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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系列报道③

“哪怕走过万水千山，哪怕历经千

辛万苦，最主要的是想做一点事，给后

人留一点东西……”《古都·大同文化

系列丛书》首发式上，在接受大同广播

电视台《大同新闻联播》记者和《今日

视点》栏目编导采访时，丛书主编崔银

如是说。

这大概就是崔银引导这套丛书编

纂和出版的初衷吧——出书不是为了

出名，出书也不是为了卖书……他之

所以把众多文化学者聚集起来，对古

都大同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整

理和挖掘，并最终促成丛书的顺利完

成和出版发行，就是为了给家乡大同

实实在在地做点事，给后来的大同人

留点有用的东西。

志合者，大道不孤

所谓志合者，大道不孤。行合趋

同，千里相从。意即志同道合者，因为

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可以为

了共同的事业，朝着既定的目标携手

同行。纵然山海相隔、艰难困苦，终能

团结一心，成就彼此都认可的、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的主

创人员，便是这样一个志同道合、善作

善成的团队。大家普遍认为，编纂这

样一部文化丛书，是一件好事，并且一

定要用心用力，把这件事做好。

我们知道，丛书的编写需要进行

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定详细的计划，注

重内容的质量和可读性，确保丛书的

顺利完成和出版发行。

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这些有着

相 同 志 趣 的 人 们 便 会 经 常 性 地 在 一

起，制定《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的

编写计划。他们大量地翻阅资料，深

入研究古都大同的历史和文化；走访

古都大同的名胜古迹，采访本地的专

家学者；在工作室里热烈讨论，不断完

善丛书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完成了各自承担的丛书编写

任务。当印刷好的系列丛书如约呈现

眼前，当一本本精致厚重的书籍摆放

在书架上，可供越来越多的读者们翻

阅……每一位丛书作者脸上都露出欣

慰的笑容。因为他们深知，丛书的问

世离不开自己始终保持着的热爱，以

及为这件事付出的无数心血。而通过

这些书籍的阅读，可以让世界各地的

人们对大同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成事者，惟实惟新

自古以来，想要成就一些事，须善

知善行，惟实惟新。《古都·大同文化系

列丛书》的主创团队，传承古都千年历

史、深挖大同文化底蕴，将大同历史文

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内容充实且

颇具有新意。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套丛书，从发

起到编纂只有一年多时间。可是书中

许多章节内容的积累，特别是反映城

市发展变迁的图片资料，则是凝结了

团队主创人员二十余载的知识储备和

岁月沉淀。许多年来，他们翻阅历史

的篇章，探寻文化的宝藏，走遍古都的

街巷，聆听岁月的回响，共留存城市变

迁的图片资料 6 万多幅（张），影像资料

2.3 万多分钟。正是由于这些人长年累

月对大同文化始终如一的热爱，经过

了多少个春夏秋冬，经过了多少个风

霜雨雪，经过了多少个夜以继日，成就

了《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的横空

出世。

也正如丛书作者之一，大同文化

学者冯桢所言，《古都·大同文化系列

丛书》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这套丛书其实就是我们大同人在

挖掘文化。因为我们大同是一座历史

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厚，我

们要很好地挖掘传统文化，很好地挖

掘大同的历史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增强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

自信，传承文脉，传播文化，让我们的

历史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也正

如市作协主席侯建臣所言，《古都·大

同文化系列丛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

面反映了大同独特的历史文化，阅读

这套丛书，就像在穿越时空，走进大同

的历史长河。你可以感受到大同的辉

煌与沧桑，了解这座城市的智慧和创

造 力 。 这 套 丛 书 不 仅 是 一 部 历 史 文

献，更是一部文化宝典。

传世者，当为经典

一幅好的作品能够流传百年，正

如文史学者要进所讲，五百年的沧海

桑田，至少可以不褪色……为什么会

这样？因为经典可以传世。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问世

后，获得好评如潮。大家纷纷表示，这

套丛书做好了。言外之意就是，这个

功夫没有白下。厚墩墩、沉甸甸的一

摞书往那儿一放，任谁都会有眼前一

亮的感觉,这就算是值了。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是对

大 同 历 史 文 化 的 一 次 重 要 梳 理 和 传

承。它不仅为当代人提供了文化的途

径，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

遗产。其一，《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

书》给历史文化增加了几分厚度。《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无疑

为地域文化类书籍又增添了厚重的一

笔。其 12 册分类著述，每一册都犹如

一扇窗口。这些丛书中的图片更是锦

上添花，每一幅图片都犹如一颗璀璨

的明珠，点缀在文字之间，让读者更加

直观地了解古都的历史文化。这些图

片不仅是对文字的补充，更是文化大

同的一次视觉盛宴，让读者在欣赏图

片的同时，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古都的

文化底蕴。

其二，《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

是大同人了解大同的一套百科全书。

“我拿到这套书以后翻了一下，我觉得

这套书真是咱们大同的一项特别好的

文化工程”。丛书读者，平城区作协主

席李文亮在第一次看到这套丛书时，

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首先它齐全，

十二卷，每个卷都有不同的分类，堪称

大同历史文化的参考书和工具书。比

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寺庙古建》，咱

们大同周边重要的宗教建筑，这里面

都有。第二个做得特别精。中国文史

出版社是一个很大的出版社，里面印

制得特别精美，无论用纸，还是文字，

还是照片，一看就是编者真是用了心

了，做出了精品。”李文亮表示，自己感

兴趣的许多内容，在这套丛书里做得

更全，一看就是作者花费了很大心血，

对家乡是有感情的，是有文化情怀的。

正如评论家协会主席曾强谈到策划

者陈长青先生说：因为“他的思想，他的

精神，他的情怀，便有了文化的韵味。”没

有文化情怀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其三，《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

的呈现，能够让后来的文化学者在搞

研究时少走一些弯路。未来一些热爱

大同文化，希望在大同文化艺术领域

有所建树的学者，可以从《古都·大同

文化系列丛书》里，发现一些有用的观

点，找寻到一些有益的借鉴。因为在

编纂过程中，丛书作者往往在所难免

地会在书中加入自己的知识、经验和

见解。如对某位名人、某家老店、某种

戏曲的看法，再如对某条街巷、某座老

院、某项非遗的理解等，都是各位老师

在该领域长期浸润才可能产生的真知

灼见。也正因为如此，在看到《古都·

大同文化系列丛书》后，青年读者孟浩

晨会说，这套丛书的编纂，对大同的历

史痕迹，有一个很好的追寻。让我们

在 历 史 的 角 度 上 有 迹 可 循 ，有 踪 可

据。所以在文化的角度上这套丛书的

出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拿到以

后，我们内心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情感，

就是编者和所有人都能产生情感的共

鸣，以致情不由衷地要向这套丛书的

所有付出的人致敬。

总之，《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

的问世，为古都大同文化新添了一抹

亮色。一方面，这些书籍可以为后人

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帮

助 他 们 更 好 地 了 解 大 同 的 历 史 和 文

化。另一方面，丛书的编写和出版也

是对大同历史和文化的一种保护和传

承。当然，该丛书究竟价值几许能否

传世，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验

证。但无论如何，该丛书的出版是件

值得称赞与宣传的好事，这是毫无疑

义的。

（本文作者系大同市电视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大同市编剧与创作学会

会长 ）

为古都大同文化新增一抹亮色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编辑出版记

陈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