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6月 30日 星期三 8 文旅周刊文旅周刊 Email:fz80008@163.com责编/版式 赵永宏

文艺创作表演 文艺交流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 舞台设备租赁

大同市歌舞剧院

地址：经济开发区柳莺路樊庄文化产业园
QQ：345014025@qq.com
电话：0352—5375933

书香云冈区
全民阅读领导小组办公室

美 丽 大 同
书 香 云 冈

书 名 出 版 社作 者

现代中国的历程 黄仁宇 中华书局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商务出版社

目光 陶勇 百花洲文艺

平凡的世界 路遥 北京十月

下沉年代 帕克 文汇出版社

夜谭续记 马识途 人民文学

地址：新泉东街8号魏都古玩城C座负一层

电话：2898777 7692888

云冈书城 畅销书排行榜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 21、22 层丨邮编：037010 丨本报发行公司发行丨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丨开印时间：1 时 印完 5时 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6034132 要闻部 2043974 广告热线：2023122 发行热线：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2429838

大同书城 畅销书排行榜

地址：魏都大道店(商医岗西侧)

电话：2992388

书 名 出 版 社作 者

杀死一只知更鸟 哈珀 译林出版社
红楼梦 曹雪芹 中华书局

曾国藩家训 檀作文 中华书局
世说新语 朱碧莲 中华书局

平凡的世界 路遥 北京十月
苦难辉煌 金一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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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电影（微视频）剧本
创作、拍摄
专题片制作

主办主办：：大同市总工会大同市总工会
承办承办：：大同日报社大同日报社

大同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大同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中国梦中国梦··劳动美劳动美
——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全市职工主题征文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fzfz8000880008@@163163.com.com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文化遗产的精髓之地，随着社会的
发展，博物馆在现代社会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博物馆之间
的联动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国际博
物馆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加。不管是国
内博物馆还是国际博物馆组织的活
动，都是基于让文物“活”起来、

“动”起来的理念。为此，大同市博
物馆通过联展、借展、巡展等一系列
展览形式，扩大馆际展览合作，提升
藏品资源利用率，加强与国内甚至是
国际博物馆之间的文化交流。

大同市博物馆从引进展览到推
出展览，从联合办展到独立承办展
览 ， 切 实 整 合 藏 品 资 源 ， 打 破 地
域 、 行 政 级 别 限 制 ， 建 立 共 享 平
台，支持联展、借展、巡展等一系
列 临 时 性 展 览 ， 扩 大 馆 际 展 览 合
作 ， 真 正 做 到 了 让 文 物 “ 活 ” 起
来、“动”起来。

一、采取“走出去”策略，促
进区域文化交流

大同市博物馆是在原大同古迹
保管所与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1959年馆名初设，历经
60余年的发展，目前馆藏珍贵文物有
17万件 （套），是晋北地区最大的历
史博物馆，也是山西地区仅次于省博
物院的第二大综合性博物馆，藏品资
源极为丰富，尤以北魏、辽金时期的
文物为最，这一时期的文物既是馆藏
精品，又代表了该地区深厚的文化
内涵。尽管如此，由于馆内展陈面积
有限，大量精品文物不得已只能沉睡
库房。为了让这些文物“活起来”、

“动起来”，大同市博物馆采取“走出
去”策略，通过独立办展或联合办展
的 方 式 让 藏 于 库 房 的 文 物 “ 走 出
去”，在扩大国内馆际交流的同时，
又充分地利用了藏品资源，促进了我
市历史文化的宣传与互动。

自 2015 年底开始，大同市博物
馆独立策划了“西京印迹——大同
辽金元文物展”，该展览精选馆藏

辽金元时期精品文物 131 件 （套），
通 过 对 文 物 的 深 入 解 读 及 展 品 组
合 ， 以 “ 民 俗 风 情 ”“ 窑 火 神 韵 ”

“魂系所归”“壁彩丹青”四个单元
向各地巡展的观众展示和再现了辽
金元时期西京大同的历史风貌与独
特的地域文化。截至 2020 年 6 月，
该 展 览 先 后 在 北 京 辽 金 城 垣 博 物
馆、镇江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昌吉州博
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邯郸市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柳州
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黔东南州
民族博物馆、遵义市博物馆、孝感
市博物馆、武汉博物馆、鄂州市博
物馆、宜春市博物馆、中国陶瓷博
物 馆 、 上 饶 博 物 馆 等 进 行 巡 回 展
览 ， 涉 及 地 区 有 北 京 、 河 北 、 福
建、广西、贵州、湖北、江西、江
苏、新疆等。通过这种文化与信息
的交流，切实做到了让藏品“活起
来”、“动起来”，使藏品价值得到
了有效的推广与传播。

此外，在独立策展推动文物“走
出去”的同时，还以联合办展的方式
让文物“走”出去。2016 年 7 月至 9
月，大同市博物馆与甘肃省博物馆
联合举办“从平城到敦煌——甘肃
与大同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提供
馆内精品文物 45 件（套），这些文物
以独特的视角、精致的造型讲述了
丝绸之路那段早已尘封却依旧辉煌
的岁月。次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大
同市博物馆又与深圳博物馆联合举
行《平城·晋阳：山西出土北朝文物
精品展》，出借馆内北朝典型文物共
计 61 件（套），将北朝文物推介到深
圳。

促进区域合作 加强文化互动
——大同市博物馆开展多路径展览探析（一）

大同市博物馆 王利霞

近日，由山西大同大学新闻学院融
媒体中心 、云 深 处 工 作 室 出 品 的 三
维 动 画 作 品《北 魏 庖 厨 宴 饮》以 数
字 化 方 式 展 现 民 族 融 合 史 ，以 三 维
动 画 讲 述 北 魏 平 城 时 代 人 们 的 生 活
场 景 ，整 个 画 面 形 象 逼 真 ，故 事 生
动 ，极 具 震 撼 力 和 艺 术 感 染 力 。 当
前 ，在 弘 扬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过 程 中 ，
不 少 人 感 受 到 了 其 中 的 乐 趣 。 大 同
人 也 正 在 用 各 种 创 新 的 形 式 为 传 统
文 化 赋 能 。 穿 着 汉 服 游 古 城 ，考 古
盲 盒 看 变 迁 ，文 创 雪 糕 品 文 韵 ，3D
打 印 、VR 等 新 技 术 应 用 ，舞 蹈 、影
视 等 表 现 形 式 ……多样化的打开方
式，新颖独特的表现手法，让传统文化
展现出独具魅力的文旅内涵。

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
随着“文创热”的兴起，不少传统

文化绽放出新的活力。各种奇思妙想
让一些文创产品“爆款”频出，传统文
化和文物古迹也以更加鲜活的形象走
进公众视野。

文创雪糕打卡景区，增强了游客

与景区的亲近感。炎炎夏日，尝一口
雪糕，舒爽之后收藏到的是一份“景区
念想”。悬空寺雪糕让我们看到了“浮
雕”文化的美轮美奂，云冈石窟雪糕令
游客感受到创意的新奇特。

遗址考古带火乡村文化，村民乐
享传统文化成果。“北漂”20 多年的云
州区吉家庄村村民陈洪浪本以为会跟
故乡越来越生疏，没想到回乡后切实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吉 家 庄 考 古 国 际 研 究 基
地，他明白了在大同聚居的先民是怎
样的一幅生活场景，明白了他们为人
类进步创造了怎样的文明成果。新石
器时代聚落遗址位于吉家庄村，让他
感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豪感。中国人
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前表示，未来，
他们就是想引导本地村民接近考古文
化，让他们成为吉家庄考古遗址的“讲
解员”，以村民更接地气的原味讲述,展
示吉家庄遗址的千年文明。

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撑
在 网 络 技 术 赋 能 传 统 文 化 的 当

下，创新与传统文化同声相应，讲好大
同故事有了新表达。

在云冈石窟监测中心，云冈石窟
内各项环境因素的实时数据在大屏上
不断闪现。这个监测中心拥有 250 个
监测点，像嵌入各个洞窟的神经元细
胞，时刻感知、传输着所有窟
内的每一个细小变化。“除了
数 字 化 监 测 ，我 们 一 直 在 对
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云冈
研究院监测中心研究员任建
光 表 示 ，数 字 化 采 集 的 数 据
由 于 其 数 据 全 面 、成 像 质 量
高 ，在 文 物 研 究 和 保 护 研 究
方 面 有 很 高 的 价 值 ，对 文 物

数字化采集后可以进行 3D 打印，从而
让文物“走出去”。根据计划，“十四
五”期间将完成全部石窟的数字化采
集工程。

为文化传承绽放时代风华
如何在文旅深度融合中让文化活

起来，原创舞蹈诗剧《天下大同》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

《天下大同》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亮
相。在《瑰宝云冈》一幕中，360 度旋转
舞台上，亦真亦幻的飞天舞展示了云
冈灿烂文化，唯美的空间艺术、虚实结
合的画面、时空交错的冲击、刚柔并济
的舞蹈动作，带给观众很强的观感。

让历史“动”起来，让文化“活”起
来 。 传 统 文 化 的 保 护 传 承 关 键 在 于
活化利用，要与现代人的认知需要和
精 神 需 求 相 契 合 。 正 如 河 南 卫 视 播
出的《端午奇妙游》开场水下舞《祈》
一 样 ，舞 者 在 水 下 衣 袂 翩 跹 ，拂 袖 起
舞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艺 术 完 美 融 合 ，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采访中，本
地不少文化旅游界人士表示，充分挖
掘和利用我市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
化 资 源 ，加 强 文 化 系 统 性 保 护 传 承 ，
让“ 活 ”起 来 的 传 统 文 化 在 大 同 文 旅
融合中生根开花，用璀璨文化之光照
亮大同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是
未来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用传统用传统文化赋能大同文旅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图为参观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吉家庄考古国际研究基地考察图为参观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吉家庄考古国际研究基地考察

一份普通工作，可以满足一个家
庭的普通需要，也能符合一个普通人
的愿望。因为普通的人做着普通的工
作，就拥有着普通人的欢乐忧愁，也
享受着普通人的惬意自由。

教师是这世间最普通的职业之一。
而我，便是这普通职业中的普通一员。

教师的普通在于平朴，平朴的衣
着，平朴的心灵。衣着就是一个人的
精神风貌的外在体现，折射出他们的
内心世界的朴实无华，不求名利。教
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的职业，这个
职业，只有热爱它的人，才能几十年
如一日地坚守在这个行业里，奋力前
行，赢得人们的尊重。他们按照规定

的时间上班，按照制定的
条例进行管理，按照设定
的目标进行讲解，按照科
学的规律进行引导和教育。

教师的普通在于平淡，平淡的生
活 规 律 ， 平 淡 的 人 生 脉 络 。 一 日 三
餐，多是粗茶淡饭，很少有闲暇，很
少外出旅游，所以也才有了“世界那
么 大 ， 我 想 去 看 看 ” 的 豪 言 壮 语 和

“世界那么美，我想去看海”的天真想
法。缺少锻炼的亚健康状态让一些教
师受到疾病折磨，但他们仍然是奋力
前行，这便是教师的风采！这便是他
们照耀着人类社会的熠熠光辉！

教师的普通还在于平静，平静地
工 作 ， 平 静 地 备 尝 艰 辛 。 教 师 的 平
凡 在 于 默 默 无 闻 地 坚 守 在 自 己 的 岗
位 上 ， 任 劳 任 怨 ， 自 觉 自 律 。 他 们
教 学 之 外 的 时 间 ， 更 多 的 还 在 积 极

读书——为的是诲人不倦，强化自身
修 养 。 图 书 馆 里 ， 办 公 室 内 ， 三 个
一 群 ， 五 个 一 组 ； 一 个 问 题 ， 争 执
到 面 红 耳 赤 ， 最 后 到 心 悦 诚 服 。 或
者 发 表 意 见 时 高 谈 阔 论 ， 口 若 悬
河 ； 或 者 交 流 体 会 时 力 主 一 词 ， 舌
战 群 儒 。 他 们 忘 我 地 钻 研 ， 正 如 地
下的树根默默使劲，默默积蓄，默默
成长。

教师的普通在于平凡，平凡地出
生，平凡地离去。也有降临世间的啼
哭，也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经过
千锤百炼的打造和精雕细琢的磨刻之
后，意气风发地走进校园。站上讲台
的时候风华正茂，阔别校门的时候白
发苍苍。工作的时候，鼓足干劲阳光
灿 烂 ； 退 休 以 后 ， 不 失 时 机 发 挥 余
热。他们从不以文化人自居，却在生
活中总是以文化人要求自己的言行，

他们以知书达理的形象，儒雅文明的
举止，走向精彩，走进美丽，走到优
雅。

教师本身并不一定伟大，但因为
他们从事着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变
得崇高起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就是给少年播下理想，给青年指引方
向，给老人温暖感觉，给全社会带来
光明！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袁老新
去，谷已丰矣；“十年之计，莫如树
木”，青山绿水，树正苍劲；“百年之
计，莫如树人”，文韬武略，宜国宜
家！回看昨天，飞天利器，已上九天
揽月；展望明天，蛟龙出海，正待下
洋捉鳖！毋庸置疑，健儿出征之时，
羽翼丰满，必将风尘翕张；英雄归来
之日，白首笑看，定是云起云灭……

我为自己是一名教师而自豪！

我自豪 我是一名教师
李保定

12 时，我与站换的火车司机在调
度室出勤后，汽车载着我们在山路上
盘旋，向湖东二场驶去。

湖东二场距段七公里，是大秦铁
路湖东地区最偏远的站场，所有晋煤
外运的列车，都在这里编组；这里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夹在群山的中间，荒
芜人烟。站场外，只有一片片野生的
沙棘树在坡内顽强地生长着，放眼望
去，满目的苍黄和荒凉。

10 多年前的 7 月，正是施工季节，
为了保证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机关
组织了站场写实，12 时至 15 时，关键站
场的关键点。我随司机老陆来到了行
修室，司机负责把午饭捎来。行修执
班的是大刘，大高个，厚嘴唇，憨厚木
讷。接过老陆送来的饭，他大口大口
地吃起来，此时是 12 时半，看来他真饿
了，两盒菜、两盒米饭吃个净光，又倒
上 开 水 冲 了 一 下 菜 盒 ，当 汤 喝 了 下
去。发现我正在看着他，大刘不好意
思地笑了，他说：“中午饱饱地吃上一
顿 ，晚 饭 就 没 谱 儿 了 ，啥 时 有 站 换 点
儿，啥时才能吃上晚饭。”司机老陆介

绍说：“湖东二场这个行修点儿，每两
年轮换一次，来的都是大拿，车上有个
小活儿碎活儿手到擒来不在话下。在
这 荒 山 野 岭 待 上 两 年 ，人 都 待‘ 傻 ’
了。”大刘寡言少语，他身边有一个小
收音机，这收音机一直开着，他小睡的
时候也没关上，这边单田芳用沙哑的
嗓子说着水浒，大刘那边发出了轻微
的鼾声。

大刘的手机忽然响了，大刘“噌”地
一下坐起来，“车上有活儿了”。大刘从
屋内推出自行车，我目送大刘朝机车骑
去。这是一组 2万吨重载列车，由 4台韶
山 4型电力机车牵引 201辆运煤专用敞
车，全长 2656 米，大刘从机车尾部骑到
机车头部，要骑 15 分钟。我目光远眺，
大刘像一个小黑点儿，转眼就看不见了。

我在站场内巡视，填写巡视记录，
一个胖胖的火车司机气喘吁吁地跑来

问：“师傅，我们班儿没事儿吧？”看着一
脸惊慌的大车，我说：“没事儿。”他这才
如释重负地走了。看来，站场写实效果
不错，制造了不少紧张空气呢。

艳阳如火，大地烤得如蒸笼一般，
我找了一块儿荫凉地休息。一个拿着
红绿旗的老师傅走过来说：“师傅，大
热天的，吃几块儿西瓜解解渴吧。”老
师傅拿来西瓜，我推让了一番，老师傅
说：“别客气，咱们是一家人。”老师傅
这句话亲切入耳，我谢过老师傅，拿起
西瓜吃了起来，顿觉这西瓜甘甜无比，
滋润心田。我和老师傅聊了起来，老
师傅姓胡，车务驻点儿的助理值班员，
今年 58 岁了，再干两年就退休了。我
发 现 胡 师 傅 的 裤 腰 上 扎 着 一 条 红 领
带，显得特别有趣。那还是上世纪九
十年代，新式路服配发领带，老工人们
哪会打领带呀，就把扎在脖子上的领

带当成腰带了，许多老工人都是这副
打扮。一位铁路诗人，曾把这个细节
写进了诗里。老胡说：“干了半辈子铁
路，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小站，退休后，
一定要领上老伴儿坐回卧铺，去北京
转转。”胡师傅说的一脸轻松，我的心
情却格外的沉重，干了半辈子铁路，却
没有坐过卧铺，这样的老工人，何止是
老胡一人呢？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站换的汽车
来了，我随站换的机班返段。本想告别
一下，大刘在车上干活儿还没回来，老
胡正在站场接发列车，望着站场内一列
列整装待发的列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在这遥远的地方，机务、车辆、车
务、公安共同守护着这个站场，他们与
大山为伍，与寂寞为伴，在同一个屋檐
下，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一个西瓜分着
吃，可不就像一家人嘛！

绵延 653 公里的大秦铁路，有许多
像大刘、老胡这样的奉献者，无怨无悔地
守护着这条被誉为“中国第一路”的铁路
线。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默默的付出，
成就了铁路人生。

我曾专门凭吊过位于煤峪口矿
的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望着坑内
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骨，我
的心在痛、在滴血……大同煤矿曾经
有 过 苦 难 深 重 的 岁 月 ，记 住 这 段 历
史 ，我 们 会 更 加 珍 惜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我们才会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从农村来到
大同煤矿当矿工。父亲刚来矿上，是个“文

盲”，后来通过参加“扫盲班”学到了文化知
识，成为矿上的生产骨干和劳动模范。

父亲的工友马六孩、连万禄在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全国采掘队组
竞赛中夺得全国冠军，“马连掘进组”

成为当时全国煤矿大军的排头兵。马
六孩的先进事迹也时时激励着我们。

如今，我家和其他矿工家庭一样，
迁 入 宽 敞 明 亮 的 新 居 。 父 亲 从 煤 矿
退 休 荣 获 原 煤 炭 部 颁 发 的 荣 誉 矿 工

奖章。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已退休，
正安享晚年，我们的孩子有的在煤矿
工 作 ，有 的在大学里读本科、上研究
生。

矿工住宅小区，道路宽阔、环境优
雅。小区外的公园绿树成荫、鲜花盛
开。花丛中，绿荫下，休闲的矿工及家
属在尽情地跳舞、歌唱。看着这喜人
的景象，我想起父亲曾对我们说过的
话：饮水思源感恩党。

本报讯 （记者 冯桢） 6 月 21
日是农历辛丑年夏至，是日上午，在
鼓楼东街，来自大同市中医药界和文
化界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
广盛原中医药文化博览苑、同药集团
中医药文化基地揭牌仪式。

广盛原中医药公司的前身是大同中
药厂，其历史可追溯到 1580 年 （明万
历八年），历经四百余年沧桑变迁。“广
盛 原 ” 于 2021 年 被 授 予 “ 三 晋 老 字
号”称号，肩负起了弘扬传承大同中医
药文化的时代使命。

此次广盛原中医药文化博览苑、

同药集团中医药文化基地揭牌启动，
使大同中医药文化有了展示、传承的
新 基 地 。 在 广 盛 原 中 医 药 文 化 博 览
苑里，陈列着多种中药和制药工具、
器械，展示了中药的炮制过程，也记
叙 了 中 华 医 药 的 制 作 历 史 、 创 新 过
程 。 在 这 里 不 仅 可 以 了 解 中 医 药 历
史，还能体验一把制作中药的乐趣。

广盛原中医药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武耀说，寓教于乐，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医药，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也是广盛原追求“让年轻人爱上中
医药”的使命与担当。

在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孟小军

大同中医药文化有了传承新基地

《大泉山变了样》（国画） 白云作

从眼里浸入心底的喜悦
刘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