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叔抵达
中国元朝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都

镇）时，还是一个 21岁的年轻人。在中国进
行了长达 17 年的游历后，1292 年，他回到家

乡威尼斯。在 1298 年的一次海战中，45 岁的
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传奇小说家鲁斯

蒂凯洛根据他的讲述记录，写就了共四卷、227
章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一经问世，立刻风靡欧
洲大陆，在当时有“世界一大奇书”之誉。几百年
间，《马可·波罗游记》印行不同语言版本 130 多种，
其中中文译本有十多种，不少欧洲人随着马可·波
罗的足印神游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也认识了太原
的葡萄酒。

马可·波罗是从涿州赴西
安的路途中经过太原的。游

记原文是：
从 涿 州 城 向 西 走

十 日 ，经 过 契 丹 ，
到 达 太 原

府 ，沿

路经过许多美丽的城市和要塞。这里的制造业与商
业十分兴盛，并有许多葡萄园与耕地，契丹全境唯此
地出产葡萄酒。

元朝统治者确实喜爱葡萄酒。《元史·卷七十四》
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间，祭祀宗庙时采用

“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至元二十八
年（1291）五月，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提高
了葡萄酒的地位，也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那时，
绝不唯有太原人能够熟稔用葡萄酿酒。元朝人忽思
慧在他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就提到葡萄酒

“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
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今新疆吐鲁番、柳中故城）酒
最佳”。而马可·波罗对太原葡萄酒记忆独深，表明他
对太原葡萄酒的酿造历史、生产规模、酒品质量、营销
范围和社会美誉度给予高度肯定。

葡萄酒在我国有极其久远的酿造史。上世纪 80

年 代 ，考 古 人 员 在 河 南 舞 阳 贾 湖 挖 掘 发 现 的 距 今
8600 年至 7500 年的陶器残片，上面就检测出果酒的
残留物。《诗经·七月》有“六月食郁及薁”的句子，《诗
经·葛藟》有“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的句子，“薁”和“葛
藟”都是野葡萄。在民间，使用野葡萄酿酒极有可能
是一种沿袭久远的生活习俗，只不过难以形成规模，
品质也不会很高，所以长期以来未能进入官方和主流
文人们的叙事范围。也因为如此，采用人工栽培的葡
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物以稀为贵，是寻常百姓难以一
见的琼浆玉液。

两汉魏晋时期，太原地区的葡萄栽培应该获得一
定程度的推进，葡萄酒酿造也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得
出这样推论的历史背景是，三国曹魏据有包括今山西
全境在内的华北疆域，而魏文帝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
的喜爱简直达到了痴迷如狂的程度，他认为葡萄酒是
一种“善醉而易醒”的绝顶佳酿。

大唐时期，作为北都，太原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
酿造理应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宋人李昉在《太平
御览》中记载，唐高祖李渊曾在御前赐群臣“蒲萄”，陈
叔达持之不食，欲带回家中为母亲治疗口干症。

宋代，太原已经成为中原酿造葡萄酒的技术高
地。吴坰编撰的《五总志》多记北宋琐事，他回忆初尝
葡萄酒时不掩得意地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
东，其酿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尝饮此酝。”唐慎
微在药学巨著《证类本草》中介绍“葡萄”时也说：“今
太原尚作此酒，或寄至都下，犹作葡萄香。”透露出包
括汴梁在内的一些大宋都市，因为没有彻底掌握葡萄

酒工艺知难而退的历史信息，反衬

出 太 原 酿 造 技 术 的 悠 久 和
醇熟。

“靖康之变”后，北地为金
人所据，葡萄和葡萄酒对偏居
江南一隅的宋人稀贵如金。陆
游有诗句“如倾潋潋葡萄酒，似拥
重重貂鼠裘”，既发出佳酿一杯等
同貂裘一件的慨叹，也抒发出尽失大
好山河的隐痛。

来自东北酷寒之地的女真族显然对热辣白酒
更情有独钟，因此这一阶段太原葡萄酒遭受到毁灭
性的打击。元好问在《蒲桃酒赋》文中写道，金贞祐年
间，有人躲避战乱“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
上者”“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
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元好
问透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史实：宋金战争期间，中原
葡萄酒酿造术一度失传，幸亏苍天赐予一次偶然的自
然发酵，才得以重拾酿造之法。

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元朝廷实施了开放
酒禁和免税鼓励酿酒业重振的政策，葡萄栽培和葡萄
酒业得到较快恢复发展，在这方面有厚重历史传统的
太原，理所当然成为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
最多的区域。

明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述了太原葡萄酒独步
天下的鼎盛景况。书中说，元朝政府在“冀宁路”也
即太原地域开辟了官家葡萄园和皇家特供酒酿制
所，每年农历八月抽样检查，“至太行山辨其真
伪”，通过奇特的“寒水鉴定法”检验葡萄
酒质量，以确保宫廷能够享用到最高等
级的葡萄美酒。

如此说来，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作
出“契丹全境唯此地出产葡萄酒”
的断言，应该是他数次
痛饮太原御用葡萄
酒 后 作 出 的 判
断。这个判断，一
直 到 20 多 年 后 地
中 海 闷 热 的 热 那
亚监狱里，依然记依然记
忆犹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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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耕田凿井。
帝何力于我哉。

《击壤歌》是我国有典籍记载的最
早的一首歌谣，有传说是帝尧巡幸古
大原（今太原）地区时所作。这首歌谣
虽直白简短，然而信息量非常丰富，传
播极为广泛，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意
义至关重要。其在诗歌艺术上具有启
蒙和奠基的作用，是后世历代诗歌美
学和思想的源头。

帝尧时代天下太平、九夷归附，黄
河流域出现了“我黍与与、我稷翼翼”
的 物 阜 民 丰 的 美 好 局 面 。 后 人 常 用

“ 尧 天 舜 日 ”来 比 喻 理 想 中 的 太 平 盛
世，人类文明中最早的民主标志——
华 表（诽 谤 木），就 出 现 在 这 一 时 期 。
西晋皇甫谧所著史书《帝王世纪》中记
载，有一次帝尧乘坐一匹瘦马拉的简
陋车子巡视民间疾苦，看到人们正在
街头围观击壤游戏，其中一位八九十
岁的老翁正手执一片靴形木板，去投
掷十几步外平放在地上的另一块靴形
木板，击中后得到人们的喝彩。帝尧
饶 有 兴 味 地 加 入 围 观 的 人 群 与 民 同
乐。随从看到在帝尧的治下人民安居
乐业、其乐融融，便称颂帝尧的功德。
这话被玩游戏的席翁听见了，他便作
了这首千古流传的《击壤歌》：太阳出
来我扛着锄头下地，日头下山回来睡
觉，自己打井喝水，一家子耕田吃饭，
这跟谁做帝王有什么关系呢？帝尧听
了非常高兴，觉得更加领悟到了治理
社会的民本要义，就拜了席翁为师。

另据《列子·仲尼》载，与《击壤歌》同时，还有一首童谣
《康衢谣》：“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也
是歌颂盛世之歌，从此康庄大道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社会
的象征。由此可知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梦想和美
好夙愿，所以《诗经》才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的诗句，反映了先民对理想社会状态的追求。这
一数千年的美好夙愿，直到 2020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才实现。

这首古老的歌谣给我们启发：农耕文明的勤劳从最初就
和爱玩的精神活动是不矛盾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正迈
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在新质生产力再次使生产力得到
解放和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发展文旅产业，就要摒
弃农耕文明中不爱玩的传统观念，不要让丰厚的历史文化资
源变成沉重包袱，放下包袱转变观念，让名胜古迹也变得好
玩起来、氛围轻松起来，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在 新 中 国 的 发 展 历 史
上，太原铁路应该大书特书
一 笔 。 75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证
明，太原乃至山西的煤炭运
输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
能源安全，为国家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

山西是全国最早有铁路
的 省 份 之 一 。 新 中 国 成 立
前，山西全境建设有两条干
线一条支线，1904 年 5 月修
建的正太路，后改名为石太
线 ，从 石 家 庄 至 太 原 ；1923
年修建的忻州至河边支线；
1933 年建设的南北同蒲线，
从北边的大同至南边的风陵
渡，贯通了山西南北。这三
条窄轨线路由于连年战争的
破坏，时断时通，运量很低。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铁 路 回
到人民手中。 1949 年 6 月 7

日 ，太 原 铁 路 管 理 局 成 立
后，迅速组织力量医治战争
创 伤 ，恢 复 国 民 经 济 ，对 原
正 太 线 、同 蒲 线 进 行 改 造 ，
逐步由窄轨变成准轨，使山
西铁路与全国铁路网接轨，
运输量得到快速提升，为新
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
产作出了贡献。

山西是全国重要的能源
重化工基地，煤炭储量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加
快 晋 煤 外 运 ，支 援 国 家 建
设，山西境内新建了太原至
焦 作 的 铁 路 ，简 称 太 焦 线 ，
打通了山西与河南之间的通
道；新建了北京至原平的铁
路 ，简 称 京 原 线 ，打 通 了 山
西与首都北京的通道；建设
了西山、东晋、上兰村支线，
打通了煤矿与铁路支线干线
之间的通道。旧线改造加上
新线建设，大大提升了晋煤
外运的能力。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后 ，在 改 革 开 放 大 潮 中 ，全
国经济大发展，晋煤外运任
务越来越艰巨，铁路建设和
运输滞后成为影响晋煤外运
的主要因素。为解决运能与
运量之间的矛盾，满足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山西进一步完善了路网结构。南同
蒲线上新建了侯马至陕西禹门口、侯马至河南月山铁路，
新建了介西、礼垣支线，使侯马、介休成为南同蒲线上的
铁路枢纽，南同蒲线出省运输通道畅通无阻，运量得到提
升。随着牵引方式由蒸汽机车向电力机车的转变，对石
太线、南北同蒲线、西山支线进行了电气化线路改造，增
加了牵引重量。

1985 年新建的大同至秦皇岛的大秦铁路煤炭运输
专线，是中国重载运输第一线，开启了西煤东运的先河，
极大地提高了山西的煤炭运输能力，使煤都大同与秦皇
岛港连接起来，陆水联运，煤炭运量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运能与运量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
保障。 2006 年开始常态化开行 2 万吨重载列车，2018 年
运量达 4.51 亿吨。一列列煤炭专列奔驰在燕山山脉的崇
山峻岭中，把山西的乌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秦皇岛港口，
通过港口输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自 1992 年全线开通，
30 多年来累计运送煤炭 80 多亿吨，为中国经济作出了
巨大贡献，即使在每年的迎峰度夏煤炭需求旺盛的关键
期间，大秦线也能稳稳地撑起煤炭运输的脊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的铁路建设和运输得到突飞
猛进的发展。新建了石太客运专线，成为中国开工最早
的高速铁路；建成太原南高铁火车站，动车、高铁首次开
进内陆省份的山西，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从太原到北
京 3 个小时即可到达，方便了山西人民的出行，促进了人
员流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之后又新建了大同至西安、
太原至郑州的高铁线，新建了大同至张家口的大张高铁，
新建了太原至中卫至银川的铁路，简称太中（银）铁路，
新建了准朔线，从此三晋大地高铁普铁成网。新建了山
西兴县瓦塘至山东日照的瓦日线，是晋煤外运的又一条
重载运煤重要通道。新建了太原至兴县的太兴铁路，人
称“小延安”的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也通了火车，方便了
晋绥革命老区人民的出行。在开行动车、高铁的同时，还
不忘贫困地区人民的出行需求，在太焦线一直开行着太
原至大平，在北同蒲、京原线一直开行着太原到灵丘的公
益性慢火车，票价低廉，深受沿线人民群众的欢迎。现在
中 国 铁 路 太 原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管 辖 线 路 总 营 业 里 程
5346 公里，其中客运专线 863 公里。正在建设的内蒙古
集宁至大同至原平高铁今年年底即将建成通车，忻州至
雄安高铁正在紧张建设之中，太原至吕梁至绥中铁路正
在紧张筹备中。山西铁路客货运输将连通全省各市乃至
全国各地，真正形成四通八达、人尽其行、货尽其流的局
面，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和国家经济发展的
需要。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山西铁路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
调整改革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管理效能和效率，极
大地释放了运输生产力，使企业管理更加有序高效，运输
能力进一步翻番。新的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线
路运输覆盖山西全省乃至冀京津地区，2024 年货运量预
计达 7.88 亿吨，煤炭运输供应着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
和 15 个国家，供应着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南方五大电
网 300 多家直供发电厂的煤炭需求，电厂存煤都在 15 至
20 天以上；供应着秦皇岛、天津、京唐、连云港、锦州、青
岛、日照、南京 8 个港口；供应着全国 16 家钢铁企业的煤
炭。截止到现在，公司年货运量占全路的六分之一，占全
路 18 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煤炭总运量的三分之一，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路货运量、煤运量、货运收
入最大的公司，是全路重载技术最先进的公司，是全路唯
一运输主业整体改制上市的公司，一条大秦线支撑起中
国铁路运输的半壁江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西的煤
炭为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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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寻找诗歌里的太原，太原诗词
学会组织省城作家、诗人对历代名家讴歌太原的诗词进
行解读赏析，以使广大读者了解太原悠久的历史、壮美的
山川、丰饶的物产、璀璨的文化和勤劳淳朴的人民，更为
提升太原美誉度、影响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原篇章提
供文化支撑。现撷取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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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太原葡萄酒
马绍民

在元大都万岁山广寒殿内，安放着一口重
约 3500 公斤、可“贮酒三十余石”的黑玉大酒

缸，名为“渎山大玉海”（现存于北京北海
公园玉瓮亭），是元朝皇宫嗜饮马奶和

葡萄酒的实物见证。（作者供图）

国庆节期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中
的众多取景地受到玩家关注，其中隰县小西天
备受瞩目，“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既
见未来，为何不拜”，这些游戏中的经典对白，
让小西天火出了圈。那么，小西天到底是一个
什么所在？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游客的青
睐？笔者带着好奇，一探究竟。

小西天位于临汾市隰县县城西北凤凰山，
建筑面积 1100 平方米，寺院三分之二的殿堂均
为双层建筑结构。据记载，在明崇祯年间，五台
山火场寺僧人东明，游至隰县，见县城西北的土
山形似凤凰，山上树木茂盛，环境幽静，于是产
生了修建千佛庵的强烈愿望。历经 15年募捐化
缘矢志不渝，一座依山傍水、地尽其用、错落有
致、巧夺天工的寺院巍然屹立在深山僻壤中。

有小西天，自然先有大西天。在隰县县城
南 ，曾 经 有 座 寺 庙 ，称 为 大 西 天 ，现 已 毁 坏 无
踪。东明禅师在建设小西天时，最初命名为千

佛庵，期盼未来寺庙佛事日盛一日。后因寺内
塑天官仙界，山门题“道入西天”，为区别于城南
的大西天，千佛庵的名字逐渐演变为小西天。

260 年后，俗名马荣的显学禅师云游至此，
见小西天满目荒凉，千疮百孔，无人问津。他
下定决心重整寺宇，披星戴月，四处化缘，历时
二十载，对小西天进行了全方位修葺，使庙宇
焕然一新。

小 西 天 地 处 凤 凰 山 巅 ，三 面 环 山 ，一 面 临
河，踞险而筑，突兀奇峻，形胜佳妙。山脚下的
如意湖碧波荡漾，莲花广场游客络绎不绝。越
过趋善桥，沿石磴路拾级而上，再沿着依山而
凿的 25 米幽洞继续往上，便来到砖木结构建造
的重门。小西天全寺由上、中、下三院组成，层
层叠叠，曲曲折折，小中见大，曲径通幽，既有
一般寺庙之格局，又有园林建筑之妙趣。建筑
奇特，别具一格，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三个院
落浑然一体，风格特点可用“小、巧、精、奇”来
概括。

穿 过 重 门 ，从 侧 门 进 入 中 院 ，只 见 古 树 繁
茂 ，庄 严 肃 穆 。 院 内 建 有 无 梁 殿 、经 舍 、韦 陀
殿、僧舍等。僧舍两侧有小门可通前院，门额
一曰“疑无路”，一曰“别有天”，可达孤桐峰，建
有钟、鼓二楼，峰顶有摩云阁，登阁远眺，田园
如 画 。 在 灵 山 秀 水 中 ，藏 经 阁 拥 有 七 千 卷 藏
经，据说把经卷全部打开，长约二百七十里。

上 院 是 全 寺 的 精 华 ，正 面 是 大 雄 宝 殿 ，文
殊、普贤两殿左右相对。大殿内正面排列着五
个相互连通的佛龛，药师、弥陀、释迦、毗卢、弥
勒诸佛端坐莲台，面容慈祥，十大弟子分站两
旁，表情丰富，生动形象。墙上塑着四方三圣、
四大天王等佛教人物，大梁上八大金刚威武雄
壮，梁间墙壁悬塑着富丽堂皇的“极乐世界”，
众多的人面飞天、神鸟、孔雀、鹦鹉、仙鹤游弋
在飘渺的云头上，十二乐伎菩萨舞姿优美。高
者 3 米多，小者仅有拇指大小。整个大殿内，天
宫楼阁，云蒸霞蔚，呈现出一派迷人景象，出神
入化，美轮美奂。这里的彩塑堪称中国雕塑艺
术的“悬塑绝唱”，也是明清时代中国佛塑的精
品力作和杰出代表，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艺术
价值。古建筑专家吴锐感叹道：小西天大雄宝
殿悬塑造像，贴金敷彩，金碧辉煌，享誉甚高，
富丽典雅，颇具特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重要
历史文化遗产。

早在 1996 年，小西天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小西天已
成为享誉中外的佛教寺院，以其幽静秀美的地
理环境、奇特迷人的旖旎风光、浓郁的佛教文
化特色，成为人们观光旅游之胜地。

参观毕，从寺院到莲花广场，《西游记》的
经典配乐回荡在耳畔，游客们坐在长条凳上休
息，志愿者提供着暖心服务，秋风徐来，心旷神
怡。作家悲夫在《小西天》中写道：“抑或是因
了 亲 近 ，才 越 发 向 往 ，抑 或 是 因 了 拜 访 ，才 越
发依恋。”归途，忍不住再一次遥望凤凰山，仰
望小西天。

奇丽小西天
栗旭晨

隰县小西天悬塑（资料图片）

隰县小西天景区全貌 （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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