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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孝是

人伦道德的基石，忠孝不仅是中

华优秀传统美德，更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

介子推被誉为“华夏忠孝

第一人”，“割股奉君”“抱母殉

身”“隐居不言禄”的故事流传

至今。祁县祁奚，“外举不避

仇、内举不避亲”，大公无私尧

舜遗风。从先秦到明清，祁县

王 、温 两 家 代 出 英 才 。 唐 王

珪、温彦博同辅李世民“贞观

盛世”，王通、王维、王勃、温庭

筠等诗文华章千古传颂。宋

文彦博出将入相五十年，清祁

韵士、祁寯藻父子“一门清华”

为社稷。山西十个世家大族，

晋中就有祁县王家、温家，平

遥 孙 家 ，寿 阳 祁 家“ 三 县 四

家”，无不以忠孝仁义、修齐治

平、尽忠事国、孝亲爱家彪炳

史 册 。 清 光 绪 年 间“ 丁 戊 奇

荒”，赤地千里，灾民遍地，晋

商群体毁家纾难，救济灾民。

榆次常家“以工代赈”，一个戏

楼修了三年，搬一块砖管一天

饭。祁县乔致庸搭棚施粥，捐

钱捐粮，晋中商人与国家民族

命运休戚与共。

近现代时期，忠义之士层

出不穷。如，灵石何家，父亲

何澄被选为同盟会“铁血丈夫

团”的军事骨干，生前留下遗

愿，将苏州灌木楼和网师园捐

赠给了国家。何澄八个子女，

个个成才。其中“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的夫人

何泽慧，被誉为“中国居里夫

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之称的太谷阳邑村杜润生同

志，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

革先锋”称号，获评农村改革

的重要推动者。平遥郭兰英

先生，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

家荣誉称号。

尽心敬业曰忠，善事父母

为孝。讲好晋中的忠孝故事，

传播忠孝文化，让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上接第07/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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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是八路军抗战总部所在

地，也是太行抗战主战场，晋中人

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太行精

神，形成了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文化。和顺石拐会

议确定抗日方略，在我党抗日军

事上有重要地位。左权麻田八路

军前方总司令部指挥敌后战场，

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

徐向前、左权、罗瑞卿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五年之久。

左权将军与母亲与妻子的书信感

天动地，朱德总司令题诗：名将以

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

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左权英雄事迹的感召下，左权

一个7万人口的小县，有1万人参

军、1万人牺牲、1万人支前。左

权还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诞生

地，有我党第一个按“三三制”建

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左权为

核心，晋中太行五县曾经是我党

华北敌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中心区域，150 多个党政机关在

这里驻扎。左权目前认定山西

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84

处、可移动珍贵革命文物 1 件。

2020年11月，左权县被列入全省

首批红色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解放战争时期，晋中1700

余名干部南下北上，10万余人参

军参战，舍家为国，无私奉献。

信仰坚定，精神伟大。深挖

晋中红色文化底蕴，切实增强红

色文化自信与认同，创新拓展红

色文化依托载体，使红色文化的

时代价值得到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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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

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人类的智慧、

人类历史的文明与辉煌。晋

中市非遗传承基础深厚，截至

目前，有平遥推光漆器髹饰

技 艺 、左 权 开 花 调 、寿 阳 傩

舞、祁太秧歌、民间社火、心

意拳、形意拳、晋剧、中医传

统制剂方法、玻璃烧制技艺、

清明节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9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28 项。有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19 人，省级 176

人。建有国家级非遗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 2 个，省级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 个。

有祁县文化艺术之乡、和顺

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榆

次晋商文化之乡、晋中全域

中国社火之乡、介休中国清

明（寒食）文化之乡、祁县全国

传统春节保护示范地、寿阳中

国寿星文化之乡等7个国家级

“文化之乡”非遗传承县。

晋中凭借独特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动态关系，构建了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

发展的动态关系，展现了我国

黄土高原农耕文化和近代商

业文化的兼容共生，构成了独

特的晋中文化生态。因其历

史性、融合性、传承性和表现

形式的丰富性，被公认为是我

国 地 域 文 化 类 型 的 代 表 之

一。2010年“晋中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经文化部批准设

立。2023年1月28日，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了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名单，晋中文化生态

保护区（山西省晋中市）名列

其中。

弦歌未止，薪火不息。坚

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文化

将为树立地方文化品牌、促进

文旅融合、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感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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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太行、滔滔汾河，大美

晋中同样是人类与环境和谐共

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化

富矿。

晋中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有 9 个国省级森林公园、4 处国

家湿地公园、6 个省级自然保

护区。有 43 家 A 级旅游景区，

其中 3 家 5A 级景区——平遥古

城、介休绵山和已经复牌的乔

家大院，数量居全省第一。文

化体验、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和

乡村旅居等绿色康养旅游业发

展势头强劲。左权百里红色生

态走廊、介休——灵石金三角

文化生态旅游区、山西农谷休

闲养生旅游区、昔阳大寨红色

旅游区、榆社云竹湖旅游度假

区、和顺太行乡居旅游区、寿阳

健康养生旅游区等，形成了全

域旅游、全新要素、全民参与格

局。全市在绿色产业、生态工

程、绿色企业、生态艺术、生态

旅游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文

化新业态不断涌现。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生态

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标识。坚决

贯彻“两山”理论，深化“晋中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文化内涵

研究，赋能晋中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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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文化博大精深，三晋文化的晋中篇章精彩辉煌。我

们要深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敬畏历史、敬畏文化、

敬畏生态”，深刻感悟三晋文化的重要定位，深刻挖掘晋

中文化的独特魅力，守文化之正，创时代之新，书写好中

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的文化新篇！

精彩的社火

寿阳傩舞

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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