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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杨家将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硕果飘香的金秋时节，全国首届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在

神木县举行。 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的开发，使神木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高速发展的

基础上，县委、县政府以超前的眼光作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建

设文化大县的战略决策。开展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打造杨家

将文化品牌、保护开发杨家城、重现边塞重镇昔日雄姿，全力

打造杨家将旅游景区是实现战略决策的重要举措。

此次研讨会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

文史研究馆、榆林市委宣传部、神木县委县政府主办，神木县

杨家将文化研究会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上海等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杨氏宗亲代表共2 0 0 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凤凰卫视等媒体进行了报道，中

国网现场直播。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多为精心之作，在材料、

论题、研究取向等方面，都有不少新意。与会者在已有史料的

发掘和运用上，显示了过人的思维和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

其一，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带动了研究论题的拓展。张

希清教授结合地理方面知识分析了麟州的重要军事位置，也讨

论了其具体演变。

其二，对于旧有成说的质疑，对以往习焉不察的概念进行

反思，推动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比如张其凡的文章，对杨业

之死提出了新的认识。

其三，新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者调整观察历史的视角有关。

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多注意制度的起讫两端，而邓小南则将视

角转移到连接制度规定与实施结果的“路径”之上。可以说，正

是研究者视角的变化，引发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通过本次研讨，我们仍然能发现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些共同

特点：首先，对学术传承的重视与对学术创新的追求并存。从

本次会议来看，既有的研究课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关注，传

统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仍在一定范围内被运用，上一辈学者

所具有的严谨精神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后辈学人的继承，这均

体现出一种学术传统的延续与继承。不仅如此，从本次会议来

看，学术的传承，更体现为各位学者多具有一种自觉的学术史

意识，在处理自己研究的问题时，总是尽可能的对该课题或该

领域既有的研究成果作深入细致的整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找

寻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和个人研究的学术起点。这种做法，既是

对前人研究的继承，更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指向学术研究的

创新。其次，专题研究的进步带动了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交流。

对此会的盛况，神木县县长雷正西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一

次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都是海内外一流

的宋辽夏史和杨家将研究专家学者。专家们都是有备而来，“人

人抱荆山之玉，家家握灵蛇之珠”，提交会议研讨交流的3 0 余

篇论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不同角度对杨家将、古麟

州进行了史实挖掘考证、补阕释疑、文化阐释，站在新的历史

高度，重新审视杨家将历史文化现象，提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

新的材料、观点和见解。可以说这次研讨会硕果累累，是近年

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大展示、大荟萃，大检阅，把杨家

将历史文化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

使杨家将的文化内涵得以深度挖掘

8 月 2 1 日下午 2 时，参加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

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应邀参会的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编辑、记

者，乘车来到古重镇杨家城进行了实地考察。

杨家城位于县城东北约 20 公里处，原叫麟州城。城始建于

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五代至宋，州刺史杨宏信，长子

陕西神木：让杨家将精神世代相传
■ 文/ 阎礼



杨重勋（重训）和孙杨光，世守麟州；次子杨业和孙子杨延昭，

都是宋代名将，北拒契丹，称雄一方。世人怀着对捍边英雄的

崇敬心情，改呼此城为杨家城。城东南约70 米处，原有松树3

株，年久树老， 枝柯相连，需两三人合抱，后人以神松呼之。

金以此名曰神木寨，元以后因此命名神木县。

登上古杨家城，览远山观近貌，苍翠叠韵，城址旧貌犹存,

古城墙依稀可辨，旧时官邸院落地基依然可循。整个地形西高

东低，地理位置险要，冷兵器时代实属易守难攻之重地，边塞烽

火的见证者，更显当年麟州城的雄壮气派。杨家城西为窟野河

谷，远望而去似宽广平坦大道，能屯兵千万，实为兵家之重地。

在古重镇杨家城，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裴效维。老人今年 69 岁，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杨

家将》即为老先生所著。《杨家将》以杨令公一家抗辽的英雄事

迹为主，写杨令公、杨延昭、杨宗保三代抗辽的故事，写得曲

折有致，生动传神。辽国起兵犯宋，杨家将领兵讨伐。太师潘

仁美却设下毒计，令杨家将几乎全军覆没。大郎为救皇帝而死；

二郎、三郎惨死战场；七郎身中多箭；四朗被辽国公主招为驸

马；五郎削发为僧⋯⋯杨家女将前仆后继，继续战场杀敌。他

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文学研究员，其实自己对杨家将并没有很

深的了解，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许多情节、许多的人物纯属假想。

但杨业在历史上确实是受到当时国人所称颂的英雄人物，中国

民间最重视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杨家将》的故事正

是忠孝节义的典范。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但杨家将的传奇故事

和杨家将的保家卫国精神，却仍然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虽属初秋，但登上西城墙，回味范仲淹《渔家傲·麟州秋

词》，更让人感如身临其境，感慨万千。神木县副县长、杨家将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乔振民情不自禁地轻轻吟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站在杨家将旧城池遗址上，抚古思今，引万千思绪，杨家将

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庞士让教授动情地对笔者说：“拼到最后拼

文化”。先进技术、先进武器有可能得逞一时，但最终斗不过先

进文化。以杨业为首的英雄全体，为人民安乐、民族和谐、社会

的公平和正义，不惜流血牺牲，奋起抗争。他们的血液中浸透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的脊髓中充满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

气。他们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谐

社会。因此杨家将文化就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让杨家将成为文化产业的龙头

在研讨会期间，针对开展此次活动的意义与目的，记者采

访了神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家将研究会会长杨国伟，他

如数家珍地讲了杨家将研究会成立的背景及本次会议的筹备安

排情况。他说，研究会成立以后，我们参加了一系列的关于杨

氏和杨家将的纪念活动和有关团体结成伙伴联系。政府给予了

大力支持，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给予了大量的投入。我们向以

杨家将为载体，把杨家将文化发扬光大。我们要打造一个品牌，

神木是杨家将的故乡，这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第二个目标，杨家城要建成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杨

家将文化建设就是爱祖国，杨家城、杨业世代驻守的地方要建

设起来，形成一个 4 A 级的著名旅游风景区，这也是我们的一

大目标。杨家将研究会是广泛联系造势，在舆论上进行一系列

的活动，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从去年开始，我们搞文

物保护规划，现在文物保护规划已经取得了很好进展，现在携

手上海旅游规划司搞杨家城的旅游规划。今年在杨家城重点建

设，因为陕北地区植被少，要营造好环境，今年县政府安排600

万元对杨家城周边的环境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下一步，政府

要投资修通到杨家城的二级公路，还有通讯工程，旅游开发规

划已经初步制定，基础设施也基本具备条件，后期就是吸引投

资商来投资，尽力建设好4 A 级旅游景区。

这是关于杨家将文化和杨家城发展的初步设想。这一次全

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就是在杨家将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

的一个活动，我们正在筹备拍一部 20 集的电视剧，主要反映杨

业的少年时代。大家看过很多杨家将的电视剧，知道杨业是2 3

岁离开神木到太原，我们这部电视剧主要以少年时代的杨业展

开故事情节。 杨家将文化的论文集也已经出版。县委县政府给

予了大力支持，预计五至十年的时间实现我们的目标。

杨家将文化的研究和杨家将文化开发，有利于我们弘扬杨

家将的文化精神，增强凝聚力，提高人的素质，有利于当前建

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一通过杨家城的开发，我们要打造出4A

级的旅游景区，不仅要建成文化大县，而且要建成旅游大县，神

木地处三省交界，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有独特的地理地貌。我

们神木县政府“十五”期间就提出旅游要作为支柱产业建设，要

作为支柱产业就必须要有较著名的旅游点来支持。神湖是全国

最大的沙漠淡水湖，也是我国陕西的十大风景区之一。我想经

过开发以后，完全可以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

第二神木是全国的采煤大县，采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煤

工艺，达到了世界指标八项，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超过

美国，超过很多发达国家。 第三就是杨家城，杨家将的知名度

这样高，妇孺皆知，杨家城开发出来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

品牌打出去。

杨会长还深情地介绍说，我们县委县政府对杨家将研究会

工作特别重视，县委书记郭宝成多次强调：神木不仅是神木人

的神木，也是陕西的神木、中国的神木、世界的神木。神木的

资源、神木的区位、神木的过去、神木的现在、神木的未来，注

定了神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有着其他县域不能代替的特殊

地位，除了我们神木有特别丰富的资源以外，还有千古传颂的

爱国典范杨家将，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其开发出来。所以，

我们打造三个景区：自然景区、环境景区、历史人文景区，这

三个景区支撑神木的旅游产业，相得益彰，成为一条精品旅游

线，我们不仅要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把神木建成经济强县，

还要建成文化大县和旅游名县，建设和谐神木。

          （此文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