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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曲原汁原味的北路梆子和
晋剧，观一场幽默风趣有生活气息的
大同数来宝，看一次铿锵有力的云中
大锣鼓，品一段民风淳朴的耍孩儿和
踢鼓秧歌，吃一碗带着烟火味的刀削
面，再自己动手做一个形象逼真的面
塑、泥人……这些难忘的非遗体验，
是我们美好的旅行记忆。”回忆起大
同非遗，山西人文地理学者姜剑波、
太原高级导游牛刚、全国金牌导游张
晓旭内心充满感动，他们无数次在旅
游体验之旅和网络直播中推荐大同
非遗。

近 年 来 ，在 文 旅 融 合 的 大 背 景
下，我市在挖掘非遗项目内涵、讲好
非遗故事、传承非遗项目等方面，积
极探索有效发展路径，形成文旅融合
发展新格局，不断扩大古都大同知名
度和影响力。

非遗文化让游客“留下来”。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旅
游的目的从单纯地看景点转变为感

受文化内涵，从匆匆忙忙到此一游转
变为舒心放缓的休闲游。游客希望
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风景、感受
不同的风土人情。因此，多元化的非
遗旅游项目成为大同文旅融合的吸
睛点和“吸金点”。

以前在春节、庙会期间才能看到
的剪纸、面塑、皮影、吹糖人等非遗表
演，如今在一些景区已经成了常态化节
目。盛向东砖雕、木雕手工制作已经成
为大同非遗的闪亮名片，吴秀梅蒙眼剪
纸让各地游客惊叹不已，邬洁继承康氏
绢人技艺，制作的产品给人赏心悦目、
形象逼真之感，王占斌八法拳在力与美
中感受刚劲的大同功夫……来到大同，
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
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闯关东，下江南，不如在家编花
篮 ”“ 南 走 北 走 ，不 如 在 家 编 筐 种
柳”……近日，在广灵县巧娘宫基地，
非 遗 文 化 直 播 活 动 吸 引 大 众 眼 球 。
主播们为网友推荐了巧娘宫手工编

织品、广灵剪纸、大同铜火锅等非遗
项目，让历史悠久的非遗技艺通过直
播走进大众视野。在一个半小时的
直播中，线上销售手工编织品、剪纸、
地方农特产等 2万余元。

大同京汣文化创意传播中心从
人的角度拍出有温度、有质感、有韵
味的 30 余部大同非遗专题片，引发人
的情感共鸣，唤起人的文化记忆，从
而让人感到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创团队通过
深入了解大同非遗文化，创新性呈现
大同本土非遗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
人、艺术家和受众对非遗文化的多元
化思路，并利用各种为民众所喜闻乐
见的艺术表达形式，加强产品与人的
情感互动，进而提供更多文化传播方
式与推广的可能性，为非遗文化的传
承注入一股创新活力。

非遗生活绽放文化活力。近年
来，为让非 遗 得 以 更 好 地 传 承 和 保
护 ，我 市 多 措 并 举 助 力 非 遗 传 播 ，
让 非 遗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在 现 代 生 活
中 绽 放 出 更 加 迷 人 的 光 彩 。“ 旅 游
与非遗的融合让非遗传承保护更具
活 力 ，也 赋 予 旅 游 更 为 蓬 勃 的 生 命
力 。”市 文 旅 局 非 遗 科 科 长 李 波 说 ，

“ 我 们 就 是 要 不 断 增 加 旅 游 业 态 新
供 给 ，让 看 非 遗 、听 非 遗 、乐 非 遗 、
品 非 遗 、享 非 遗 融 入 全 域 旅 游 大 格
局 ，使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和 旅 游 发 展得
到互利双赢。”

值得关注的是，为更好地促进非
遗 文 化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我 市 积 极 开
展“ 非 遗 进 校 园 ”活 动 。“ 非 遗 进 校
园 ”活 动 是 大 同 市 文 化 馆 针 对 在 校
学生的一个公益项目。开展非遗互

动趣味课、非遗展演展示活动，让更
多的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
的 了 解 。 耍 孩 儿 、罗 罗 腔 、北 路 梆
子、二人台、晋剧等五个戏曲非遗项
目 通 过 服 装 、道 具 、动 作 、唱 腔 的 展
示，戏剧基础知识的普及，工艺美术
等 非 遗 项 目 的 实 物 展 ，精 心 制 作 的
图 文 并 茂 的 项 目 展 板 ，为 学 生 们 打
开 了 一 扇 新 鲜 、新 奇 的 民 间 传 统 艺
术之门。

“开设线上课程，规划非遗项目
展示基地，让学习非遗技艺不再受到
地点、时间、传承人的限制，让更多爱
好非遗技艺的人们随时随地学习非
遗 技 艺 。”市 文 化 馆 馆 长 彭 向 宇 说 。
在加大非遗传播力度方面，市文化馆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和抖音帐号推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片、短视频、网
络视听作品展映等活动，力求让更多
非遗走进大众视野，激发传承传统文
化的热情。在我市非遗文化传承与
保护工作中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

“约定”，每一次举办同非遗相关的活
动，就会有一大批新的非遗产品被制
作或创作出来。

非遗为大同文旅发展增添“新动
能”。省文旅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推动大同非遗深度融入旅
游线路。业内人士认为，打造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体验游、非物质文
化遗产美食品鉴游、非物质文化遗产
演艺观赏游、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参
与 游 等 主 题 线 路 ，植 入 更 多 文 旅 场
景，形成非遗项目向旅游业态、场景
创新转化，为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发
展点燃新引擎、增添新动力。

非 遗 传 承 为 文 旅 融 合 添 新 彩
本报记者 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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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市旅游集散中心客运从
青涩走向成熟，从懵懂走向坚定。正
是因为有了各界人士的陪伴，“集散客
运”才能在旅游客运这条快乐、健康、
安全之路上风雨无阻。

夏风微动，便是初识。 2017 年 7
月，“集散客运”同时购入 20 辆旅游大
巴，首次与大家见面。市旅游集散中
心成为首家开通大同到云冈石窟、恒
山、悬空寺、应县木塔、五台山等景区
的旅游直通车，以及大同四区六县及
周边旅游景区直通车的单位。

同年 9 月，“集散客运”推出了“免
费乘车 畅游大同”活动。也是从这时
起，大同市全域旅游直通车便成为“集
散客运”的标志性项目。

幸福守望，杏韵花开。 2018 年 4
月，阳高杏花节在守口堡旅游景区举
办，为满足广大市民赴阳高守口堡观
赏杏花的需求，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
开通杏花节旅游直通车，对阳高县各
旅游景点进行分类整合，推出了一批

“一日游”“深度游”精品线路，推动阳
高县全域旅游发展。

开幕式当天共输送游客 400 多人，
不仅极大地拓宽了阳高县特色农产品
销路，还有力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成
为文旅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激昂奋进，舞动青春。2018 年 10
月，第七届全国职工全健排舞大赛在大
同大学启动。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承担
此次赛事近 2000人的住宿、餐饮、接送、
赛事用车、旅游服务等全程接待工作。

五湖四海，相约古城。 2020 年 1
月，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成为首家承
办并运营“大同古城旅游直通车”惠民
项目的企业。这是继云冈石窟、恒山、

悬空寺旅游直通车开通后，大同全域
旅游又一开创性便民、利民之举。

大“疫”面前，尽显担当。2020 年 4
月，大同大学毕业年级学生分批错峰
返校。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作为大同
大学战略合作伙伴，承担起本次毕业
生复学接返工作。

京西福地，大美灵丘。2020 年 10
月，第六届全国民宿大会暨大同市乡
村民宿产业发展大会在灵丘县举办，
作为承办方之一，大同市旅游集散中
心承接了此次活动的接待任务。

优秀团队，赢得认可。 2021 年 4
月，大同市平城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同市旅游集散
中心为本次会议提供车辆服务。

共同回顾，崛起之路。2021年11月，
平城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人大代表“五大
场馆”现场观摩会。本次活动由集散中心
客运公司为代表们提供车辆保障。

清凉古都，消夏大同。 2021 年 7

月，“清凉古都 消夏大同”全域旅游季
精品线路直通车启动。

开通的长城历史文化全域旅游线
路、红色历史文化全域旅游线路、美丽
乡村休闲全域旅游线路皆由大同市旅
游集散中心客运公司作为车辆运营单
位，承担所有线路用车。

研学之旅，你我同行。 2022 年 8
月，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联合耕读书院
共同打造“行走的北纬 39度”研学营。

6 天时间，600 人的团队，在专业导
师的带领下，集散中心客运公司圆满
完成车辆运行任务。

以上是五年来大同市旅游集散中
心客运工作的缩影，感谢社会各界五
年来的陪伴与督促，正是因为有了大
家的信任与鞭策，我们才能在如此短
暂的时间里获得长足的进步。

让我们挥别 2022，携手 2023，携手
美好的风景，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刘超

“ 集 散 客 运 ”携 手 美 好 时 光

守 护 城 市 文 脉 ， 探 寻 老 大 同 记
忆。和阳南门往北 50 米，有一处下
沉式四合院，犹如一颗唤醒老大同人
回忆的“明珠”，它就是大同市博物
馆分馆——平城记忆馆。

平城记忆馆，2011 年 9 月 29 日开
馆，历经十余年运行开放。2022 年 8
月 10 日，展览进行升级改造，预计
将于 2023 年初重新对外开放。

升级改造后的平城记忆馆展出藏
品 294 件(套)，重点文物 25 件 （套），
新的展览主题——老大同记忆展以历
史 发 展 为 脉 络 ， 展 现 大 同 城 从 近 代

（1840 年） 到 二 十 一 世 纪 的 历 史 记
忆，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包括晚清、
民国、新中国成立初三十年、改革开
放后四十年。馆内设立四个展厅，分
别为沧桑的故土、萌动的边城、奋进
的岁月、变革的时代。

城市记忆是时间流逝所留下的痕
迹。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大同一百多
年的历史，浓缩在这一方四合院中。
通过图片、实物以及老大同故事，为
你讲述近现代大同城真实而沧桑的那
段历史。走进这里，就是走进时代的
存续革新、城市的发展变迁、企业的
兴衰荣辱、居民的衣食住行；走进这
里，就是走进咱们的城，咱们的家。

鸦片战争后，衰老的大清王朝已
无法全力抵挡来自帝国主义的入侵。
随着 1860 年中英 《天津条约》 签订，
天津成为通商口岸，身为其腹地的大

同也面临着列强的渗透。城市一方面
承受着西方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在守
护着固有的传统。在由传统楼阁、牌
坊、庙宇、民居、城墙所构成的城市
轮 廓 中 ， 出 现 了 高 耸 入 云 的 教 堂 尖
顶。悠扬的驼铃将城内老字号生产的
铜器沿万里茶道带去恰克图，也将天
津港卸下的洋火、煤油和呢绒带到城
内新开的洋行。私塾开始走向没落，
古 老 的 云 中 书 院 变 成 了 大 同 府 中 学
堂。李殿林、厉时中这样的博学鸿儒
依然受到尊重，也出现如兰承荣这样
选择留学东洋的后生晚辈。市井阶层
依然喜欢在看戏和听评书的过程中接
受关于忠孝节义的教诲，但也会好奇
街市上拉洋片的摊位。这说明整个社
会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全国如此，大同亦然。整个国家亟需

一场风暴来涤清封建帝制的余辉，迎
接新的一天。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大同，历经变
革、战乱、和平、发展，旧传统与新
风尚碰撞，在艰难曲折中，城市走向
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张绥铁路的开通，
大同的煤炭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保晋矿务公司大同分公司揭开了近代机
器采煤的序幕。之后经过了第二次直奉
战争和晋奉战争，大同的商业恢复起
来，商铺鳞次栉比，尤以皮毛加工和茶
叶贸易为代表。广丰茶庄、慎利恒都是
当时有名的字号。新式学校、商铺、医
院等建筑的兴起，见证了城市建筑风格
的多元变化。近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文
化传媒行业的变革，电话、电报、邮政
事业兴起，报纸等新兴传媒手段的普及
和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修建，提高

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多样性。后来，
日寇无情的入侵打断了大同的发展，掠夺
式经济使得城乡居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大同人民翘首企盼新的太阳照亮所
有的黑暗，重新带来和平的日子。

1949 年 5 月 1 日，大同和平解放，
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的三十年来，大同经济发展迅速。由新
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度
匮乏，到后来城乡居民维持基本的生产
生活逐渐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电力、机
械、化工、建材、轻纺等全面发展，新
型工业城市，国家重要煤炭能源基地初
步形成。城市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旧城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居
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均有了显
著的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同市经
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发展有了日新
月 异 的 变 化 。 产 业 结 构 上 ， 改 变 了

“一煤独大”传统经济结构模式，着力
开发非煤产业，全面推进新兴产业。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老工业基地
的大同，已经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和
机械制造为主体，化工、制药、电子等
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的城市，是1984年国
务院首批批准的 13 个“较大的市”之
一。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的不断深入，大同的很多产业无论从

产品更新、技术升级及管理方面与沿海
地区相比显现滞后的情形，许多企业发
展出现困难。市政府及全市企业积极探
索改革发展创新之路，着力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旅游业、新能源
等第三产业及新兴工业，实现了支柱产
业多元化。

平城记忆馆的文字、图像资料让
你看到大同昔日面貌。

在平城记忆馆伫立着一座大钟，
四面都有表盘，这座建筑钟正是红旗
广场南侧邮电大楼的构件，位于邮电
大楼的顶端，于 1981 年 12 月完工，内
装 2000 门纵横制自动交换机。邮电大
楼总面积达 466 平方米，分主厅、东
厅、西厅，为当时全省邮电系统最大
的营业大厅。

红旗广场始建于上世纪 50年代,经
过数次改造,成为大同市著名的市民休闲
广场和文化娱乐中心。数十年里,这里留
下几代大同人难忘而美好的记忆。为了
城市发展，遵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
程，随着西城墙的合拢，红旗广场也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老大同的地标性建
筑——红旗广场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历经四个时
代不同历史轨迹的洗礼，晚清时的传
统、民国时的西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以
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风，都在大同这座
城市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当代的大同顺
应城市发展规律，古城保护全力推进，
古都魅力逐步彰显，历史文化名城气质
充分展现。在大同人的城市记忆中，庄
严的华严寺、巍峨的城墙和华美的四牌
楼代表着大同的历史；而现代化的博物
馆、图书馆和体育中心代表着大同未来
的发展。这种古朴与现代气息交相辉
映的城市形象，也映照在世世代代大
同人的记忆之中。

守护城市文脉 探寻老大同记忆
大同市博物馆 马世野 冯汉卿

发掘于大同市玉虚观遗址阎德源
墓的“罗地丝绣仙鹤纹氅衣”包含着怎
样的历史故事？在织造工艺上有哪些
特点？又带给世人什么启示？

发 掘 于 石 家 寨 村 司 马 金 龙 墓 的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取材于何种典
籍？有的学者提出，为什么在北魏时
期会出现如此完美的南朝绘画？

发掘于平城区五里店的“影青釉
镂空广寒宫瓷枕”从昌江之畔千里迢
迢来到北方大同，寄寓着什么愿望？

这些藏于市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在
山西作家唐晋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近日，由省文物局、山西日报传
媒集团指导，山西晚报、省博物馆协会
主办的“晋地宝藏·神奇文物在这里”
第一季启动。由山西作家唐晋撰写的

《罗地丝绣仙鹤纹氅衣：羽服的记忆》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心中的期会》
《影青釉镂空广寒宫瓷枕》《云冈大佛
佛眼：史克门的夙缘》《云冈莲花石钵：
文明融合 妙华其德》等文章在《山西
晚报》刊发，并在“山西文物”“文博山
西”等微信公众号亮相，受到我市不少
文博爱好者的青睐。

唐晋，山西作家、诗人、画家、篆刻
家，著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宋词
的覆灭》《玄奘》《鲛人》《鲛典》《唐朝》；
中篇小说集《天文学者的爱情》《王昭
君》；短篇小说集《聊斋时代》《景耀》；
诗集《隔绝与持续》《月壤》《金樽》《侏
儒纪》；散文集《飞鸟时代》；文化专著

《红门巨宅——王家大院》《二十四院
的 风 度》《太 山 寺 考》等 。 先 后 策 划

“2018 灵性的回归：首届中国当代诗人

绘画巡回展”“2019 云上之心——云
冈·圆 融 唐 晋 佛 像 篆 刻 作 品 展 ”。
2022 年 9 月，在大同古城“东南邑”广
府角街 11 号院为 90 后青年艺术家善
予策划《自觉——善予作品展》。

唐 晋 始 终 对 古 城 大 同 饱 含 着 深
情，每一次徜徉在市博物馆一件件藏
品前，他都会驻足欣赏，认真思索。在
他看来，市博物馆的藏品无论在结构
上的繁简取舍，还是对个体构像入微
入细的刻画，无论是线条运用的疏密，
还是对光与影、虚与实的再现和把握，
都有独到之处。大同市博物馆的每一
件藏品都值得书写。罗地丝绣仙鹤纹
氅衣通过人物故事、服饰构图以及织
造工艺的描述，让人们深度感知当时
大同道教文化的发展脉络，感知“仙鹤
的语言就是记忆的语言，唯有物化了
的氅衣留在人间，依然保留着大地的
玄黄。”由山西博物院和市博物馆收藏
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在幽暗的墓
穴下与墓主人一同被追思，也许会有
人为他们“感于心，合于行，亲于胶漆”
的恒远归宿发出一声喟叹，或者映射
在司马金龙心中的漆绘，就是期会，就
是与妻会。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云
冈大佛佛眼，通过陶眼的遗失与回归，
让人们领略云冈石窟近代百年不平凡
的历史；由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云
冈莲花石钵，通过石钵的出土、功用及
装饰，呈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唐晋
的这一系列作品让人们从静默的文物
中看见鲜活的历史细节，触摸到过往
生活的人间温度，从而感知器物之美、
探索之美、文明之美。

山西作家唐晋系列文章受青睐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近日，由
“艺术大同”团队出品的“轻计划”艺
术项目启动展”在市美术馆 3 号展厅
开展。展出的大同本土当代艺术家
董志栋、高一、高鸿彬、贾志恒、李晶、
王涛、武鹏、杨涛、张世明的油画和装
置艺术作品受到参观者的好评。

“轻”计划是以青年艺术家为服
务核心的艺术项目。通过青年艺术
家更具活力的艺术语言为观者呈现
一个丰富多元、充满活力的当代“轻”
艺术生态，从而展现年轻艺术家的表
达诉求和作品样态。这些年轻人有
他们各自对生命和艺术的理解，也有

他们各自的艺术表达样式，这些样式
对一些城市来说是“新”和“轻”的，他
们少了些沉旧的桎梏，而多了些“不
切实际”的追问。他们用艺术作为切
入点，去了解一个城市，同时也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这个城市。

本次展览策展人陈大同告诉记
者，策划团队通过多年对非一线城市
构建艺术生态的探索，并利用互联网
高 效 便 捷 的 方 式 ，跨 地 域 寻 找 艺 术
家、策展人，以“轻”的形态，进而形成
了一种新的模式，策划举办了此次艺
术交流活动，旨在让文化艺术资源更
好地流动起来。

“轻计划”艺术项目启动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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