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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块泛旧的厚木板制成的院门，
门上的对联依然泛着红色，走进屋内，
依稀可辨的时代印记似乎可以想到当
年生活图景，灶台边，妈妈洗菜、切肉、
拌馅，爸爸和面、擀皮、包饺子，他们在
为即将归来的子女准备着团圆饭……

房屋后面高高的土墙，掩映着古
朴的下堡堡墙，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的
烽火岁月；卖粮油的铺子门前，摆放着
一张台球桌，青春往事历历在目……

新式的铁质院门镌刻着一对大红
喜字，一位老先生提着一块新鲜的豆
腐走进了院子……

这就是老口泉，这就是老口泉人
的真实生活。近日，记者与云冈区委
宣传部、口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重走老口泉，回忆老口泉文化，倾听老
口泉故事，所思所感，令人回味。

李刚，口泉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一位在口泉街道工作、生活了 23
年的老口泉人，对这里的每一户人家、
每一个店铺、每一处景点了如指掌，口
泉人家的大事小情、口泉店铺的兴衰
变迁、历史景点的人文典故，他都能讲
解得有韵有味，“口泉”已融进了他的
生命。听李刚讲老口泉，也成为一种

难得的文化享受。
站 在 文 化 宫 的 台 阶 上 遥 望 青 蛙

山，仿佛耳边回响着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口泉地区流传的那段童谣，“拉大
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什么戏？

《青蛙记》，扫帚疙瘩打武戏。”当年口
泉晋剧团上演晋剧《青蛙记》，其戏文
脚本就是根据七峰山下青蛙山传说改
编而成。

走进一位退休老教师的家，这是
一间老窑洞，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
利落。旧式炉子上烤着红薯，香气扑
鼻；立式大衣柜、老旧弹簧沙发、衣箱、
碗柜、墙上的挂钟依然映射着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老口泉人的生活印记；六
个抽屉的木制写字台上摆放着几本已
经泛黄的图书，见证着老教师的职业
荣誉；全家福照片也为这个家庭带来
浓浓暖意。

一条狭长的街道东西贯通，东口
北是座清代小堡，原汁原味，堡不大，
堡内居住着几十户人家。城墙宽阔而
高大，人们称之为下堡。下堡的常家
大院古朴沧桑，积淀着历史印痕。堡

门南开，堡门前是东西方向的街道。
顺街而走，房屋多顺坡而建，留出的出
入小道以巷为名，义迈巷、寺儿沟巷、
帐铺巷、染房巷、打更巷、柳树巷、堡后
街、堡子街，以及东西街道两侧林立的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店、影
院、饭店、理发店、胜利浴池、东风剧
院、新华书店、老澡堂、俱乐部、戏台戏
园 ，似 乎 能 想 到 当 年 口 泉 老 街 的 繁
盛。民居建筑多种多样，有明清四合
院、排房、窑洞等，而窑洞和房屋建筑
多采用山上片石，墙体宽厚，外罩大燃
泥抹墙，当年有钱人曾在房前显眼处
镶 砖 ，现 在 这 样 的 建 筑 已 经 不 多 见
了。口泉街有名的穆柯寨饭店为二层
建筑，门窗虽已残破，但整个建筑保存
完好。山坡街与穆桂英坡之间的马路
边有一个“翘翘板”，总会让人想起快
乐的童年。

在口泉老街，著名导演贾樟柯在
此选景，拍摄电影《江湖儿女》。当前，
省城一家影视公司正在这里拍摄电影

《老皇历》，在这里居住的老口泉人有
幸担当群众演员。

口泉老街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有
名的古战场。相传宋辽交战，穆桂英
率兵驻扎于东口，时常骑马下山经过
这里，后人仰慕英雄，遂将此处称为

“穆桂英坡”，以示纪念。在此山坡上
有一庙宇，坐西朝东，名为千佛寺。在
街道西有一小巷“寺儿沟巷”，巷内尽
头的山坡上有一寺，这就是“口泉华严
寺”，站在山下往上看，有三座殿，坐北
朝南，气势宏大。

李刚告诉记者，口泉街道办事处
曾多次对口泉老街的文物古迹、旅游
资源、人文民俗、房屋建筑等
进 行 摸 底 调 研 ，并 成 立 口 泉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协 会 ，对 老 口
泉 文 化 进 行 深 度 整 理 、挖
掘 。 如 今 ，老 口 泉 人 情 系 口
泉 ，通 过 著 书 、绘 画 、手 工 等
不 同 形 式 讲 述 老 口 泉 故 事 。
七 旬 老 者 王 生 宝 笔 耕 不 辍 ，
写 下 20 余 万 字 的《古 镇 口 泉
追根记》；画家于小青行走口
泉 老 街 ，创 作 百 余 幅 系 列 水
彩 画 ，并 出 版 画 集《丹 青 口

泉》；郭福、武占明、武宏主编《老口泉
纪实》，以翔实的史料记录老口泉；67
岁的口泉理发师王天禄几十年如一
日，将理发店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位姓
马的手艺人依然在口泉老街从事着

“爆米花”行当，传承着老技艺。
云 冈 区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马 晓

峰说，口泉老街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写不完的人和事，讲好老口泉故事，
让 更 多 的 人 记 住 老 口 泉 ，关 注 老 口
泉，留住“乡愁”，就是传承大同文化，
守住我们的文化根脉。

微电影（微视频）剧本创作、拍摄
用艺术讲好不同时期共产党人的故事
红色经典名篇朗诵会策划、排演
来一次心与党最贴近的倾诉

建党100周年献礼活动策划

大同市京汣文化创意传播中心（清远门内圆通寺东边）
联系人:张先生（手机15110706652 微信号zyn269375）

在我们脚下有很多古人留下的生
活痕迹和物品，考古就是通过发现和
研究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就像怀旧
一样，对过去进行深度解析。那么，考
古学是什么？考古学家的研究范围、
意义又是什么呢？他们的研究过程是
怎样的？

考古就是通过对实物的材料来直
接了解历史。通过对地下的古代材料
的 发 现 ，来 直 接 感 觉 触 摸 历 史 。 考
古，从字面上说就是考察古代。当然
不可能从时间上走回过去，不可能在
空间上走回过去。但是古人有意识
无意识残留下来的东西里面可以看
到古代社会的遗迹。考古可以帮助
我们超越时空和古人对话。那么，每
个考古学家呢，都像福尔摩斯一样，
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
索，通过碎片来还原历史现物，不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这就是考古的价值
和意义。

首先，我们要对历史有一个大框
架的了解。在远古洪荒时代，先民们
获取食物的方法主要是渔猎和采摘
果蔬。他们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各种
石器，例如石球、石片、刮削器等。而
他们居住过的地方、使用过的工具就
是考古学家所要研究的对象，这些物
质遗存都是古代人类活动留下来的，
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遗迹、遗物
和遗存？

考古学家进行研究，就要从文化

遗 存 中 寻 找 先 民 们 留 下 的“ 蛛 丝 马
迹”。最初，先民们还不能把自己的
历史记载下来，那后人是怎么知道先
民们当时的生活状况呢？由于没有
文字，他们选择用结绳记事，大事打
一个大结，小事打一个小结，相连的
事打一个连环结。后来，又有用刀子
在木、竹上刻符号来记事。随着历史
发 展 ，文 明 渐 进 ，事 情 繁 杂 ，名 物 繁
多，用打结和刻木的方法已经远远不
能适应生活需求，这就有了创造文字
的迫切要求。文字发明后，历史才被
记录下来。考古学家就是利用文字记
载，通过考古挖掘，研究历史文物古
迹。

我们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
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将考古学大致
划分为以下门类：

1、史前考古学
2、历史考古学
3、田野考古学
4、各种特殊考古学
人类活动所留下来的遗迹、遗物

大多埋在地下，所以必须经过科学调
查，才能系统发掘、整理、研究文物。
考古学家普遍使用的方法，就是田野

考古法。那么在考古发掘中要做哪些
工作呢？

田野考古的一般流程大致可以分
为四步：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
理、编写发掘报告。

1、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田野考
古的排头兵，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传
统考古调查方法和现代高科技手段考
古探查。

传统考古调查方法有踏查法、钻
探法等。踏查法的优点在于眼见为
实，对遗迹、遗物的分布和种类的认识
比较直观，把握比较准确。而且所需
要的设备也相对比较简单，比如我们
生活中常用到的背包、照相机、放大
镜、笔记本等，都是前期踏查时所需要
的东西。另外在踏查前期，我们要广
泛查阅历史文献资料来找各种遗迹、
遗物的线索。在找到线索以后，有时
为了对遗址内部不同区域遗存状况进
行摸底，这时我们就要用到专业工具
——洛阳铲。

关于“洛阳铲”的发明者，民间广
为流传着一种说法，他是河南洛阳附
近马坡村的一位村民，名叫李鸭子。
在 1923 年前后，他来到一个叫孟津的

地方赶集，逛了一会，便蹲在路边休
息。李鸭子平日里以盗墓为生，所以
他想的也是有关盗墓的问题。这时，
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包子
铺，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上打一个
小洞，他在地上打洞的工具引起了李
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工具
每往地上戳一下，就能带起很多土。
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马上意识到，
这个铲子要比平时使用的铁锨更容易
探到古墓，于是他受到启发，比照着工
具绘制了一个纸样，找到了一个铁匠
照纸样做了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
这样诞生了。1928 年，著名考古学家
卫聚贤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
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洛阳铲”便
成为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为贯彻落实全国妇联等部委《关
于开展“把爱带回家”儿童关爱服务“四
送”活动通知》的要求，1月15日，由云冈
区妇联、共青团大同市云冈区委、云冈
区教科局、云冈区民政局和大同市留守
儿童救助协会联合举办的“情暖童心
把爱带回家”为贫困留守儿童捐赠冬日
爱心包公益活动走进云冈区，为该区仝
家湾小学、和瑞一小、平泉一小3所小学
共捐赠近2.5万元的物品。

是日上午，大同市留守儿童救助
协会的爱心人士一行十几人冒着严

寒，先后为仝家湾小学、和瑞一小、平
泉一小三所小学送去爱心羽绒服。
一进仝家湾小学，看到孩子们在迎接
爱心人士的到来，天气虽然寒冷，爱心
人士看到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脸，大
家赶快忙活起来，尽快把带来的爱心
衣物送到孩子们手中。在和瑞一小捐

赠现场，孩子们高兴地试穿着新衣服，
“过年我又有新衣服穿了！我一定好
好学习，长大后回报那些关爱过、帮助
过我的人！”和瑞一小徐子玉同学在试
穿新衣后高兴地说。在平泉一小，孩
子们坐得整整齐齐，等待爱心人士的
到来，当爱心人士帮孩子们换上崭新

的衣服后，孩子们高兴地摸摸这里，看
看那里，小心翼翼地怕把新衣服弄脏。

云冈区妇联主席高建华说，虽然
天气寒冷，但这样的活动温暖了孩子
们的心。通过此次短暂的爱心之旅，
每一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更多
的是一份动力。

大同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冯
建军说，截至目前协会共捐助贫困留守
儿童数百人，总价值达十几万元。对于
留守儿童，我们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学习上给予关怀，心灵上给予引导。

本报讯 为加强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员队伍建设，促进博物馆专业人才
业务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
1 月 11 日，大同市博物馆 2020 年度专
业技术人员考核大会在大同市博物馆
一层多功能厅召开。

此次考核分为个人自评、专家测
评、群众测评三个部分，全体专业技术

人员以 PPT 演示的形式进行自我述
职，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工作业绩和工
作经验等。

考核结束后，大同市博物馆负责
人对此次考核大会作了总结，对此次
参与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充分肯
定，这是博物馆创新发展、规范运营的
重要举措。 （王利霞）

本报讯 家书是一种文化，也是一
种深情。1月 18日起，大同市妇联举办

“一封家书 把爱带回家”活动，面向
全市家庭征文，广大妇女儿童和家庭可
通过写家书、寄家书、晒家书等多种方
式参与。

据了解，此次以“一封家书 把
爱带回家”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征集时间
为 1月 18日至 2月 18日，为期一个月。

所有“家书”必须为原创作品，可以
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对父母的感恩、
对亲人的感谢或对子女的希冀。应征
作品可以是有着岁月沉淀的难忘回
忆，也可以是新近书写的真挚表达，
年代不限、形式不限、体裁不限、字
数不限。家书手写原稿电子照片、家
书电子稿，于活动时间截止前发送
至市妇联家儿部邮箱。 （李炯）

寻 访 老 口 泉
本报记者 赵永宏

阳高古长城是闻名遐迩的旅游名
胜。春天，它伴随守口堡的杏花绽放
异彩；夏天，它与油菜花、蓝天并美；秋
天，层林尽染的杏林为它抹上亮丽的
秋色；冬日，银妆素裹的边塞风光引人
入胜。一幅美丽的长城画卷聚焦众多
摄影爱好者的目光，同样也吸引了生
于斯、长于斯、重返家乡创业的杏花园
农庄女主人张月英，她为摄影爱好者、
游客打造了一个“远方的家”。

关于张月英回乡创业的传奇故事
早有耳闻，但百闻不如一见。去年盛
夏，首届长城花海展在长城乡镇边堡开
幕，醉翁之意不在观花的我赶回老家。
下午，约了本土摄影人卫忠兄和喜欢旅

游 的 几 位 本 家 妹 子
驱车前往。一路上，
掠 过 青 纱 帐 般 绿 油
油的庄稼地，在新修
的 长 城 旅 游 公 路 上
放 飞 着 小 鸟 归 林 般
快乐的心情，不一会
儿 便 来 到 了 慕 名 已
久 的 长 城 乡 镇 宏 堡
杏花园农庄。

眼前的杏花园农庄古朴而幽
静，步入院内，那挂在木亭两旁的红灯
笼，屋檐下一串串黄灿灿的玉米棒、红
辣椒与满园的花草果树令人顿觉步入
了梦中的桃花源。

推开蒙古包的门，大家围坐在木
茶几前，品茶、品书画、欣赏长城摄影作
品，仰望顶上那盏用枯树枝装饰而成的
精巧吊灯，大家沉醉其间。此时，一位
梳着精致短发，身着花连衣裙，文静秀
气的女子笑盈盈地从屋里走出来，原来
她就是我想见的杏花园农庄女主人。
没有事先约定的相见给了彼此一份欣
喜，一见如故的交谈显得十分自然随
意。酷爱摄影的秋雨先生为我们在爬

满豆角蔓的花廊前拍照留念。
走马观花地看完镇边堡长城花海

展，再返回杏花园农庄已是黄昏。女
主人已将丰盛的农家饭端进蒙古包。
品着只有在长城脚下才有的美味佳
肴，聊着女主人奶奶的独到厨艺，让我
从另一个角度感到她的故土情。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女主人对这片
热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1974 年出
生的她，初中毕业后在长城乡小学教
书，1993 年至 2014 年携家在外打拼，但
她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当她
得知家乡准备开发乡村旅游的消息后，
便及时与当地干部了解、沟通，又和热
衷于拍摄古长城风情的北京籍秋雨老
师商议，决定于 2014 年 4 月回乡创业，
开办阳高县杏花园农庄扶贫摄影基地。

为了更好地宣传长城文化旅游，
张月英利用自己的杏花园农庄做了许
多鲜为人知的事情。随着客流量的增
多，最初的扶贫摄影基地已难以满足
需求。她又投资 3.2 万元在长城乡购
买了 2.3 亩地的大院，经建设改造为可
接待 50 多人的杏花园农庄。同时安
置村里的部分闲散人员。2016 年，在

镇宏堡村、二十六村分别选择了 3 户
有接待能力的人家。到目前，杏花园
农庄共接待骑行、旅游、休闲度假、摄
影团队 80 多批次，480 多人次。

张月英深深地爱着这方热土，总
想着要让这里的百姓过上好日子。吸
引外地团队到此休闲度假，开展基地
体验活动，同时将土豆、本地羊肉、杂
粮等农产品推荐给旅游团队，帮助当
地老乡拓展销路。自己开荒试种 2 亩
海棠，为下一步打造乡村旅游采摘园
打基础。春节，她为村里的五保户、孤
寡老人准备年夜饭，还坚持多年救济
特困户，并为一名特困户在农庄找到
了工作。在农庄建起澡堂，提供证照
的照相服务，让一些五保户孤寡老人
终身免费洗澡、免费拍照。为解决村
里老人看病难问题，她主动联系协和
医院医生免费义诊，发放备用药。

张月英还提出关于合理开发保护
长城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尤其是对无
人村落的保留和合理利用，她都有自己
独特的见解。张月英不仅是一位企业
家，也是一位勤奋耕耘的作家。她的作
品情感真挚，乡土气息浓郁。她的散文

《阳和四月情》描绘春寒料峭中傲立枝头
的杏花，从长城脚下深情款款地走来。
她的愿景是，开发康养度假村，还都市人
一个“田园梦”，开启“全域旅游计划”，实
现诗和远方一起上路。

长城脚下的“花木兰”
杨水晶

爱 在 这 里 涌 动
本报记者 李炯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大同市博物
馆学术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术
评议、审核职能，提升学术研究水平，1
月 11 日，大同市博物馆 2021 年学术委
员会换届选举会议在大同市博物馆一
层多功能报告厅举行。会议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会上，相关负责人首先对上届学
术委员会工作作了简要总结。经全员
举手表决，选举产生新一届学术委员
会，曹臣明担任主任委员，韩生存、刘

贵斌担任副主任委员，段晓莉担任秘
书长。

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同市博物馆
新一届学术委员会要承担起学术引领
的重任，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和交
流活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博物
馆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全馆专业学
术活动有序开展，为大同市博物馆的
建设和发展注入新活力。

（王雅玲）

大同市博物馆召开 2021年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

大同市博物馆召开 2020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大会

市妇联“一封家书 把爱带回家”主题征文活动启动

人民的正义 余飞 东方出版社

郭论 郭德纲 湖南文艺

微表情 姜振宇 中国友谊

轻狂 巫哲 文化发展

傅雷家书 傅雷 三联书店

本报讯（记者 冯桢）畅游三晋大
地，品读华夏历史，坚定文化自信，体
味精彩人生。为进一步宣传和推动

“游山西·读历史”活动深入开展，由大
同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游
山西·读历史”网上征文活动在 1 月 15
日启动，省内外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
极投稿。

此次征文活动要求围绕“游山西·
读历史”，紧扣“华夏古文明 山西好风
光”主题，充分展示山西地域元素、资
源优势和历史文化精髓，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讲好山西故事。借以提升山
西文化旅游的认知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激发起人们畅游三晋大地、品读华
夏历史的热情。

应征作品体裁为散文、游记，篇幅
以 1500 字左右为宜，应征作品发送至
活 动 收 稿 邮 箱 ：datongwenlv@163.
com，投稿作品正文后附作者真实姓
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联
系电话等信息。3 月中旬获奖作品将
在网上进行公示公布，并向获奖者颁
发证书和奖金。

考古探秘系列之“考古时间轴”（上）

王雅琪

“游山西·读历史”征文活动应者踊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