

寨，对全县乃至全省、全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

众多国家级文化名人的辅导、群众性文艺创作的捉高、文艺演出的普

及、业余文艺队伍的壮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寨文化、改革开

放 30 年，也是昔阳文化大发展、大弘扬的 30 年，尤其在县委提出"实

力、生态、文化、和谐"四个新昔阳建设方略以来，宣传文化部门 )I!页势

而为，开阔思路，把"文化昔阳"建设的总目标细化为八大工程和六大

; 支撑体系，为文化昔阳建设绘制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乡 "文化昔阳"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始终贯彻的是社会主义

立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包括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估念、强大的

: 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昔阳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昔阳人

2 

民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耕读传家"历来是昔阳人民的价值取向 但

是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越来越成为我们指导"文

化昔阳"建设面临的崭新课题，这就很有必要把创新取向捉上议事日

程ω 创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创新又是一场革命，只有不断创新，文化才能实现大繁荣，经济

才能实现大跨越，社会才能实现大进步 近几年来，闺绕"文化昔阳"

建设，我们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组织编写了《文化昔阳

建设》系列丛书之《昔阳文学作品选》、《昔阳古诗集~;打造了大型情

景歌舞《岁月如歌》和大型民俗情景剧《唱得幸福落;禹城》等舞台艺术

精品;实施了文体活动中心建设工程、大寨展览馆改造工程、乡镇文

化站改造升级工程、农村有线电视网络覆盖工程，积极等划全周文化

园和昔阳博物馆建设工程;举办了"京居IJ进大寨，喝口向虎头山"京居lJ 专

场、"回望大寨，情系农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寨主题活动、"激情广

场"昔阳新哥大专场演出等大型文艺活动;编辑发行了"一报两千lJ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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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昔阳报~，两刊: ~虎头山》、《松溪~)等专业报干J] ;通过坪选拔尖人

才，加强了文化队伍建设等等，这些都不失为椎动文化事业发展的创

新之举 《昔阳乡土文汇》则是集昔阳氏间故事、方言但语、民间习俗、

风物览胜、历史沿革、民间艺术、石刻石牢记、泥塑根雕于一册的一道文

化大恰菜，通过它简要地介绍了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文化产业的开发，

并可从中品赏昔阳的文化瑰宝和拼读"文化昔阳"建设腾飞的音符。

我们希望《文化昔阳建设》系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相继出版，越出越

好，越办越有特色，成为"文化昔阳"建设的亮丽品牌。

(作者为中共ff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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