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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赶我追全民通力齐描盛世春
——田鑫（河北省怀安县）

凤舞鸾鸣众志成城齐吟华夏魂
——魏军

业乐家兴千秋百世同唱和平歌
——张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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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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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洲

椽笔墨香一部鸿篇澍春雨
——田鑫（河北省怀安县）

虎啸鹤舞九重春光盈华夏
——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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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河濯缨一腔热血英雄驰骏马
古都励志万丈豪情壮士踏征程

——任义

云冈雪落千佛静
十里风吹万壑鸣

——任义

龙飞凤舞东西南北追风去
山清水秀春夏秋冬入眼来

——张丽芳

微笑大同白雪红霞祥云连北斗
高歌今古苍松古柏瑞气焕春光

——刘洲

联咏盛世 春满古都

“云冈杯”龙年新春征联作品选登②

近日，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专家学
者赴华夏文明发祥地山东调研考察，并
赴孔府、孔庙、孔林参观，在渗透着儒家
文化的建筑、碑刻中，回望儒家文化在
这片土地上的辉煌成就，感受儒家丰富
的人文思想的感召力，并回溯儒家文化
在北魏平城的传承与发扬。我市文史
专家宋志强认为，北魏作为第一个北方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在尊孔崇儒
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在北魏
时期，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
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并构成了中国
儒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志强说，齐鲁大地，孔孟之乡，
作为 2000 多年里中国人最为重要的
共同价值观念，孔子的仁爱、民本、大

同社会等思想深入骨髓，并为历代所
尊崇。北魏推崇儒学并通过儒家丰富
的人文思想的感召力，增加文化认同，
突出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民族
融合和文化共享的过程，让中华文明
得以绵延不断。

宋志强告诉记者，北魏时开启了
少数民族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的新格
局，明元帝永兴五年（413）诏祀孔子于
国学；始光三年（426），世祖拓跋焘起
太学于平城东，内祀孔子；特别是到了
献文帝一朝，北魏平青齐后孔子故里
归属北魏，献文帝派遣中书令高允前
往曲阜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孝文帝
延兴三年（473），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
郡的孔乘为崇圣大夫，并赐给 10 户人
家以供洒扫；太和十三年（489），又在
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中国古代
于曲阜之外的中国国土上所建的第一
座孔庙；与此相配套，孝文帝又于太和
十六年（492）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并
以孔子后裔为崇圣大夫、崇圣侯，负责

祭祀。又于曲阜孔庙所在兖州及全国
各州郡修缮、设立孔子庙并祀以常礼，
助力曲阜成为国人文化精神源头之一
和重要地标，让儒家伦理成为王朝的
正统学问。

宋志强认为，北魏平城时代近百
年，有两次大的人员迁徙，所带来的中
原文化，浸润着北魏平城以鲜卑族为
代表的北方游牧部族，一次是太延五
年（439）平北凉，迁 3 万户于平城，使因
战乱避祸于凉州所保存下来的中原文
化东来平城；另一次便是献文帝皇兴三
年（469），平青齐，迁青齐民于平城，称
平齐户，并于平城京畿建平齐郡安置。
这其中有大量的世家大族、饱学之士一
同西去平城，如崔光、刘芳等，对仰慕中
原文化的孝文帝的汉制变革起了重要
的作用。最后，浸润了中原儒家文化的
鲜卑族等北方各族，以非凡的勇气主动
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为中华民
族注入了雄浑之气，也为大气包容的大
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齐鲁之行追寻儒家文化
在北魏平城的传承与发扬

——访大同文史专家宋志强

本报记者 崔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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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4 日，在第六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上，一位青年导演的剧情片《夜
幕将至》一举揽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

“迷影选择荣誉”“桐叶荣誉”三项奖，成
为本届影展一大亮点。获奖之后，《夜
幕将至》成为今年影视界较受关注的话
题。作为院线电影，《夜幕将至》将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在全国上映。那么，这
位青年导演是谁？他，就是山西大同大
学煤炭工程学院采矿专业 2013 届毕业
生菅浩栋。

为感恩母校，12 月 14 日，《夜幕将
至》首映式在山西大同大学本真楼演播
大厅举行。菅浩栋携主要演员梁戟、佐
菲等影片主创人员同母校师生共同观
看了影片。

影片《夜幕将至》讲述了一个刚过
30 岁的北漂青年梁哲回老家奔丧时的
一路见闻。在一天时间里，他与亲情、
爱情、友情碰撞。梁哲来到人生的渡口，
故乡恍如异乡，乡愁和乡恋交织，岁月的
伤疤仍在隐隐作痛。平遥国际电影展为
影片颁发的授奖词是：叙事自然有力，镜
头朴素准确，角色塑造和表演控制自洽
于风格，情绪表达内敛但充沛，显示出超
越导演年龄和经验的沉稳笃定。

菅浩栋 2013 年毕业于山西大同大
学煤炭工程学院采矿系。在校期间，先
后加入学院学生会、文学社、书法社。
因为表现突出，大二时被推选为《白桦

林》文学社社长。后来，他遇到了一位
爱好摄影的老师。跟着这位老师，慢慢
爱上了摄影。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进
步，他认为，单纯静态的摄影已经无法
表达自己更多的想法，要想将生活原汁
原味地呈现出来，动态摄影是最好的表
达方式。于是，他有了拍电影的念头。
而正在这个时候，菅浩栋在网上看到了
山西青年导演贾樟柯的电影，镜头里的
山西人、山西场景、山西故事，让他第一
次觉得电影也可以离自己这么近。贾
樟柯的成功，燃起了菅浩栋的电影梦。

之后，创办光影传媒协会，带领社团成
员拍摄多部长短片。他从校内的社团活动、
DV大赛，到学习如何剪辑。菅浩栋靠课余
时间的自学，一步步走上了拍电影的道路。

“《夜幕将至》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
连获三项荣誉，成为院线电影即将在全
国上映，今天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母校
的培养，离不开指导老师和众多大学影
友的支持。这也是我选择回到母校举

办首映式的初衷。”菅浩栋告诉记者。
2020 年初，菅浩栋从北京返回山西

参加完爷爷的葬礼，在老家待了半年。
已至而立之年的菅浩栋决定先写一个
更容易拍出来的故事——发生在家乡
的，又跟自己经历有关系的故事。《夜幕
将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
部电影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为了拍这部片子，菅浩栋跟身边的
亲戚朋友们借遍了钱。这对于当时做
着电影梦北漂 5 年却没什么结果的菅
浩栋来说，几乎是孤注一掷，他觉得已
经 30岁了，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直到 2023 年 1 月，第六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宣布“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
选择荣誉”“桐叶荣誉”三项奖时有自
己的名字，菅浩栋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为了这一天，他奋斗了十年。之后，

《夜幕将至》又入围第 47届香港国际电影
节，并获得第 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
未来单元最佳导演奖及第 10届重庆青年

电影展最佳导演奖。
刚毕业的那几年，菅浩栋写了几个

剧本，虽然有几个入围了创投计划，但
还是没有找到一分钱的创投资金。因
为找不到拍片的投资，几年下来，他连
基本的生活也保障不了，信用卡透支、
借 花 呗 、借 网 贷 ，负 债 累 累 。 尤 其 是
2020 年，影视行业进入了漫长的寒冬
期。5 年北漂，5 年没有拍自己的片子，
事业上一无所获，菅浩栋陷入了巨大的焦
虑和困境。直到2023年1月，第六届平遥
国际电影展开幕，点亮了他的电影梦想。
他以自己的实力，拿到了平遥国际电影展
100万元奖金。

在 12月 14日的首映式现场，菅浩栋
表示，影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娓娓道来，
展现了当下 90 后一代青年所面临的事
业、家庭以及婚姻情感的困境。开放式
的结局旨在引起大家的思考，也让观众
体验经历了一次漫长曲折的归乡旅途。

男主演梁戟说，《夜幕将至》是所有青

年人的镜面，是流浪者的抒情诗，它展现
了中国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归乡。

女主演佐菲表示，在这个信息飞速
发展的时代，《夜幕将至》让我们放缓脚
步，像这个季节冰冻的河面感受到的阳
光，缓缓投射进我们的心灵深处。

首 映 式 现 场 同 时 释 出 的《夜 幕 将
至》定档海报，海报中央是一辆红色的

大卡车，暗示着故事的发生背景，路边
的美发店和回程的男主角以及包里的
小狗，则构建了一幅生动的故事画面，

“回不去的才是故乡”的主题定位，更让
观众对电影充满了期待。菅浩栋说，海
报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承载着深刻的寓
意，希望观众在观看时能够感受到其中
的深意。

点亮心中的电影梦想
——记青年导演菅浩栋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打开一本书，走进一座城。聆听
历 史 的 回 响 ， 触 摸 千 年 的 印 迹 。 12
月 17 日，由崔银主编的 《古都·大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首 发 式 在 贵 宾 楼 酒
店 举 行 。 我 市 作 家 、 文 艺 评 论 家 、
民 间 文 艺 家 代 表 、 省 市 媒 体 记 者 以
及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等 260 余 人 汇 聚 一
堂 ， 共 同 见 证 这 一 堪 称 “ 大 同 人 文
典藏级著作”面世。

会场布置典雅大气，饱含浓厚的
文 化 氛 围 。 台 上 大 屏 幕 播 放 的 《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12 本 图 书 ，
如同 12 张大同人文“画集”，清新怡
人，香气飘荡。

主 持 人 向 嘉 宾 介 绍 完 《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主 编 崔 银 ， 然 后
邀 请 他 登 台 致 辞 。 崔 银 与 文 化 界 人
士共同分享他对本套丛书的感想。

中 学 期 间 ， 崔 银 创 作 了 23 万 字
的长篇小说 《寻梦》；

20 年 前 ， 他 制 作 了 反 映 县 区 地
域 风 貌 、 风 土 人 情 的 系 列 音 乐 片

《云中十八拍》；
10 年 前 ， 他 主 编 出 版 了 大 型 城

建图片集 《明天不会忘记》，每一步
都走得踏实从容，坚定有力。

如 今 ， 当 他 站 到 《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首 发 式 舞 台 上 ， 内 心
更 是 激 情 澎 湃 。 他 用 “ 感 恩 ” 表 达
一路陪他走过文化之路的良师益友。

一 段 舞 狮 饱 含 着 浓 郁 的 传 统 文
化 ， 喜 乐 同 庆 ， 寓 意 深 刻 。 这 时 ，
主 持 人 邀 请 主 编 崔 银 和 市 作 协 主 席
侯 建 臣 、 资 深 媒 体 人 冯 桢 走 上 舞
台 ， 共 同 为 “ 狮 子 ” 点 睛 ， 赋 予 这
套 丛 书 “ 传 承 历 史 、 留 住 记 忆 ” 美
好 寓 意 。 冯 桢 用 “ 欣 慰 与 自 豪 ” 表
达 内 心 的 感 受 ，“ 能 够 和 一 群 志 同
道 合 的 文 化 人 共 同 挖 掘 大 同 历 史 ，
用 真 心 、 真 情 书 写 大 同 ， 用 情 结 、
激 情 见 证 这 套 丛 书 首 发 ， 我 感 到 欣
慰 和 自 豪 。” 侯 建 臣 用 “ 情 怀 ” 讲
述他对丛书出版的 喜 悦 ，“ 为 了 让 记
忆 变 得 绵 长 ， 也 为 了 那 些 过 往 ， 便

有 了 某 一 种 属 于 情 怀 的 东 西 ， 让 好
多人心有牵挂。”

活动上，市文联一级调研员、书
法 家 张 新 明 ， 大 同 市 写 作 学 会 理 事
彭 富 强 ， 市 文 艺 评 论 家 协 会 主 席 曾
强 为 丛 书 首 发 赠 送 了 书 法 作 品 ， 并
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

主编崔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说 ， 这 套 丛 书 纵 览 大 同 历 史 、 文
化 、 民 俗 ， 以 文 寻 迹 ， 以 图 添 彩 ，
团 队 历 时 20 载 有 余 ， 先 后 留 存 城 市
变 迁 的 图 片 6 万 多 张 ， 影 像 资 料 2.3
万 多 分 钟 。 十 几 位 知 名 文 化 学 者 ，
历 经 一 年 多 时 间 倾 力 编 撰 ， 最 终 由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出 版 。《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从 书》 堪 称 “ 大 同 人 文 典
藏级著作”，图片和文字记录翔实生
动 ， 充 满 人 情 味 ， 具 有 一 定 的 收 藏
价值。全书共 12 卷，达 100 万字，约
数 千 幅 图 片 ， 内 容 涵 盖 老 店 、 寺
庙 、 街 巷 、 行 业 、 戏 曲 、 民 俗 、 城

堡 、 贸 易 、 古 韵 、 名 人 、 非 遗 、 老
院 十 二 大 类 ， 从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侧
面 ， 展 现 出 大 同 独 特 的 历 史 文 化 风
貌 ， 引 领 读 者 追 寻 那 些 耳 熟 能 详 却
渐 行 渐 远 的 美 好 记 忆 ， 触 摸 社 会 发
展 和 文 明 进 步 的 时 代 脉 动 ， 真 切 感
受这片古老的文化热士。

打开一本书 走进一座城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首发式侧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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