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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
专家赴山东考察调研，探索北魏时齐
鲁文化对北魏政权在政治制度、文化
艺术方面的影响。山西大同大学教授

马志强特别关注了青齐士族，在考察
中了解和把握青齐士族在北魏民族间
的融合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也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力
证。

马志强认为，北魏平三齐后，一
部分人远徙平城成为平齐民，当时迁
徙对象不是针对普通百姓，而是针对
当地的高门大姓和拥有武装的军事豪
强，将他们强行迁往京城，实际上是
为了拆散他们的邬壁组织，弱化其势
力，便于北魏对山东地区的统治。

马志强说，带着南朝文化背景的
青齐士人，最初被歧视，像高聪、蒋
少游被发配到边镇为兵，虽然仰仗高
允等汉族官员的庇护未到镇当兵，但
在平城谋生也很窘迫。还有一些世家
子弟需要通过抄书或者抄经来养家，
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
之下，有部分人士难以融入北魏，便
又瞅准时机从平城逃奔江南，有名的
如刘孝标、刘闻慰、房崇吉、房伯
玉、房叔玉等。

青齐士族总体上是一个文化素养
较高的士人集团，他们到了京都平
城，也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
流，不少知识渊博的青齐士人受到垂
青入仕朝廷，完成了身份的改变，在
社会变革和学术文化领域等方面多有
建树，如刘芳、崔光、蒋少游等在北
魏中期礼乐文化、朝仪制度、律令、
衣冠服制、都城规建等诸方面的变革
发挥了作用。他们被重用的同时形成
了对鲜卑拓跋部和北魏国家的认同，
由消极合作转为主动参与，获得了朝
廷的青睐和信任。青齐士人运用自身
的家学传统和极高的文化素养，成为
北魏孝文帝汉制变革中一支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

北魏各州郡中正官的选拔需要贤
良方正之才，青齐士人中的那些士族
门望高，又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才，作
为铨选对象，又回流到了青齐地区。
如崔僧渊曾出任青州中正，主持青齐
地区士人的评定。房坚在太和年间为
秘书郎，迁司空谘议，齐州大中正。

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平齐郡撤销，青齐
士人不少还乡，很多人出任青齐地方
长官，有的甚至贵为朝廷大员。如房
景伯曾任清河太守，房景先曾任齐州
中正；傅永曾任南兖州刺史，刘芳曾
任青州刺史,官至中书令；崔亮官至
尚书右仆射。青齐士人在北魏的南北
战争中，也做出贡献，崔休多次随孝
文 帝 南 征 ， 傅 永 被 孝 文 帝 赞 赏 说 ：

“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修
期耳。”

马志强告诉记者，青齐士族被迁
徙到平城，从受歧视，到合作，再到
被信任，甚至担任要职，走的是一条
对北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路径，他们
参与太和改制，帮助北魏实现了封建
制度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中原先进
的文化和典章制度传输给北魏王朝，
客观上促使当时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更加彻底和自觉。事实证明，兼收并
蓄与团结统一，文化互鉴融通在经历
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
大文化自信的来源。

青齐士族对北魏政权的认同

与融入促进了民族融合
——访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马志强

本报记者 崔莉英

大同历史悠久。早在距今 10万年
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留下了许家窑等一个个内容丰
富的史前文化遗址。大同有文字可考
的历史始于商周，古称代国。春秋时
期，这里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北狄的
聚居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
射，北逐林胡、娄烦，拓地千里，设置云
中郡、雁门郡、代郡，始筑平城。秦统
一六国后，秦始皇北拒匈奴，出巡平
城，征调民众修筑长城，并在城西十里
河谷建武周塞，经略北方边陲重镇。

西汉初，著名的白登之战就发生在今
天的马铺山。此后，开始实行“和亲”
政策，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互市往
来，和睦融合。北魏时大同进入到一
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从拓跋珪迁都平
城至拓跋宏迁都洛阳，期间 96年，京畿
地区人口曾逾百万，一直是我国北方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国际
性大都市。隋唐以来，数易其名，隋朝
称恒安镇，属马邑郡，唐代改为云州，
成为“丝绸之路”一个重要分支。五代
十国局面混乱，大同称云中县，兼云州

治，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把北方包
括 大 同 在 内 的 燕 云 十 六 州 割 让 给 契
丹。辽金时期为陪都，称西京，成为我
国北方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多民族
聚居，和睦共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辽重熙十三年（1044)，设西京道、大同
府，“大同”城名始称于此，沿用至今。
元代，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五教
俱兴，成为北方重要商都之一。明清
时期，大同不仅是九边重镇之一，亦是
北方商贸之城，实行互市，成为连接欧
洲的商品集散地。清末，八国联军攻
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驻
跸大同时，赞叹其为“福地宝城”。

大同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中 原 农 耕 文
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的
核心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独特
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积淀、孕育出独特的古都
文 化 、宗 教 文 化 、边 塞 文 化 、长 城 文
化、商贸文化、红色文化、餐饮文化、民
俗 文 化 …… 在 这 片 古 老 神 奇 的 土 地

上，儒、道、释三教共存共修；汉、匈奴、
鲜卑、羯、氐、羌、高丽、高车、柔然等十
几个民族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影
响，共同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
章；城池楼堞、长城烽台、亭障古堡，据
险扼要，壁垒森严，形成比较完整的古
代军事防御体系；名将宿儒、廉吏能
臣、文人墨客、名优名伶、能工巧匠灿
若星光，代不绝书；寺庙道观、碑刻雕
塑、大院民居、老店字号、戏剧歌舞、工
艺绝活等文化遗产多姿多彩，巧夺天
工……

为了传承弘扬这些丰富灿烂的历
史文化，彰显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
厚 的 底 蕴 内 涵 ，找 回 城 市 失 落 的 记
忆，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提
升大同文化软实力，扩大知名度和影
响力，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
出 版 发 行《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这套丛书以其规格高、品位高、
层次高，全面系统地展示出大同独特
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读者和同仁的

广 泛 赞 誉 和 好 评 。 主 编 崔 银 先 生 在
很早以前就和他的文化团队，历时二
十载有余，先后留存了城市变迁的大
量图片和影像资料，曾主编出版大型
城建图片集《明天不会忘记》。从去
年开始，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
先 后 进 行 整 理 、挖 掘 、归 类 到 呈 现 ，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出大同
独 特 的 历 史 文 化 脉 络 和 地 域 禀 赋 特
征，同时也记载了一代又一代大同人
热爱生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
神风貌，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
政 、凝 聚 、育 人 的 社 会 功 能 ，让 广 大
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大同、熟悉大同、
热爱大同，去追寻那些熟悉却已经远
去的美好记忆，感受社会发展和文明
进步，感触这片古老的文化热土。

该 套 丛 书 以 史 实 为 依 据 ，可 读
性、观赏性和收藏性较强，可以说是
一 部 古 都 历 史 文 化 民 俗 的 小 百 科 全
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走进
大同，该套丛书也向远道而来的客人

呈现出全景式、立体式、多元化的魅
力大同，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打开
一本书，走进一座城”，让大同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灵魂，
也 是“ 生 于 斯 、长 于 斯 ”人 们 的 精 神
家园。对于本土人而言，通过翻阅这
些 图 文 ，一 定 能 够 更 加 深 切 地 感 受
到，“福地宝城”实至名归，从日常生
活 的 饮 食 起 居 、民 俗 风 情 到 街 巷 里
坊、故事传说，随时随地都散发着浓
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不知不觉沉淀蕴
藉于这片古老的热土之上，渗透在一
代代大同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因而更
加 珍 惜 祖 先 留 给 我 们 的 这 些 珍 贵 遗
产，增强古都意识、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激发出更多的人热爱家乡、建设
家 乡 的 美 好 情 怀 。 丛 书 编 委 会 要 以
此 书 的 出 版 发 行 为 契 机 ，为传承文
脉、传播文化、传递情感发光发热，为
建设文化大同、文明大同、微笑大同贡
献力量。

找回古城失落的记忆 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要进

十年派度意蕴隽永，今朝燃冬诗韵
流觞。八法拳学自成一体，百年风华争
光日月。12 月 24 日，“著名武术家李德
懋 创 编 八 法 拳 120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和

“《派度十年诗选》品读会暨大同派度诗
群 2023 燃冬诗会”在建国·璞隐酒店举
行。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市作家
协会、市诗歌研究会等百余名武术家、
诗人深情缅怀著名武术家李德懋创编
八法拳 120 周年，真切回忆大同派度十

年路，大同诗人深厚诗歌情。一场饱含
诗韵激情与武术文化的癸卯岁末年会
让这个冬日不再寒冷，让武术在一招一
式中诗意迸发，诗歌在文思泉涌中闪现
浪花。

两场盛会，一文一武，看似不同，实
则紧密相连。拿在来宾手上的一本厚厚
的《派度十年诗选》（2009—2019），其主
编王占斌文武双全，既倾情传承八法拳，
出版《大同武术史》，又写诗、编诗，组织

举办采风、朗诵、同题、组稿、征文等活
动。十年时间，大同市诗歌研究会会员
在《诗刊》《星星》《诗选刊》《扬子江诗刊》

《散文诗》《北京文学》等国内数十家诗歌
刊物发表作品。此次集体编印的《派度
十年诗选》汇集大同市诗歌研究会 89名
诗人 600 余首优秀诗歌力作。大家捧读
着《诗选》，诗情继续在心中奔涌。

市体育总会会长李斌用“情怀与感
动”表达他对大同诗人的敬意。在他看
来，诗歌与武术结缘，续写出大同体育
的美丽篇章。诗歌与八法拳相遇，赋予
大同武术蓬勃生机。市作家协会主席
侯建臣用“激情与踏实”表达他对市诗
歌研究会的赞叹。在他看来，他很荣幸
自己没有“掉队”，一直和众多诗友站在
一起，用诗歌书写心中的美丽星空。

市诗歌研究会会长王占斌激情致
词，他说，大同的诗人们充满激情，认真
写诗，他们把大同的山川河流以诗歌意
象呈现，把城市风物、平城故事化成诗
歌意境。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
爱家乡，用诗歌传承文化，用诗歌书写
武术，用诗歌赞美大同，诗歌已经融入
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份诗情，这份武

缘，我们永远铭记。今天，我们用感恩
的心纪念李德懋创编八法拳 120 周年，
用燃冬诗会记录大同诗人的美丽时光。

一段关于武术家李德懋的专题片，
史料珍贵，饱含着浓浓的武术韵味；一
套八法拳，汲取各门派精华并自成体系，
一招一式，短小精悍，沉稳紧凑，架构严
密，刚劲有力，在八法拳传人的演绎下，
更具拳法魅力，更显武术精魂。当诗歌
遇到八法拳，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活
动上，由市诗歌研究会自发组织的“当诗
歌遇到八法拳”有奖征文同时揭晓。《那
诗，那拳，那酒或这诗，这拳，这酒》《八法
拳，与诗擦亮火花》《八法拳，或一首好
诗》《有关八法拳，与兄书》等作品让来宾
品出了诗歌中的八法拳韵味。

今 年 以 来 ，市 诗 歌 研 究 会 诗 人 希

冀、黑牙、宋彩文、韩众卫、喙林儿、马道
衡、李宁、白海洋、高鹏飞等 9 人的原创
诗歌作品在《诗刊》《都市》《山西文学》

《辽河》《阳光》《散文诗》《青春》《北方作
家》《诗歌月刊》等国内知名刊物发表。
为此，市诗歌研究会大同派度诗群专门
设立了“2023 年度优秀原创诗歌奖”。
是日的活动上，9名获奖者精彩亮相。

“锦绣年华，葳蕤生香/飒飒武风，

灼灼诗心/这注定是一场诗与拳的唯美
际遇/寒风吹不散我们的热情/在一首
诗里吟今朝风月/在一套拳里忆往昔峥
嵘/以拳助兴，燃一炉冬日焰火/以诗为
念，作一篇风华之作……”这是诗人冷
杉的《八法拳，与诗擦亮火花》里的几句
诗，这首诗既有绵绵风情，又有铿锵岁
月，在刚柔并济中道出了大同诗人对传
统武术文化的真挚感悟。

诗歌与八法拳的美丽邂逅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系列报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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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洲

十里河冰清玉洁滋福地
七峰山素裹银妆耸云天

春回大地风和日丽春常驻
福到平城人寿年丰福永存

——麻振福

晓月清风五更钟声华严寺
橙黄暗绿四时琉彩纯阳宫

风和日丽八方祥云绕三晋
古交今融一轴瑞气降双城

——白静思

联咏盛世 春满古都

“云冈杯”龙年新春征联作品选登③

武术家武术家、、诗人合影留念诗人合影留念。。张艳楠张艳楠 摄摄

市诗歌研究会会长王占斌致词市诗歌研究会会长王占斌致词。。赵永宏赵永宏 摄摄

市诗歌研究会编印的市诗歌研究会编印的《《派度十年派度十年
诗选诗选》》（（20092009——20192019）。）。

马志强在孔庙鲁壁前留影马志强在孔庙鲁壁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