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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对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来源于地理上的原因，清代顾祖禹认为山西“表里山河”、“最为顽固”。
他说：“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
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
”（见《读史方舆纪要》）由此可见，三晋山川形胜，气势万千。
其次，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看，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培养了难以计数的优
秀人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金石碑刻。
尤其是佛教文化、晋商文化、根祖文化、关隘文化、自然文化和革命文化，对全国，乃至世界都不同
程度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佛教文化，主要集中在北面的五台山和大同云冈石窟两个大型旅游景区，其次是应县的佛宫寺木塔
、交城的石壁山玄中寺、隰县的小西天、太原的崇善寺和平遥的双林寺、镇国寺，在中国佛教界的影
响都非同一般。
大同武周山麓的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000米，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1万尊。
其中犹为珍贵的是第16至20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
有1500多年的历史。
仙山琼阁，金楼玉宇，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
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氛围，大同因云冈石窟而闻名天下。
与大同云冈石窟齐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佛国五台建寺最早．显通寺始建于东汉
永平年间，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规模最大，现存青、黄两教寺庙124座，其中可供参观的近60座
；流派最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曾在此立寺传法；名僧最多，昙鸾、道宣、不空、澄观、成觉、
苏陀室利、妙峰、章嘉活佛等国师，先后在此修行弘教；稀世珍宝最全，汉、唐、宋、元、明、清历
代的古建筑、古壁画、古匾额、古楹联、古碑刻、古佛塔等各式奇珍异宝应有尽有，价值连城；影响
最大，五台山位居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宋英宗、明太祖、清
圣祖、清高宗，以及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帝王名士都曾游历五台山，留下了不少的题咏之作，为佛
国世界锦上添花。
    晋商文化，散落在全省各地，能够形成成熟景区的主要集中在晋中市境内。
明清年间，全国富商排名前列的大财东都是山西人，晋商的兴盛衰亡，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
如今，我们从祁县乔家大院中，能充分感受到晋商早期的艰苦创业和原始积累；从世界文化遗产平遥
古城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资本扩张和规模经营；从灵石的王家大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官商
一体、垄断经营；从太谷的曹家大院和孔家大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腐败没落和衰败迹象；从榆
次常家大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以儒治家、以儒治世、以儒治身的重要思想。
随着山西旅游业的兴起，晋商文化已经成为三晋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根祖文化，主要集中在山西的临汾市和运城市。
早在4700多年以前，尧王立都平阳（今临汾市），划分九州，颁布尧典，敬敷五教，治理水患，教民
稼穑，创立文字——三晋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诞生在河东大地，留存至今的有历代祭祀尧王的尧庙。
此外，运城市的永济市曾经是历史上的舜帝之都，夏县曾经是大夏王朝的第一个都城，华夏文明的根
在黄河拐弯的晋南大地。
此外，在洪洞县的古大槐树公园里，记载了明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事件。
三晋在历史上本是富强之地。
元明之际，娘子关外，战火连天，赤地千里；而娘子关内，却是一派繁荣富庶的局面。
为了开发荒地，稳定边防，巩固新京，明王朝先后从山西移民数十万人。
从此，山西人的足迹遍布南北十几个省。
这次移民的出发地，在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故而，移民的后人便把大槐树认作根祖之地，定期回到这
里寻根问祖。
山西洪洞由此成为天下各姓的宗祖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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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隘文化，也是山西旅游的一笔重要财富，历史上的名关险隘主要集中在晋北和阳泉地区。
“控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冲。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山西多边城重镇、多雄关古隘。
如代县的雁门关、宁武县的宁武关、偏关县的偏头关和平定县的娘子关，这些关城是历史上游牧文化
与农耕文化冲突的焦点地区，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大融会的结合点，是中原王朝与草原王国的分界点
。
这里曾经诞生了诸如李牧、杨业等雄视千古的英雄名将；这里留下了化剑为犁的和平使者；这里留下
了历朝历代的戍边策略和军事思想。
苍凉悲壮的关隘边城，它所护佑的封建王朝早已作古，而它凝聚的关隘文化却成为不朽的人文财富。
    革命文化，光照千秋。
山西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巍巍吕梁，迢迢太行，无论是蔡家崖，还是黄崖洞；无论是王家峪，还是麻
田镇；无论是狮脑山，还是太原城，都留下了英雄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足迹。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晋大地曾经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主战场，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
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朱德总司令指挥共产党三大主力与侵略者在此日夜奋战；彭德怀领导了震惊中外
的百团大战；刘伯承、邓小平正是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谱写了浩气长存的太行之歌。
没有山西战场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自然文化，风光绮丽，山河秀美，令人陶醉。
从自然景观的角度来讲，五台山、恒山、北武当山、五老峰、绵山、灵空山、历山、管涔山、太行山
大峡谷等等，都是奇峰交错、山色秀美之地。
其中，五台山、恒山以天人合一的景观取胜；五老峰、历山、管涔山以充沛的水流取胜；绵山、灵空
山以奇峰险谷取胜；北武当山以奇石取胜，一山一石，一石一山，山石一体，石山成林，这种景观在
全国也较为罕见。
此外，位于上党地区的太行山大峡谷，遍布险峰、奇石、茂林、草甸、溪流、森林、泉眼，步移景换
，如入仙境，倘若经过很好的设计和开发，可以集南方名山秀美与北方名山雄奇为一体。
在自然文化上，我们完全可以使游客领略到“山西归来不看山”的人生享受。
    山西，是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留恋于悠久的历史美和人文美，忘返于多姿多彩的自然美和生
态美。
于是，每一个到过山西的游客总是带回了双重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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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三晋在天下之脊太行山的深处，在九塞之首雁门关的脚下，在黄河母亲的怀抱中，在三晋高原的
腹地，一方炽热的土地孕育了数不清的风流人物，一代代杰出的人才创造了彪炳青史的文化。
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山西曾经是唐尧故地、战国重镇、北朝霸府、大唐北都、中原北门、汗国强
藩、九边重镇、晋商故里、民国雄邦。
    从2002年3月份开始，山西电视台影视频道开设了一个专栏《晋山·晋水·晋文化》，重点挖掘和展
示山西山水背后的历史，山水背后的文化，山水背后的传奇。
我们先后制作了两个专题：山西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和晋商系列。
本书就是在这两个系列文稿的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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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常家庄园天下心意出祁县半城财富汇渠家诚信乔家堡金粉豪门——孔家大院奢侈的望族市俗商情也斯
文大山深处又移居腹有才华居自易香灯伴残梦名楼名诗两相传悲风泪泉忆刘琨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羽扇
纶巾说温峤一世清名有谁知梦回唐朝寻晋韵将取一壶闲日月普救寺里传奇多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风
吹草低现牛羊风吹草低现牛羊出将入相诗风雅一曲秋风动古今百代帝师司马光王允与王氏家族昙花王
朝浮华梦尚礼宰相王琼骨鲠宰相狄仁杰汾阳王郭子仪碧血丹心杨家将太原公子李世民沙陀名将李克用
、李存勖天下王气出太原袄教遗迹袄神楼太原的民间文化穿天七彩琉璃塔永乐宫壁画天上飞云落人间
千古雄关看雁门仰望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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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家庄园    晋商十分宝，三分在常家。
在晋中市榆次区车辋村，有一片气势恢弘的民居建筑，这曾是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儒商第一家—
—榆次常家的宅第。
    常家在晋商中有“书画世家”、“茶叶世家”、“外贸世家”和“金粉世家”的美誉。
    常家占地60万平方米，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规模宏大，是晋中平原上名副其实
的名门望族。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0年前的时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很多传奇般的人物。
这些人物很多都是泡沫性的人物，他们神话般地崛起，神话般地破败。
昙花一现的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思考。
而榆次常家，恰恰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常家前前后后兴盛200多年，别有一番文化韵味。
    日落时分，我们走进了常家大院。
面对城门楼斜斜的倒影，城门洞中模糊的光线，以及石道上寂静耸立的牌楼，我们真切地体味到一个
家族、一座庄园、一种文化兴盛背后的孤寂，热闹背后的冷清，繁华背后的平淡。
夜幕下的常家庄园，里里外外有了新的轮廓和亮点。
当年，常家庄园的主人耗费巨资建造这座高大雄伟的石造外墙，牢不可破的层层大门，不正是为了精
心营造这份独有的安宁和恬静吗？
    今天，我们细细审视这座集人文建筑与山水园林于一体的精品图画，两种底色跃入眼底：一种是灰
色，一种是绿色。
灰色无疑是大片大片的人文建筑群落，街市、石道、牌楼、四合院、房屋、戏台，组成了常氏家族的
生活区。
200多年来，繁衍不断的常氏家族，就按照传统的礼序标准和道德规范世代生活在其间。
时至今日，虽然人去楼空，但那大片大片规整的灰色建筑群落，为我们完整地保留了明清年问的儒商
老宅，保留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
另一半绿色的图画，是常家的休闲区，也就是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大私家园林”的常家园林。
    在人文建筑群落中，最吸引我们目光的是常家的私塾，它如今成了陈列历代名人碑刻的博物馆。
在商言儒，常家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和艺术本性。
在中国历史上，亦官亦商以及亦官亦儒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亦商亦儒的人物并不多，常家之所以被称
为中国儒商第一家，除了常家在历史上出了许多商业天才之外，这些商业天才们留给后人的文化财富
也极为可观。
从石云轩书院的藏品中，我们就能看到常家世世代代相传的瀚墨书香。
    清代末年，中国有两大商帮，一个是源于山西的晋商，一个是源于安徽的徽商。
今天的学者，对徽商评价比较高，经常谈及当年的徽商所到之处，比如苏州大起楼堂馆所，诗酒唱和
，很重视文化和教育；而对雄霸北京、天津的晋商评价却不高，认为他们“穿得烂，走得慢，怀里揣
着几百万”，不重视对子弟的教育。
其实这个看法是片面的。
今天，我们从常家大院、常家名人碑刻中可以看到常氏家族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写的诗词歌
赋流传到今天都是很优美的精品。
常氏家族人正是通过对子女进行诗词教育，培养了子女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
这些遗留到今的碑赋，使常家摆脱了一个土财主或者土庄园的形象。
正是因为有这琳琅满目的诗词碑赋，才使我们看到了晋商文化的深刻魅力。
走进石芸轩书院，也就是走进了常家书画金石博物馆。
常氏名人碑刻，社会名流碑刻，传世稀珍——石芸轩法帖，四十四帝后的遗墨帖，这些巧夺天工的瀚
墨书香，这些神飞灵动的诗词歌赋，这些世代相传的奇珍异宝，展示着常家作为儒脉文宗的历史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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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徘徊在金石流香的石芸轩里，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悟：如果没有石芸轩书院，常家也许同其他晋商
世家一样，充其量是一个腰缠万贯、地里埋金的土财主，富不过三代，兴盛不到头。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座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书院，常家与那些昙花一现的晋商巨富区别开来，成为兴
盛200年之久的名门望族。
这些丰富的诗词碑刻是常家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常家书院阐述了一种教育理念，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
通过这些碑刻和诗词，让子弟懂得古今的历史之变和兴亡之理，懂得把常家的精神发扬光大。
常家也不是说一直都是兴旺的状态，也有走人低谷的时候。
每当他们进入低谷的时候，常家的子弟就从这些诗词碑刻中，汲取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重新把常
家的精神发扬光大。
所以说，这是常家文化的精神宝库。
车辋常氏家族的极高文化品味和巨大财富，使这里处处闪耀着儒家文化的光芒。
在北方民居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建筑群落是常家祠堂，拾级而上，进人大门，再回首望去，
气势威严的大门竟是一座做工精致的戏台。
“义关风雅”之下，铿锵之声，似犹在耳。
这里分明已成为人们的理想宅第和精神家园。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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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常家来说，是亦农亦商，从农业后来发展到商业。
所以常家庄园体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紧紧地和乡野情趣结合在一起。
这座私家庄园，处处篱落，处处桑麻。
常家庄园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诗词画卷，听雨轩来自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留得残花听雨声”，用这
首诗营造了一个诗词画境。
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集萃画卷，展示的是江南园林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秀美与北方那种骏马西风塞北的
恢弘气势结合在一起。
第四个特点，常家庄园展示的是世俗风情画卷，园林和建筑紧紧结合在一起，1／3是建筑，2／3是园
林。
    常家庄园8万平方米的静园，初建于乾隆嘉庆年间，完成于光绪初年，这正是我国造园艺术水准的高
峰时期。
而且庄园主人数代不息来往于江南与大漠之间，这就注定了静园所具有的精致、肃静、空灵、通透的
人文写意山水风景式的高雅格调。
静园具有融北派质朴大方与南派小巧细腻于一体的特色，具有浓郁的自然美和人文美。
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布局上；无论亭阁建筑，还是山水经营，都显示了“华北民居第一园”的宏大而
精美的气派。
    仰望先贤    从2002年3月份开始，山西电视台影视频道开设了一个专栏《晋山·晋水·晋文化》，重
点挖掘和展示山西山水背后的历史，山水背后的文化，山水背后的传奇。
我们先后制作了两个专题：山西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和晋商系列。
本书就是在这两个系列文稿的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在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我们几乎是白天用电视镜头感悟先贤遗迹，晚上连夜撰写文稿，几乎到了
废寝忘食的地步。
正是这种勤奋的工作状态，不仅保证了每周一次的电视播出，而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终于捧出了目
前这部追思先贤的书稿。
或许由于我们今天的山西人，缺乏理想，缺乏激情，缺乏进取的斗志，所以，面对古代那些灿若群星
的伟大诗人，不仅外人怀疑，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怀疑：他们是山西人吗？
问号背后，自然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山西人差别太大了。
可是，无论我们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还是从遗留的文化古迹来看，他们的的确确是山西人。
王勃、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白居易、柳宗元、温庭筠、裴度、元好问等等名垂千古的诗人，他们
曲折动人的人生际遇，他们才华横溢的诗词文论，他们超世脱俗的风流蕴藉，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传
唱。
尤其是在他们的故乡，他们的激情和作品，已经成了当地的文化精魂。
今天想来，正是这些诗人们的激情，成就了山西历史上那些最辉煌的时代。
如果，他们也像今天的庸人一样，把平庸当作最大的时尚，不仅他们所在的王朝失去了魅力，而且他
们的名声也不会传到后世。
今天，我们追思那些激情的先贤，目的在于昭示后人：激情成就伟业，平庸则一事无成。
    到了明清年间，一批貌似平庸的山西人，历尽千难万险，开创了万里茶路，由此晋省成为中国首富
之地。
在旁人看来，他们的外表非常平庸，他们的言谈举止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甚至还有些木讷和迟钝，
但他们的内心并不平庸，他们的视野越过万里沙漠，他们的毅力超过了骆驼的极限，他们的成就像大
海一样波澜壮阔。
晋商，与唐宋的那些诗人相比，虽然没有他们的才情和风流，但他们凭借自己的理想和毅力，冲破了
平庸的束缚，成为山西历史上与唐宋诗人比肩齐名的名人。
我们今天追思他们，无非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意愿：我们的外表可以平庸无奇，但我们的内心绝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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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波逐流。
否则，别人不仅鄙视我们，甚至还会从我们平庸的身上，怀疑那些伟大的先贤是否与我们存在着血缘
关系，进而玷污了我们的先贤。
    作  者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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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望家园: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细细读来，你才会惊奇地发现，当代中国的这片不甚显赫的土地在历
史上曾是那么的辉煌。
晋祠、永乐宫壁画、雁门关、晋商大院，所有这些无不昭示着这片土地曾有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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