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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翥鹏翔五湖同墨大书天下春。

——魏飞鹏
燕语花香三江四海呈祥盛世春

——李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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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忠
人杰地灵千锤百炼齐绘大同篇

——常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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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峰
鲲翔凤展九州四域同唱大同歌

——高存林
凤舞鸾飞千家万户齐迎大同春

——席晨

下联：
龙章凤彩四时佳气满古城
对上联:

虎翼鹏霄百代雄图腾华夏
——魏飞鹏

水秀山明万里春光辉华夏
——武建芳

政顺人和百代雄心图伟业
——赵胜

盛世华年万里和风携春雨
——邸文新

霞蔚云蒸五岳祥光辉华夏
——李继平

自撰联:
九州同庆，张灯结彩歌盛世；
四海腾欢，泼墨挥毫贺平城。

——冷杉
融入京津冀四条赛道跑出转型加

速度
打造桥头堡十大产业铸就发展新

辉煌
——常占库

春风送暖喜迎四季平顺
金龙献瑞乐享五福临门

——萧扬
金龙出海，重逢天下好年景
玉兔回宫，惜别人间盛世情

——侯利强
龙腾华夏国富民强迎盛世
福降古城花香日暖接新春

——张嘉洪
古国古都古风古韵登古城怀古
新楼新市新业新潮写新句赞新

——张海霞
阳光引路，朝夕更争，北斗领航中国梦；
和气敲门，韶华正美，东风快递大同春。

——傅渝
云动天下凝心聚伟力
潮起大同奋斗铸辉煌

——王军
和阳迎朝霞光彩夺目
清远沐夕阳绚丽生辉

——秦淑昶

联咏盛世 春满古都

“云冈杯”龙年新春征联作品选登⑥

闻夫城由史著，地以文传。是以
杨衒之记《伽蓝》，见洛阳之兴废；郦道
元《水经注》，知百川之源流。名扬汗
青，誉标史册。虽山川有陵谷之迁，世
事多沧桑之变，千载以下，犹且历述往
事，泽被后昆，与日月而同辉，共江山
而不朽。斯诚著书立说之楷模也。

吾乡大同，中华之首批历史文化名
城也。创自秦汉，盛于元魏，历两千三
百年之建城史。其间之将军戍边，美人
出塞，帝王霸业，平民苦辛，乃至商贾边
贸 之 经 营 ，街 市 庙 宇 之 更 替 ，可 谓 多
矣。惜乎其多阙诸史志，略于碑碣，遂
使冯后之名，莫传于今日；昙曜之事，不

载乎昔年。考证者难寻其门，爱好者无
由查阅，实为大同历史之憾事。

癸卯之冬，乃有《古都·大同文化
系列丛书》问世。一十二卷，合地支之
数 ；一 百 万 字 ，实 心 血 之 文 。 甚 可 贵
者，乃有掠影五千余幅，此皆编者钩沉
史籍，搜罗故物，遍访遗迹，精心摄取
也。以图证文，以文注图，千里江山，
列于目下；百年岁月，示诸掌间，此则
古人之弗得睹，旧志之不能见者也。

考其体例，举凡一十二卷，条分缕
析，目张纲举。《老店字号》，记云中商
贾之往事，写古城店铺之辉煌，上溯明
清，下及当代，历史遗迹，时代风潮，成
败兴衰，实为龟鉴。《寺庙古建》，记佛
道之庙宇，宗教之殿堂，寺悬恒山，太
白 留“壮 观 ”之 字 ；窟 开 云 冈 ，昙 媚 遗
造 像 之 篇 。 巨 刹 华 严 ，古 寺 善 化 ，瑰
矣丽矣，妙哉奇哉。《街巷故事》，以史
为经，以城为纬，达官显贵之佚事，贩
夫 走 卒 之 传 说 ，市 井 百 态 ，包 罗 万
有。《梨园史话》，且看生旦净末；《行
业印迹》，岂止士农工商。罗腔耍孩，
曲中之乡音未改，是则《非遗文化》之

一 角 也 。《老 城 古 堡》，战 则 紫 塞 之 烽
烟 干 戈 ；《边 贸 互 市》，和 则 边 关 之 茶
马丝绸。至于武灵骑射于赵地，京叔
归 潜 于 浑 源 ，书 有 雪 庵 之 雄 厚 ，官 有
栗 公 之 贤 能 ，是 皆 云 中 先 贤 ，芳 流 百
世 ，见 载 于《名 人 故 事》。 至 于《民 俗
再现》《古韵清音》《大同老院》，亦各
备佳处，兹不赘述。

主 编 崔 银 ，云 中 人 也 ，慷 慨 有 燕
赵 之 风 ，旷 达 多 边 塞 之 气 。 情 牵 文
字 ，雅 爱 诗 书 。 少 年 负 笈 时 ，既 著 二
十 万 字 之《寻 梦》；及 其 长 ，创 业 三
晋 ，壮 游 四 海 。 经 营 余 暇 ，桑 梓 之 情
未 尝 释 也 。 每 念 及 乡 园 之 风 土 人
情 ，山 河故迹，则思当以笔墨影像传
之后世。是故集二十载之功，合数十
人之志，致力于大同历史文化之辑录
编纂。其余编委，或为云中文坛之翘
楚，或为平城史界之新秀，不计劳苦，
各 尽 所 长 ，寒 暑 推 移 ，岁 积 月 累 ，《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方告于成。

书 甫 杀 青 ，即 获 美 誉 ，论 者 咸 谓
此 乃 大 同 文 化 之 盛 举 也 。 崔 君 不 伐
其 功 ，但 言 曰 ：“只 为 做 点 事 ，只 愿 为

后人留些东西”。嗟乎！今世之所重
者 ，多 为 势 位 利 禄 也 ；所 欲 传 诸 子 孙
者，多为钱财房舍也。而崔君以布衣
之 身 ，行 立 言 之 事 ，其 去 古 人 不 远
矣。曹子桓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其是之谓乎？

今 日 吾 乡 ，将 建 文 明 之 城 市 ，文
化 之 大 同 。《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之 成 书 ，适 逢 其 时 也 。 今 有 读 者

阅 其 书 ，索 其 图 ，观 其 史 ，则 知 吾 乡
“ 三 代 京 华 ，两 朝 重 镇 ”之 誉 ，“ 天 下
大 同 ，历 史 名 城 ”之 称 ，其 来 有 自
也 ；倘 百 十 年 后 ，复 有 读 者 以《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一 窥今日之
世 情 ，此 则 后 人 之 幸 也 ，是 亦 编 者 之
志也。故为之文，以记其事。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平
城区作家协会主席）

日前，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专家
学者赴山东考察，并赴岱庙考察山东
的山岳祭祀文化。山西大同大学教授
孙瑜告诉记者，古人的祭祀多源于自

然崇拜，这就包括了对山岳的崇拜，随
着国家的产生，山岳又被赋予了政治
使命，在先民的政治理念中，山岳具有
镇压邪恶、安邦定国的超自然的神力，
山岳祭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形
态与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孙瑜说，《左传》云：“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先秦时已经产生了“五岳”为
中心山岳的山川秩序理念，五岳祭祀
也成了古代重要礼制之一，五岳祭祀
文化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
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其
中的泰山封禅和北岳祭祀均属于山岳
祭祀。泰山祭祀先秦已有，中国历史
上举行过泰山封禅的帝王有秦始皇、
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
宗。自从宋朝之后，泰山封禅大典不
再 举 行 ，明 代 变 成 了 派 官 员 祭 祀 泰
山 ，清 代 延 续 了 这 一 做 法 。 有 清 一
代，皇帝并未举行过泰山封禅，只有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亲临泰山，举行
过东岳祭祀活动，对于利用泰山促进

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孙瑜告诉记者，北岳在中古时期
作为北方主要镇山，《尚书·舜典》记载
了舜巡狩四岳，二月至东岳、五月至南
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诸侯
在山脚下朝觐天子。北岳祭祀是中国
古代的国家祀典，体现了“天人合一”

“天下一统”的儒家政治理念，是历代
帝王彰显皇权、强化国家认同的一条
途径，北岳祭祀的政治意义在于天子
居中，昭告天下，彰显皇权。其次是
军事意义，隋唐时期，北岳祭祀作为
岳镇海渎祭祀的一类，是写入国家政
令法典的常规祭祀，这一阶段北岳之
祭 皆 在 河 北 定 州 曲 阳 县 。 北 岳 崇 拜
中，北岳神作为护佑北方的神灵，对
解 除 中 原 王 朝 的 北 部 边 患 具 有 一 定
的军事庇护功能。到了明朝，明成祖
迁都北京之后，在弘治、嘉靖年间兴
起 将 北 岳 从 河 北 曲 阳 移 到 山 西 浑 源
的争论，认为历代自舜时巡俱祀于浑

源，因石晋瑭割燕云十六州给辽，宋
不能祭祀于是改祭于真定府曲阳县。

孙瑜说，浑源州作为明代九边重
镇——大同镇的属地，其军事重要性
在明代的提升，推动了浑源北岳祭祀
在地方层面的发展，清朝意在通过浑
源北岳祭祀彰显其王权统治，故而在
清顺治十七年（1660）下诏，北岳祭祀
从 河 北 曲 阳 移 至 山 西 浑 源 。 雍 正 元
年（1723）正 月 ，雍 正 皇 帝 致 祭 北 岳 ，
并以汉、蒙两种文字书丹、勒石。以
浑 源 为 北 岳 祭 祀 的 清 朝 实 现 了 政 治
认同构建、民族认同构建和文化认同
构建，无一不体现了清朝满汉一家的
意识。改祀浑源体现了清朝对于儒家
正统理念的认同与推崇，北岳祭祀碑
文进一步体现了清廷以儒家思想治理
天下、赢得民心、安邦定国的决心。“双
语碑”则反映了清朝作为入主中原的
北族王朝对于隋唐以来“四海一家”

“混一戎夏”的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的
继承和发扬。

山岳祭祀体现“天人合一”理念
——访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孙瑜

本报记者 崔莉英

本 报 讯 （记 者 冯桢） 1 月 13
日、14 日，我市举办为期两天的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讲 座 ， 特 邀 北 京 汉
学 文 化 传 承 小 组 发 起 人 李 连 胤 前
来 巡 讲 《大 学》。

讲 座 由 大 同 市 府 文 庙 国 学 院 、
北 京 汉 学 文 化 传 承 小 组 、 大 同 市
北 岳 老 子 书 院 、 大 同 市 诗 书 画 印
研 究 会 主 办 ， 汉 学 文 化 传 承 小 组
山 西 大 同 读 书 会 承 办 ， 德 一 书
院 、 德 慧 书 院 等 协 办 。

李 连 胤 是 北 京 汉 学 文 化 传 承 小

组 发 起 人 ， 曲 阜 师 范 大 学 高 级 国
学 讲 师 ， 中 国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院 儒
家 文 化 传 承 中 心 主 讲 老 师 。 从
2009 年 起 ， 他 在 各 地 开 始 传 播 、
讲 授 国 学 经 典 。 2023 年 2 月 开
始 ， 应 邀 在 全 国 巡 讲 《 大 学 》，
已 在 河 北 石 家 庄 、 山 西 晋 城 、 山
东 青 岛 等 十 多 个 省 市 成 功 举 办 巡
讲 ， 把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种 子
种 入 万 众 心 田 。 此 次 在 古 都 大 同
的 讲 座 是 今 年 开 年 巡 讲 第 一 站 。

讲 座 中 ， 李 连 胤 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精 粹 讲 起 ， 他 说 ， 学 习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是 为 圣 人 传 道 、 明 道 ，
让 别 人 能 明 白 这 个 大 道 。 他 分 解

《 大 学 》 之 大 者 ， 乃 利 他 人 、 有
志 向 、 有 担 当 的 人 ； 学 者 ， 觉
也 ， 指 有 觉 悟 的 人 。 学 习 《 大
学》 就 是 要 发 愿 、 要 立 志 ， 立 明
明 德 于 天 下 的 志 向 。 修 身 主 要 在
格 物 ， 格 物 就 是 “ 革 ” 物 欲 ， 不
断 地 打 掉 自 己 心 中 的 杂 念 和 妄
想 ， 日 日 精 进 。 读 书 、 学 习 经 典
的 目 的 是 修 身 、 治 国 、 齐 家 、 平

天 下 。 他 说 ， 真 正 的 读 书 人 是 范
仲 淹 。 范 仲 淹 讲 我 不 做 宰 相 就 要
做 医 生 ， 只 有 宰 相 和 医 生 能 够 救
人 ； 真 正 的 读 书 人 是 毛 泽 东 ， 身
无 半 文 心 忧 天 下 ； 真 正 的 读 书 人
是 周 恩 来 ， 为 中 华 之 崛 起 而 读
书 。

两 天 的 讲 座 中 ， 李 连 胤 解 行 结
合 ， 深 入 浅 出 ， 生 动 有 趣 ， 深 受
听 众 欢 迎 ， 起 到 了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护 佑 中华文化根脉的积
极作用。

国学讲师李连胤大同讲《大学》

本 报 讯 （记 者 李炯） 1 月 13
日 ， 大 同 市 形 意 拳 协 会 2023 年
度 年 会 暨 迎 新 春 联 谊 会 举 行 。

大 同 市 形 意 拳 协 会 成 立 于
1994 年 ， 是 市 体 育 总 会 领 导 下 的
一 个 社 团 组 织 。 协 会 现 有 会 员 500
余 人 。 形 意 拳 是 中 华 武 术 四 大 名
拳 之 一 ， 是 中 国 宝 贵 的 文 化 遗
产 ， 形 意 拳 因 其 强 身 健 体 的 特
色 ， 刚 柔 并 济 的 风 格 ， 古 朴 实
用 的 属 性 ， 深 受 群 众 喜 爱 。

年 会 上 ， 市 形 意 拳 协 会 主 席

张 威 做 了 2023 年 工 作 总 结 , 并 对
2024 年 工 作 提 出 建 议 。 一 年
来 ， 协 会 开 展 了 许 多 赛 事 活
动 ， 特 别 是 2023 年 参 加 了 四 次
大 型 武 术 赛 事 ， 在 比 赛 中 取 得
了 优 异 成 绩 ， 提 高 了 协 会 的 知
名 度 。

会 上 ， 形 意 拳 协 会 九 功 武
馆 、 形 意 拳 协 会 大 同 公 园 辅 导
站 等 8 家 单 位 获 本 年 度 先 进 集 体
称 号 ， 闫 民 举 、 郑 海 明 等 12 人
获 本年度先进工作者称号。

大同市形意拳协会2023年度年会举行

古 都 新 志 文 化 盛 举
——读《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后记

李文亮

莲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花 之 君 子 者
也，自古就被文人雅士所称颂。人们
对于莲的喜爱，不仅限于诗歌，还在于
纹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莲花被
不断赋予各种涵义，这也就逐渐形成
了以莲为主体的“莲花文化”。

莲花图案作为中国传统图案中的
代表之一，象征含蓄、和谐、淳朴的中
国人文思想，是人们对自然物象情感
意识的升华。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
的盛行，莲花纹饰也流行起来。大同
市博物馆馆藏有数量较多的北魏莲花
纹饰瓦当，工艺巧致，纹饰精美。

日 前 ，大 同 市 博 物 馆“ 莲 花 朵 朵

开”社教活动受到参与者好评，工作人
员依托馆内莲花纹瓦当的图案，让参
与者了解了不同时期莲花纹的造型变
化及寓意。

活动结束，参与者提着亲手制作
的莲花灯，迎接新的一天。 李凌波

市博物馆“莲花朵朵开”社教活动受欢迎

孙瑜在岱庙外孙瑜在岱庙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