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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渐浓，春色满园。正如央视
春晚唱响的那首《上春山》一样，春天
的美好与朝气蓬勃将融入阵阵花香。
本地旅游市场也如《上春山》一样，呈
现出新的活力与勃勃生机。

3 月 20 日，同程旅行发布《2024 年
清明小长假旅行消费趋势报告》。《报
告》显示，大同和天水、淄博等“爆火”
城市一道入围今年清明小长假目的地
涨幅榜前十，成为游客追求深度游览
和个性化体验的新热门目的地之一。

3 月 28 日，第 27 届重庆都市文化
旅游节暨城际旅游交易会在重庆市渝
中区解放碑步行街启幕。启幕当天，

华灯璀璨的解放碑步行街上，大同市
文旅局设立的展位前分外热闹。参展
的文旅企业现场向重庆市民发放旅游
地图、手绘地图，介绍特色文创产品、
浑源凉粉等，吸引了不少游客在展位
前驻足、咨询，我市“文旅星推官”和重
庆各大媒体通过视频号、抖音平台直
播向网友推介大同美食和旅游资源。
主舞台上，我市文艺工作者以独具特
色的文艺节目展示着大同魅力，主持
人冯伟幽默生动的话语向当地市民游
客倾情推介家乡文旅资源，赢得在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今年以来，我市以打造国际知名

文化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加速布局文
旅新赛道，充分向国内外游客展示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人文环境
和全新的城市风貌，叫响“文化古都、
清 凉 夏 都 、美 食 之 都 、雕 塑 之 都 ”和

“博物馆之城”品牌，抢抓文旅发展新
机遇，文化旅游影响力持续提升。从
春节、清明小长假到五一假期，各项
活动持续不断，文旅热度持续火热。

走进大同，如同走进历史文化之
中，这里一街一巷藏典故，一砖一瓦
有传说，古都文化、古建文化、佛教文
化、边塞文化、民俗文化、中原文化和
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汇交融。走进
大同，文旅资源又被赋予了全新的体
验感受。从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到万龙白登山滑雪场，从摩天岭长城
到火山群遗址，或游览大同古城内的
不同景点，或体验大同的文化场馆，
或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驱车或骑
行，或走进乡村感受田园风光，寻找深
藏 的 风 景 等 ，“ 研 学 + ”“ 体 育 + ”“ 文
旅+”等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使得不
同的线路从不同的角度让游客感受历
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无论你从哪里来到大同，均会对
大同发出这样的评价：“大同真的是一
座宝藏之城，有如此多高品位的历史
胜迹，还有那么多值得流连探访的美
景。”“大同游的感受完全是惊喜不断，
一些景区景点免费开放，真正体现了
大同的大气包容。”“博物馆、美术馆、
雕塑馆，还有无数充满文化内涵的博

物馆分馆，强烈推荐值得去打卡。”“大
同 的 美 食 太 多 了 ，根 本 尝 不 完 吃 不
够。”他们也会把这种感受在自己的朋
友圈、视频号、抖音等平台推送，表达
大同游带来的惊喜与满意。有知名文
旅博主也表示，大同文旅的火爆出圈
只是开始，以大同文旅的丰厚底蕴、文
化活力及精彩内涵，大同在未来具有
成为全国最热门文旅打卡地的潜质。
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一位
重庆市民在现场观看完演出后表示，

“很想去看看大同的云冈石窟、华严
寺，到梁思成纪念馆感受一下古建专
家的人文情怀，逛一逛鼓楼、钟楼，体
验一把人间烟火。”

清明小长假，外地游客将继续探
索新兴目的地，而《2024 年清明小长假
旅行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大同与景德
镇、延边、淄博、威海、秦皇岛、黄山、锦
州、迪庆、天水共同进入今年清明小长
假目的地热度涨幅榜前十。清明小长
假游客出游以短途周边游为主，部分
旅行者通过拼假延长假期，前往大同
等目的地旅行。踏青是清明小长假最
热门的出游关键词。预计 2024 年清明
小长假不仅会延续近年来本地游、周
边游为主的趋势，还将见证新兴目的
地旅游市场的快速崛起。借势文旅热
潮，通过强力宣推、正向引导，传播大
同文旅美名，全方位展示大同深厚文
化底蕴和浓郁文化气息，持续提升我
市旅游形象和旅游热度，并促进大同
文旅市场“四季火热”。

来大同 “上春山”
本报记者 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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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北 魏 历 史 ， 寻 访 北 魏 遗 迹 ，
深挖北魏富矿，创作北魏 经 典 ， 北 魏
历 史 是 平 城 的 过 去 ， 北 魏 文 化 是 平
城 的 将 来 。 两 年 来 ， 平 城 区 文 联 和

《平城》 编辑部凝结全部精力来做好
北 魏 文 化 。 3 月 31 日 ， 以 “ 《 平
城》 创 刊 两 周 年 暨 北 魏 文 学 创 作 座

谈 ” 为 主 题 的 北 魏 文 化 沙 龙 （第 一
期） 在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大 同 市 少 儿
图 书 馆） 北 魏 文 献 馆 举 行 。 平 城 区
文联主席、《平城》 文学季刊主编王
跃 伟 ， 市 作 协 副 主 席 、 平 城 区 医 疗
集 团 总 院 长 张 瑞 林 ， 北 魏 明 堂 遗 址
博 物 馆 原 馆 长 、 市 博 物 馆 研 究 员 韩

生 存 ， 市 文 联 一 级 调 研 员 张 新 明 等
领 导 和 专 家 出 席 座 谈 会 ， 同 时 还 有
数 十 名 嘉 宾 、 学 者 、 市 民 读 者 共 同
为 北 魏 、 平 城 学 术 文 化 建 设 提 出 真
知灼见。

“北魏文化沙龙”是由大同市图
书 馆 打 造 的 品 牌 学 术 沙 龙 ， 第 一 期
由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大 同 市 少 儿 图 书
馆）、平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
主 办 ， 聆 海 文 化 沙 龙 协 办 。 文 化 沙
龙 内 容 立 足 北 魏 历 史 文 化 ， 结 合 大
同 实 际 ， 实 现 理 论 与 实 际 、 历 史 与
现 实 、 学 者 与 大 众 的 融 合 ， 力 争 做
到 回 望 北 魏 时 代 ， 展 望 大 同 未 来 ，
成 为 推 动 北 魏 历 史 文 化 交 流 的 全 新
平台之一。

座 谈 会 上 ， 王 跃 伟 表 示 ，《平
城》 是 由 大 同 市 平 城 区 委 宣 传 部
指 导 、 平 城 区 文 联 主 办 的 文 学 季
刊 ， 作 为 平 城 区 的 首 份 文 学 期
刊 ， 自 创 办 以 来 ， 受 到 众 多 作 家 、
读 者 的 广 泛 关 注 和 普 遍 认 可 。 2023
年 5 月 ， 取 得 由 大 同 市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内 部 资 料 性 出 版
物 准 印 证》， 2023 年 8 月 7 日 ，《平
城》 正 式 成 为 中 国 作 家 网 驻 站 内
刊 ，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大 。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创 办 的 北 魏 文 献 馆 ， 对 于 如 何 更
好 开 发 和 利 用 北 魏 的 历 史 文 化 是 个
很 好 的 平 台 。 今 后 《平 城》 的 办 刊
方 向 仍 然 重 点 围 绕 北 魏 题 材 和 老 大
同 故 事 进 行 广 泛 挖 掘 ， 如 何 能 够 把
历 史 和 文 学 契 合 到 一 起 ， 希 望 在 座
的 各 位 支 高 招 、 出 主 意 ， 写 出 更好
的作品。

在 座 谈 交 流 中 ， 各 位 嘉 宾 、 专
家 学 者 围 绕 “ 平 城 ”“ 北 魏 ”“ 文
学 ” 等 主 题 畅 所 欲 言 、 各 抒 己 见 。
韩 府 认 为 ， 有 关 北 魏 的 文 学 创 作 天
地 广 阔 ， 注 重 北 魏 历 史 的 挖 掘 ， 也
不 要 忽 视 北 魏 当 时 文 学 作 品 的 研 究
和 再 创 作 ， 例 如 对 云 冈 石 窟 诗 文 的
校 勘 、 注 释 、 赏 析 ， 他 一 直 在 创 作
和 补 充 ； 张 新 明 认 为 ，《魏 书》 是
研 究 北 魏 历 史 文 化 最 重 要 的 史 料 ，
希 望 本 土 作 家 可 以 更 加 深 入 地 研 究

《魏 书》， 佐 证 历 史 细 节 ， 讲 清 楚 来
龙 去 脉 ， 创 作 出 更 多 经 典 作 品 ； 冯
桢 认 为 ， 大 同 打 北 魏 文 化 这 张 牌 已
经 打 出 一 定 的 影 响 ， 如 何 更 好 挖 掘
亮 点 应 该 从 两 方 面 入 手 ， 其 一 讲 讲
北 魏 时 期 的 市 井 生 活 ， 其 二 北 魏 时
代 的 平 城 作 为 国 际 大 城 市 ， 南 来 北
往 、 东 西 交 融 尽 显 民 族 大 融 合 ， 应

在 交 往 、 交 流 、 交 融 方 面 做 好 文
章 ； 史 峰 说 ， 北 魏 文 学 文 化 研 究 已
蔚 然 成 风 ， 这 是 一 个 好 的 开 端 ， 每
个 文 学 爱 好 者 都 应 该 在 自 己 擅 长 的
领 域 做 更 好 的 研 究 ； 张 瑞 林 认 为 ，

《平 城》 定 位 清 晰 ， 对 挖 掘 北 魏 历
史 文 化 有 很 好 的 带 头 作 用 ， 继 续 打
造 北 魏 文 化 的 亮 点 ， 抓 好 内 容 创
作 ，《平 城》 将 成 为 更 大 的 平 台 ；
韩 生 存 认 为 ， 文 物 和 文 学 密 不 可
分 ， 大 同 出 土 的 精 美 文 物 众 多 ， 应
该 用 文 学 演 绎 文 物 背 后 的 故 事 ， 多
媒 体 展 示 促 进 平 城 文 化 发 展 ； 石 囡
认 为 ， 北 魏 历 史 深 厚 ， 对 于 文 学 创
作 者 是 个 好 机 会 ， 写 北 魏 、 写 平 城
就 不 能 只 看 这 里 ， 视 野 放 大 ， 往 西
看 新 疆 、 甘 肃 ， 往 东 看 内 蒙 古 、 东
北 ， 都 可 以 挖 掘 创 作 ； 于 立 强 认
为 ， 文 学 是 对 文 化 和 文 明 生 动 的 反
映 ， 建 议 市 图 书 馆 搜 集 《魏 书》 的
各 种 版 本 、 注 解 ， 要 做 到 让 人 们 觉
得 看 北 魏 史 料 就 必 须 来 北 魏 文 献
馆 ， 同 时 要 注 重 当 下 的 所 见 所 闻 ，
这 是 北 魏 文 学 的 拓 展 ； 曾 强 认 为 ，
适 当 举 办 有 关 北 魏 主 题 的 征 文 等 ，
对 文 化 爱 好 者 的 创 作 激 情 有 很 大 提
升 。 各 位 嘉 宾 从 不 同 角 度 进 行 了 精

彩 分 享 ， 更 为 深 入 挖 掘 北 魏 、 平 城
优秀文化提出了宝贵建议。

市 图 书 馆 副 馆 长 吕 鑫 表 示 ， 打
造 北 魏 文 献 馆 的 初 衷 就 是 搭 建 一 个
传 播 北 魏 历 史 文 化 的 公 共 平 台 ， 倡
导 经 典 阅 读 ， 营 造 文 化 绿 洲 。 下 一
步 会 继 续 扩 充 文 献 资 源 ， 尤 其 是 把

《魏 书》《水 经 注》 的 各 个 版 本 收 集
整 理 出 来 。 其 次 是 与 《平 城》 文 学
季 刊 协 同 联 动 ， 深 入 推 进 合 作 ， 在
微 信 公 众 号 建 立 《平 城》 文 学 专 题
页 面 。 今 后 将 邀 请 各 位 “ 老 朋 友 ”
作为“主讲人”，带领市民读者探寻
北 魏 历 史 ， 领 略 北 魏 文 化 ， 推 动 大
同的精神文化建设。

深挖北魏历史富矿 建设平城文化高地
——《平城》创刊两周年暨北魏文学创作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本报讯 （记者 李炯） 3 月 31 日，
由大同市体育局、大同市体育总会主
办，大同市形意拳协会承办的市级非
遗形意拳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

形意拳是中华武术四大名拳之一,
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因其强身健
体的特色、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古朴实
用的属性深受大众喜爱。大同市形意
拳协会成立于 1994 年，是市体育总会
指导下的一个社团组织，协会现有会
员 500余人。

据了解，此次培训时间为 4月 1日
至 4 月 15 日，为期半个月，培训内容
主要为形意五行拳和形意刀术。有爱
好形意拳或刀术的同仁可报名参加。
协会派出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资深教练
授课。

据 大 同 市 形 意 拳 协 会 负 责 人 介
绍，形意拳作为传统拳法，它既可以
强健身体，又可以锻炼意志。此次培
训，旨在传承武术文化，不断提高市
民科学健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大同市形意拳公益培训开课

月华池，是左云县威鲁村北的明
长城内侧的一方小城，它与长城紧紧
相连，是一座建在长城上的独具特色
的袖珍小城。月华池以长城为北墙，
另筑东南西三面围墙，围成一座周长
约 260 米的城堡，应是世界上最小的城
堡。它集屯兵、瞭望、报警乃至战斗等
多种军事功能于一身，北墙上有高出
墙体两丈的烽火台。

2020 年 冬 ，明 长 城 左 云 宁 鲁 堡
——八台子段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

宁鲁堡外北面的山梁上，有一个
镇宁箭楼闻名遐迩。东面，与之遥相
呼应的八台子教堂遗址享誉中外。威
鲁堡旁长城边这个月花池袖珍小堡，
于 2008 年 9 月因举办“首届边塞文化
高层论坛”叫响，十多年来关注度越来
越高。近些年，古长城古堡的热度高
了，宁鲁堡火了，八台子火了，月华池
也火了。来观光的人不少，来摄影的
人不少，来写生的画家也是一拨儿接
着一拨儿。

如今，不论史学研究人士，还是文
人墨客和老百姓，讲月华池故事、写月
华池来历的人特别多，是难得的好现
象。有坊间传说，有本地学者的史学

考察论文，还有诗情纵横的作家对月
华池浪漫美艳的演绎。月华池在灰头
土脸地度过几百年光阴后华丽转身，
赫然走上了现代霓虹炫彩的 T 形台，
无论怎样，月华池应该很欣慰很骄傲
了。

月华池就在威鲁村的北面，距离
不足一公里。月华池曾经是孩子们的
阵地战场，也是他们的狩猎场。大雪
之后撵野兔子，北方的大人小孩儿都
懂得这个。当一群追风少年把一只两
只野兔子撵进月华池那个正方形的堡
里时，兔子的命运已经不需多言，兔子
一 定 是 失 败 者 ，孩 子 们 肯 定 是 胜 利
者。因为在那个小堡之内，没有很明
显的出口，即使有一处两处小口子也
极其模糊，而且位置还很高，惊恐万状
精疲力尽的野兔子是不会找到的。

要说口子，再往西往北，倒是有个
口子村，属内蒙古了，它和被困的野兔
子没有啥瓜葛。这口子，包括从口子

村北的山上流泻而下的山洪，那些顽
皮的少年们都一一知晓。他们戴着兔
子皮或者猫儿皮做的大棉帽子，操着
皴裂黑干的小手在棉袖筒里，不时地
吸一股子冻出来的稠鼻涕，咧着嘴嘲
笑着那一只或者两只欲逃无门的肥肥
的野兔子。少年们甚至已经开始想象
溢出香味的野兔肉，干涩的喉咙咽下
一些口水。

那个时候，村民们也许并没有把
月华池当回事儿，它只是一处荒芜破
败的乱土堡子，无甚用处。人们都懒
得过去瞅一眼那土堡子，那地方有啥
好看的呢，除了黄土就是草，除了草
便 是 黄 土 ，倒 是 有 几 丛 硕 大 的 芨 芨
草，年年如旧，也未有人来探望它们，
只 不 过 几 个 季 节 里 更 换 上 几 种 固 定
程 序 化 的 颜 色 。 而 它 们 毕 竟 也 掩 不
住绵绵的土沫和风中飞扬的土尘，那
土尘直迷人的眼睛。

那 会 儿 很 少 有 人 这 样 说 ，啊 呀 ，

这个小堡可不简单哩，正好修在了长
城一侧，那高高的燧台和战墙，因地
制 宜 就 建 在 边 墙 长 城 的 上 方 。 但 有
一点千真万确：墙南为晋地，墙北为
蒙域。另外，过去的一个说法也很有
意思：一孔土窑跨两地，两地之间闻
豚鸡。两头赋税都能避，逍遥自在乐
依依。

那 些 年 里 老 百 姓 们 不 一 定 都 知
道，这里便是赫赫有名的古长城，他
们只管它叫墙，叫土墙或者叫边墙。
也不晓得大边和小边，内长城和外长
城的区别。但是他们一定知道，这边
墙 上 下 到 处 生 长 着 一 种 普 通 得 不 能
再普通的草，叫圪节草，略懂中医药
的人叫它麻黄草，采集焙干再熬成药
汤，曾经医治好多少生于江南却来荒
凉 北 地 戍 边 导 致 水 土 不 服 生 病 的 将
士。这药草，也是村民们平时治头疼
脑热咳嗽的良药。

月 华 池 似 乎 没 有 门 可 供 出 入 。

早年路过月华池好多次，印象中月华
池的正面墙体下应该有一个门洞，不
敢确定那就是月华池的正门，也许只
是人们掏的一个小洞，洞中隐约可见
的是一副灰黄色的棺材，让人不敢再
久留，蹬起单车赶紧远去。月华池既
然没有门，所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前来游玩的人们，只能顺着东西两侧
已成为斜坡的墙体攀上去，一睹月华
池的芳容，留下无数次踩踏后纷乱的
足印。如今月华池东侧建起一处四层
的钢木结构瞭望塔，取名长城阁。前
来观瞻的人们再不必攀登土墙，可以
拾级而上到塔顶，一览月华池全景。

月 华 池 西 边 ，有 它 的 两 个 好 弟
兄，八台子教堂阁楼和镇宁箭楼。不
论他们啥长相啥身板儿，不论他们是
本土骨血还是异域混血，他们仨，就
如 同 长 城 脚 下 山 桃 花 盛 开 季 节 里 的
结义兄弟。

月 华 池 是 一 个 高 墙 围 起 来 的 池
子，墙体挺高，池子却很低，站在瞭望
塔上看月华池，轮廓清晰，颜色分明，
凸凹有致，有航拍出来的感觉。观瞻
的人是幸福的，月华池是幸运的。

月华池是一个袖珍方形古堡，里
边 是 一 个 方 形 的 土 池 子 。 内 部 墙 体

斑驳，上有不少风化出来的大大小小
的龛窟，像是远去了的某个朝代里，那
些人一双双久久凝视的眼睛，眼神寂
寞淡然而冷峻。俯瞰月华池亦如一方
闲置太久的古棋盘，仙人远去，风物犹
存。

在这一盘苍茫的周边，孕育了许
多 关 于 长 城 关 于 古 堡 的 传 说 。 驻 足
月华池边，人人难免会追问，最初的月
华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戍守边关
的军堡？是驻军的桃粉欢娱之地？是
羁押战俘的营地？还是修建到一半儿
而废弃的马市半拉子工程？与好几位
八旬左右的村民攀谈过，他们很激动
也很骄傲，可老人们说出来最相似的
一句话就是：那地方可年长了，我小时
候就是这样子。既然如此，我们就大
可 不 必 打 破 砂 锅 问 到 底 了 。 正 如 本
土历史学者刘志尧先生所言：想彻底
弄清月华池的真相很难，退一步讲，
即 使 弄 清 楚 了 也 不 见 得 是 多 大 的 好
事 。 就 让 月 华 池 一 直 披 上 那 一 袭 缥
缈梦幻般的面纱，静静匍匐于古长城
之侧吧。当人们轻轻移步月华池边，
蒙娜丽莎一般的月华池，表情安然甜
美，眼神朦胧，观者视野与思绪辽阔，
心静如水……

左 云 有 个 月 华 池
郭宏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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