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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入围全国大学生讲解
大会总决选的 30 名选手及指导老师齐
聚大同，通过实地参观和学习，近距
离感受大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
人文底蕴，研学内容成为 4 月 28 日总
决选选手的参赛选题。

两天的研学之旅，选手们和指导
老师赴云冈石窟、市博物馆、大同红
色 记 忆 馆 、 华 严 寺 、 古 城 墙 参 观 学
习。在研学之中，他们一 边 现 场 聆
听 我 市 专 业 讲 解 员 讲 解 ， 一 边 用 心
记 录 相 关 素 材 ， 拍 摄 剪 辑 短 视 频 ，
积 累 大 同 文 旅 内 容 ， 从 中 挖 掘 主 题
内 涵 ， 深 度 探 析 历 史 密 码 。 所 到 之
处 ， 他 们 从 “ 00 后 ” 大 学 生 独 特

的 视 角 去 发 现 大 同 之 美 。 在 他 们 的
心 中 ， 佛 像 、 菩 萨 仿 佛 开 口 与 他 们
对 话 ； 司 马 金 龙 墓 屏 风 漆 画 复 原 古
人 的 生 活 ， 再 现 当 代 审 美 价 值 ……
年 轻 人 的 眼 光 总 是 令 人 赞 叹 ， 年 轻
人 的 想 象 力 总 是 那 样 丰 富 多 样 。 于
是 ， 通 过 两 天 的 研 学 之 旅 ， 他 们 创
作 了 不 同 风 格 的 参 赛 作 品 。《刷 刷
古 人 的 “ 朋 友 圈 ”》《云 冈 的 “ 朋
友 圉 ”》《云 冈 石 窟 里 的 “ 奥 运
会 ”》《相 爱 穿 梭 千 年》《不 一 样
的 博 物 馆》《“ 面 ” 见 大 同》《大
有 不 同》 等 参 赛 题 目 是 他 们 对 这 座
城 市 的 理 解 。 参 观 完 大 同 煤 矿 万 人
坑 遗 址 纪 念 馆 、 大 同 红 色 记 忆 馆 、

平 型 关 大 捷 纪 念 馆 ， 他 们 又 提 炼 升
华 出 不 同 的 主 题 ， 创 作 了 《五 张 工
赁 单》《见 字 如 面》《红 色 守 望》

《忆 平 型 关 大 捷》 等 既 有 历 史 内
涵 ， 又 赋 予 时 代 新 意 的 作 品 。 有 的
选 手 还 结 合 自 己 生 活 、 学 习 的 城
市 ， 与 大 同 进 行 巧 妙 “ 对 接 ”， 形
成 完 整 的 作 品 架 构 ， 形 成 大 同 与 不
同 城 市 之 间 的 故 事 链 接 。 作 为 新 时
代 的 大 学 生 ， 作 为 未 来 的 传 媒 人 ，
他 们 的 视 角 独 特 、 思 路 清 晰 ， 令 在
场 不 少 “ 70 后 ”“ 80 后 ” 观 众 受 益
匪 浅 。

与 其 说 这 是 一 次 “ 比 赛 ”， 不
如 说 这 是 一 次 城 市 之 间 的 双 向 奔
赴 ， 是 未 来 传 媒 之 路 的 探 析 之 旅 ，
是 传 统 文 化 与 当 代 审 美 的 深 度 对
话 。 而 大 同 ， 通 过 参 赛 选 手 身 临
其 境 的 体 验 ， 也 将 被 传 播 得 更 远 。

全 国 大 学 生 讲 解 大 会 的 主 题
是 “ 美 丽 中 国 ， 我 来 解 说 ”。“ 文
旅 赛 道 ”“ 红 色 故 事 赛 道 ” 两 个 组
别 的 30 名 参 赛 选 手 在 最 后 环 节 还
进 行 了 “ 抽 题 ” 解 说 。 大 屏 幕 滚
动 闪 现 全 国 著 名 景 点 名 称 ， 参 赛
选 手 “ 抽 ” 到 哪 个 景 点 就 开 始 解
说 哪 个 景 点 。 这 无 疑 是 难 度 较 大
的 一 次 比 拼 ， 但 大 部 分 选 手 都 能
出 色 地 完 成 解 说 。 有 的 选 手 在 讲
解 “ 故 宫 博 物 院 ” 和 “ 敦 煌 莫 高
窟 ” 时 ， 很 自 然 地 与 大 同 进 行

“ 对 接 ”， 在 解 说 中 完 成 了 一 次
“ 双 向 奔 赴 ”。 台 上 选 手 激 情 解

说 ， 台 下 同 学 加 油 助 威 ， 给 选 手
增 添 了 满 满 的 自 信 ， 也 在 比 赛 中
增 加 了 友 情 。

比 赛 结 束 ， 山 西 传 媒 学 院 播
音 主 持 学 院 名 誉 院 长 、 教 授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专 家 组 成 员 ， 原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播 音 主 持 艺 术 学 院
副 院 长 马 玉 坤 ， 山 西 大 学 历 史 文
化 学 院 院 长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向 晋 卫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视 听 传 播 系 主 任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高 贵 武 ， 国 家 高 级 导 游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导 游 大 师 、 山 西 省 导
游 协 会 副 会 长 、 国 家 金 牌 导 游 联
盟 发 起 人 牛 刚 ，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文
化 产 业 管 理 学 院 文 化 数 字 化 实 践
中 心 主 任 靳 斌 ， 山 西 传 媒 学 院 播
音 主 持 学 院 播 音 教 研 室 主 任 、 教
授 彭 晓 燕 等 专 家 评 委 所 作 的 综 合
评 议 ， 对 于 选 手 来 说 ， 又 是 一 次
难 得 的 “ 讲 解 公 开 课 ”， 让 选 手 明
白 了 什 么 是 “ 讲 解 ”？“ 讲 解 ” 不
是 “ 演 讲 ”，“ 讲 解 ” 面 对 的 是 观
众 ，“ 讲 解 ” 要 让 观 众 与 “ 讲 解 ”
的 对 象 进 行 对 话 。“ 讲 解 员 ” 与 导
游 员 又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两 个 身 份 ……

选 手 们 在 大 同 的 几 天 时 间 里 ，
切 实 感 到 了 古 都 大 同 的 深 厚 底 蕴 和
人 文 魅 力 。 作 为 大 同 人 ， 参 赛 选 手
李 响 说 ， 能 在 家 乡 大 同 参 加全国大
学生讲解大会，她感到十分荣幸。回
到学校，她将继续把大同之美介绍给
更多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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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持
续营造场馆浓厚艺术氛围，完善场馆
多功能区域，大同市雕塑博物馆经过
精心设计打造了文化艺术长廊，并于
近日开放。

市雕塑博物馆文化艺术长廊采用
简洁的线条和几何形状，以明亮的视
觉 效 果 增 强 空 间 层 次 感 ，与“ 席 地 而
坐”相结合，打造舒适、清爽的休闲空
间，是一处集休闲、文化和娱乐为一体
的多功能场所。通过持续增强公共文
化服务的辐射力和覆盖面，为广大群
众提供一个深度亲近艺术、感受文化
的互动空间，是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充
分发挥文化阵地服务功能、丰富展览
形式、高效利用馆藏作品的重要举措。

市雕塑博物馆副馆长李威说，在
新开放的文化艺术长廊，市雕塑博物
馆将不定期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包括沙龙研学、文化讲座、小型画展及
作品展览等，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悟
国内外文化艺术魅力，让文化艺术长
廊为城市文化生活增添新的色彩和活
力。 文/许佳 摄影/史世杰

大同市雕塑博物馆文化艺术长廊开放

4 月 24 日，世界读书日刚过，《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大同
市作家协会联袂开展“古都文化行，书
香润万家”赠书活动。第一站来到阳高
县，先后向镇边堡和守口堡村农家书
屋、杏花园农庄作家创作基地、阳高县
文联、阳高县一中等单位赠送《古都·大
同文化系列丛书》近 20 套，让更多的人
深入系统了解古都大同历史文化。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编委
会成员、大同市作家协会部分作家沿
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纵览长城风光，
所到之处，无不被阳高独特的人文内
涵、纯朴的民风民俗、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文旅产业深深吸引，一处处乡村“网
红打卡点”，一个个独具个性特色的旅
游景点，一系列作家、书画家创作写生
基地，让人真正感到这里是创作的沃
土，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在他们
的心中酝酿。

镇边堡，位于阳高县长城乡，是明
代大同镇边墙五堡的重要关口，在《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明
长城镇边堡段（阳高）入选首批长城重
要点段。依托明长城、明古堡、烽火台、
汉代将军墓遗址等独特的资源及神奇
秀丽的自然风光，镇边堡村每年都会吸
引不少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
陕西等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如今的
镇边堡，文旅产业正蓬勃兴起，明清一
条街上店铺林立，农家乐、农家客栈、乡
村休闲场所各具特色。2022年，该村被
列入“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2023
年，镇边堡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面对镇边堡的美丽图景，《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主编崔银在赠
书活动上说：“此次赠书活动主要是让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大同、认识大同、了
解大同，感受到古都大同的博大与包
容。《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要走进
千家万户，走向大江南北，让人感受到
古都大同的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家协会主席侯建臣
说：“古都文化行，书香润万家。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4 月 24 日，我们把《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送到千家万户，
是对我市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弘
扬。”

阳高县文联主席余跃海接过《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后动情地表示：

“非常感谢《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
赠书活动首站来到阳高县，非常感谢大
同 作 家 创 作 团 队 为 阳 高 乡 村 书 屋 赠
书。多年来，在大同市作家协会的指导
下，阳高县作家队伍异军突起，涌现出
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诗人，其作品也多
次在省内外主要文学刊物发表。一些
80后、90后作家也有多部作品由国内知
名出版社出版，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也创办了多处‘大同作家创作基
地’，为更多的大同作家走进阳高采风、
创作，搭建起良好的平台。此次赠书活

动首选阳高，对于我们阳高作家来说更
是一次激励与鞭策，希望阳高作家能够
从这套《丛书》中汲取营养，为阳高文学
创作再上台阶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城脚下有个长城人家，“杏花园
农庄”藏着感人故事。张月英，这位带
领村民创业、用心推动家乡旅游发展的
回乡创业者，用十几年的时间将这里打
造成为一处能同时接待 50多人住宿、近
百人同时就餐，可以接待小型会议的

“小园林式”农家旅游摄影基地。作为
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多年来，
她在经营农庄之余仍然不忘自己喜爱
的文学创作，创作的乡村题材散文、小
说 描 写 细 腻 、情 感 真 切 ，受 到 业 内 好
评。张月英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纯真
尚美、顽强拼搏的人生经历也感动着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是
日，当《丛书》主编崔银将这套饱含着深
情厚意的“大书”送到“杏花园农庄”时，
作为“长城女儿”的张月英向编创团队
讲述了她心中的长城情，捧着厚重的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她感谢每
一个关心、关注农庄发展的各界人士，
感谢大同市作家协会和阳高县文联的

牵线搭桥，感谢众多文友在文学创作上
给予她的指导与帮助。

在“杏花园农庄”赠书现场，资深媒
体人冯桢用真挚的大同情怀谈了对这
套《丛书》的认识，他称赞这套《丛书》是

“大同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包括非
遗文化、四合院文化、长城文化、戏曲文
化、行业印迹等内容。此次赠书，走进
阳高是第一站，将来我们还要走很多地
方送书，正如主编崔银所说，我们送去
的是一份尊重、一份文化、一份情怀，希
望通过送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同，了
解大同历史。

守口堡长城一直以来都是摄影爱
好者的天堂，当地人称作“杏花村”，守
口堡的长城美，守口堡长城边上杏花开
放的时节更美，站在村口的黑水河桥向
东望去，两山相夹一片开阔的山坳中，
栽种着成片的杏树。每当杏花开放时，
总会吸引一大拨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聚
集于长城下。编创团队来到守口堡，在
一处标注着“我在守口堡等你”的网红
标牌旁，举行了赠书仪式。一位村民代
表在接过了崔银送上的《古都·大同文
化系列丛书》时高兴地说：“感谢你们为

我们送书，感谢你们来到守口堡。”
在守口堡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副主席、地方民俗文化学者要进谈了
自 己 的 认 识 ：“ 阳 高 历 史 文 化 丰 富 灿
烂，有旧石器时期中晚期许家窑遗址，
有西汉初期的汉墓群，有明代的守口
堡、镇边堡，有云林寺的彩塑和壁画，
还有红色旅游基地大泉山。阳高还是
二人台的故乡，阳高有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现在，我们提倡以文兴旅，以
旅促文，文旅融合，祝愿阳高文旅事业
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文媛从她接
待 外 地 朋 友 来 大 同 旅 游 的 一 件 事 说
起，外地朋友在游览完大同后向李文
媛提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大同人特别
自信，他们脸上洋溢着一种骄傲和自
豪 ，是 掩 饰 不 住 的 ，让 外 地 人 特 别 羡
慕。大同人的这种自信，底气来自哪
里？”李文媛告诉他们，源于大同深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走在哪里，都很
自信，我们的山有故事，我们的水有历
史，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在
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的阳光之下，我
们怎么不感到自豪。所以，《古都·大
同文化系列丛书》出版得非常好，这套
书让普通百姓更容易了解大同的历史
和文化，激发大同人的自豪感和对大
同本土文化的热爱。

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强说：“这套文
化丛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大同文化研
究的一些空白地带，而且以风姿卓立、生
动鲜活、万木丛生的“森林”方式，第一次
系统化整理、多样化阐释、整体性构筑了
一个地方的文化体系，拓展了大同历史
悠久、文化厚重的现实根基，支撑出大同
地域历史文化的一片丰茂“绿洲”。阳高
文旅产业在细节上挖掘得十分到位，阳
高文旅，未来可期。

古都文化行 书香润万家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赠书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在 与 各 类 媒 体 编 辑 的 书 信 交 流
中，我珍藏着许多宝贵的信件，其中一
封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同日报》编
辑 刘 培 现 的 信 件 尤 为 让 我 感 到 珍
贵 。 每 次 翻 阅 这 封 来 信 ，短 短 几 行
文 字 ，遒 劲 有 力 的 笔 触 ，在 那 个 充 满
激 情 的 年 代 ，我 都 能 深 深 地 感 受 到
一 个 编 辑 对 作 者 的 真 挚 的 情 感 ，尤
其 是 对 一 个 刚 开 始 涉 足 写 作 领 域 的
新手的鼓励与关爱。

当时，我撰写了一篇关于新荣区
型 煤 厂 负 责 人 舍 小 家 为 大 家 的 通 讯
稿，满怀信心地将它寄给了负责社会
新闻版块的刘编辑。本来，我不指望
编辑能给我回信。因为在那个年代，
像我这样的作者很多，编辑不可能对
每 封 来 信 都 要 回 复 。 谁 知 ，没 过 多
久，我竟收到了刘编辑的回信。

信 中 ，刘 编 辑 告 诉 我 ，由 于 工 作
调 整 ，他 已 不 再 负 责 原 来 那 个 版 面
的 编 辑 工 作 。 同 时 ，他 告 诉 我 ，已 经
帮 我 把 稿 件 转 给 了 新 的 编 辑 。 最
后 ，他 还 诚 恳 地 邀 请 我 有 时 间 到 编
辑 部 当 面 谈 一 谈 。 我 深 知 这 是 一 个
难 得 的 学 习 机 会 ，可 以 借 此 把 自 己
的 一 些 作 品 拿 给 刘 编 辑 看 ，让 他 指
点一二。

考虑到刘编辑工作繁忙，我也没
有 给 他 回 信 。 再 加 上 我 那 段 时 间 在

日 报 刊 登 了 一 些 作 品 ，日 报 编 辑 不
定 期 给 我 寄 来 稿 费 单 ，心 想 ，等 哪 次
趁 着 领 稿 费 的 机 会 ，一 并 去 拜 访 刘
编 辑 ，向 他 请 教 一 些 关 于 写 作 的 问
题。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人。
几 次 我 到 报 社 领 取 稿 费 ，却 总 因 各
种 原 因 未 能 与 刘 培 现 编 辑 相 见 。 不
是 他 外 出 办 事 采 访 ，就 是 开 会 忙 碌 ，
甚 至 有 一 次 我 前 脚 进 报 社 ，他 刚 刚
坐 车 下 乡 采 访 去 了 。 因 此 ，我 始 终
未能如愿见到他。

那段时间，我总感觉像是欠着刘
编 辑 一 份 人 情 。 在 关 注 报 纸 上 我 发
表 文 章 的 同 时 ，我 也 时 常 通 过 报 纸
留 意 刘 培 现 编 辑 的 消 息 。 看 着 他 的
一 篇 篇 有 影 响 力 的 文 章 在 报 纸 刊
发 ，我 也 感 到 十 分 高 兴 。 在 他 的 影
响 下 ，我 也 被 评 为 优 秀 通 讯 员 等 多
项 荣 誉 ，我 为 有 这 样 的 良 师 益 友 而
感 到 骄 傲 。 虽 然 我 们 未 曾 谋 面 ，但
我已获益良多。

再 后 来 ，也 许 因 为“ 爱 屋 及 乌 ”
的 原 因 ，每 每 在 报 纸 上 发 现 刘 培 现

编 辑 写 的 文 章 ，我 总 是 要 读 一 读 ，看
一 看 。 惊 叹 之 余 ，多 的 是 对 刘 编 辑
的 敬 佩 。 这 么 多 年 来 ，刘 编 辑 一 如
既 往 笔 耕 在 新 闻 战 线 上 ，倾 情 报 道
我 们 这 座 城 市 的 新 闻 事 件 ，给 人 以
鼓 舞 和 力 量 。 比 如 ，刘 编 辑 撰 写 的
那 篇《“ 绿 化 将 军 ”18 年 育“ 雄 兵 ”百
万》，用 朴 实 无 华 的 语 言 ，向 我 们 讲
述 了 张 连 印 将 军 和 他 的“ 树 士 兵 ”故
事 ，读 起 来 让 人 感 到 激 情 澎 湃 、荡 气
回肠。

墨香淡痕，情愫依旧。再次翻看

那份发黄的信纸，笔端流淌着岁月的
痕 迹 ，字 里 行 间 洋 溢 着 朴 实 的 温 暖 ，
却如陈年的酒，越品越醇。特别是在
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桌
前，打开电脑，轻轻敲动键盘，脑海里
还 会 浮 现 那 份 书 信 的 内 容 。 那 淡 淡
的墨香仿佛穿越时空，引领我回到那
个与刘编辑书信往来的年代，让我又
有力量继续把写作进行下去……

今 年 是《大 同 日 报》创 刊 75 周
年 ，也 是 我 和《大 同 日 报》岁 月 流 转
中 相 遇 的 30 年 。 30 年 中 ，《大 同 日
报》以 及 那 些 我 熟 悉 的 编 辑 ，更 像 是
不 经 意 出 现 的 一 盏 明 灯 ，在 人 生 前
进 的 道 路 上 给 我 以 温 暖 和 力 量 。 这
盏 明 灯 ，或 许 并 不 显 眼 ，但 微 弱 的 光
芒 ，总 能 在 关 键 时 刻 照 亮 我 写 作 的
方 向 ，给 予 我 坚 定 的 信 念 和 无 尽 的
动力。

美丽大同 “我”来解说
——全国大学生讲解大会总决选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记住了一个编辑的名字
张阳

图为《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在
阳高县镇边堡举行赠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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