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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市雕塑博物馆举办了“席
地而坐博物馆——致敬大师 泥塑心
灵”主题活动。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
的场所，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在家长的
陪伴下，围绕我国著名雕塑家陈云岗
大师创作的《中国老子》雕塑作品，席
地而坐，开始了一段充满乐趣的艺术
体验。

活动由青年雕塑家李梦琪担任主
讲，她以亲切和易懂的语言向小朋友
介绍了雕塑的基础知识和泥塑的基本
技巧。孩子们的注意力被深深吸引，
他们用小手揉搓着泥土，模仿着老师
示范的动作，尝试着塑造出自己心中
的《中国老子》。虽然小朋友对老子的
哲学思想还不是怎么理解，但通过亲
手制作泥塑，他们开始对雕塑艺术有
了 初 步 的 兴 趣 。 在 制 作 泥 塑 的 过 程
中，他们学会了观察、思考和创造，并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对老子的形象
有了直观的感受。

5 月 5 日，市雕塑博物馆举办了“席
地而坐博物馆——寄望青春 向美而
生 青 少 年 雕 塑 作 品 展 艺 术 体 验 活
动”。活动邀请青少年参观了“寄望青
春 向美而生 青少年雕塑作品展”。展
品精彩纷呈，彰显着青少年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随后，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的
温宇婷为大家详细介绍了青少年雕塑
作品展览获奖展品《游》的相关内容，并
带领青少年现场复刻制作该作品。

“五一”假期，“青年有为”曾竹韶
雕塑艺术奖学金馆藏荣誉作品展和《白
夜》——费翼峰个人画展亮相市雕塑博
物馆，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到场观展。

“青年有为”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
金馆藏荣誉作品展集结了前 13 届“曾
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的精品力作，既
展现了艺术的美感，也蕴含着青年艺
术家对生活、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与思
考，以及他们不放弃、不停驻、不辍思
的信念和精神。《白夜》——费翼峰个
人 画 展 通 过 艺 术 家 费 翼 峰 的 独 特 视
角，呈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大同的夜
晚，带领观众穿越时光，感受城市的变
迁与发展。费翼峰是土生土长的大同
艺术家，现任江苏省徐州书画院专职
画家，艺术成就卓越，从 2015 年第五届
全国青年美展到 2019 年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其作品一直是艺术界关
注的焦点。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馆 长 张 万 军 说 ，
“五一”假期，无论是“席地而坐博物
馆 ”系 列 研 学 活 动 ，还 是 两 大 精 品 展
览，均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不少外
地游客纷纷到雕塑博物馆打卡，活动
结束，他们给雕塑博物馆留言：“大同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成 功 地 将 传 统 文 化 与
现代精神相结合，激发了新时代青少
年 的 创 造 力 和 对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意
识。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
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未来青
少年的期许。”

斗 转 星 移 ， 时 光 荏 苒 ， 转 眼 间
《大同日报》 已经陪伴我走过了 52 个
年头了。在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对我
来说，《大同日报·云冈副刊》 更像是
一个情感符号，印刻着我最难忘的回
忆。

1972 年初，我从插队的乡下被抽
回到一所企业中学从教。我们办公室
就订有一份 《大同报》，从此，我就
成 为 这 份 报 纸 的 忠 实 读 者 ， 每 期 必
读。尤其是开设“云冈”副刊后，我
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副刊的文学性更
强，对于喜爱文学的我来说，副刊更
具可读性。

因为“云冈”副刊看得多了，头
脑中也就积累了一些文学元素，随之
产 生 了 写 作 的 冲 动 。 于 是 开 始 磨 笔
尖，写稿子。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寄
出的稿子如石沉大海，连个泡泡都没
有。当时，我想算了，何必点灯熬油
耽 误 工 夫 ， 做 这 种 劳 而 无 效 的 “ 傻

事”呢？
然而，于无声处听惊雷，1985 年

8 月 ， 我 的 习 作 《北 戴 河 三 记》 在
“云冈”副刊发表了。我的名字第一
次出现在副刊上，当时的喜悦之情是
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发稿的责任编
辑是史敢峰老师，他就成了我在写作
路上给我开了“绿灯”的第一位“贵
人 ”。 至 此 ， 我 就 从 读 者 升 格 为 作
者，有了双重身份。

在写作上有了“零”的突破，我
的信心倍增。在业余作者中，我自认为
是比较勤奋的人，在“云冈”的发表率
越来越高，不仅如此，有时，我在日报

其他版面上也能发表一些文章。
我在 《大同日报》“云冈”发表

文章的“高光时刻”还是在 1989 年。
那 年 “ 云 冈 ” 副 刊 搞 了 一 次 “ 名 城
赞”散文征文有奖大赛。当时，中国
重载第一路——大秦铁路开通不久。
我到大秦铁路的龙头，也就是中国铁
路 最 大 的 编 组 场 —— 湖 东 站 进 行 采
访。然后写出了应征散文 《煤城飞起
大秦龙》。稿子很快被刊发，在最终
的评选中还被评为一等奖。后来我才
知晓，这次征文比赛是为几个月后在
苏州举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
城赞”征文大赛参选文章作前期准备

的。大同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这样的时机，这样的宣
传活动是不能缺位的。

我记得，当时我的文章和张小泉
的 文 章 并 列 一 等 奖 。 那 么 ， 问 题 来
了，选择谁的文章带到苏州参评呢？内
幕细节我不得而知。最终是史敢峰编辑
把我的文章带到了苏州。最终，我的这
篇应征稿获得了二等奖，也就是银奖。
这也使我很满足了，毕竟我的文章也为
我市这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
光彩，我为大同感到自豪。

此后，我成了 《大同日报》 的特
约通讯员，一“通”就是多年。

在 《大同日报》 这块福地上，我
遇到那么多的好编辑，他 （她） 们是
樊善云、冯桢、昝银琴、李恒成、杨
红英、刘培现、熊克芳……文为师，
人亦为师。这些好编辑是那么暖心，
令人尊敬，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写
作路上的“贵人”。

我清楚地知道，从我的初稿到最
后的见报稿，中间倾注着编辑们的大
量心血，不论是一字千金的改动，还
是谋篇布局的调整，大至每个标题的
敲定，小至每个错别字乃至每个标点
符号的纠正。

有这么多好编辑的倾心助力，热

情地帮助我，我的写作之路越走越宽
阔。后来我的小小说 《领导冒号反馈
息》 荣获北京 《三月风》 杂志征文三
等奖，并被 《新华文摘》 转载，还荣
获全国铁路第四届文学奖，我的 《羊
群里的骆驼》 在 《新民晚报》“夜光
杯”征文中获一等奖。我的散文 《吃
了黄米糕，行事步步高》 发表在 《人
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2000 年，我被吸收为山西省作家
协会会员。

如今，我已步入“古稀”，笔耕少
了，但痴心未改，始终没有放弃阅读的
习惯。这种习惯主要来自对 《大同日
报》 的感情，来自诸位编辑“贵人”给
予我长期以来的帮助与惠顾。爱好读报
是一种积极向上、健康的退休生活方
式，我读《大同日报》直到永远。

祝福 《大同日报》 75 岁生日。值
此 生 日 之 际 ， 感 谢 这 块 福 地 ， 感 谢

“贵人”编辑。期待 《大同日报》 越
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大同日报》编辑是我的“贵人”
王瑛

记得在农中上高中时，老师带我
们采访村支书，然后给报社投稿，他
还以本公社一位民办教师因发表文章
被选拔到县委通讯组的实例来激励我
们。且说着我毕业回村，因不甘心一
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便五年来
一 直 坚 持 边 劳 动 边 写 好 人 好 事 等 稿
件，试图通过发表找到一条出路。然
而，历经恢复高考首年有幸上了山西
农大，毕业后先公社、再县委机关，
旋 被 选 调 到 雁 北 地 委 组 织 部 ， 直 到
1990 年 10 月 17 日 才 在 《大 同 日 报》
发表处女作 《情满五台路》。雁同地
市合并期间，《大同日报》 连发我的

《做好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实
现“机构合、人心合”的有力保证》
等稿件，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从此一
发 而 不 可 收 ， 直 到 退 休 九 年 后 的 今
天，屈指算来整整追随 《大同日报》
52 年。如今，年近七旬捋人生，觉得

此 生 自 忖 有 点 分 量 的 文 场 大 事 都 与
《大同日报》 关联。

千篇文章溯深根。我未受过系统
的中文训练，只好通过已发表作品揣
摩编辑的增删技巧藉以弥补，以至积
累了数万字与编辑或明或暗互动的笔
记 ， 如 “ 私 人 小 汽 车 ” 改 为 “ 私 家
车 ”、“ 忌 日 ” 改 为 “ 纪 念 日 ” 等 。
2011 年 4 月 20 日，大同日报社以召开
座谈会的方式，邀我写言论。我将这
份信任一直顺延到退休两年后，共发
表言论和其他文章 89 篇。其中最感欣
慰的是 《为 “大同蓝”叫好》。三年

前，我正式受聘为“山西日报客户端
特约撰稿人”，截至目前已发表 65 篇
热点评论。实为良师益友的 《大同日
报》 让我产生一种文字表达水平“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并由此
不断走向更高层次的“诗和远方”，先
后在 《求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前
进》《山西日报》 等报刊发表散文、论
文、调查等300多篇，获奖95次。

助力大泉山迈新步。我在参观大
寨、西沟等老典型的二次创业后，对
家乡的大泉山产生“恨铁不成钢”的
惋惜之感。2004 年 1 月 18 日，《大同

日报》 将我的 《大泉山，何时再振雄
风》 刊发。后来我获得一份中央档案
馆提供的毛主席批示影印件，连夜写
出 《从一篇文章的修改看毛主席的扎
实 文 风 —— 读 < 看 ， 大 泉 山 变 了 样
子！>有感》，2010 年 7 月 4 日在 《大
同日报》 配图发表。退休后我从事公
益工作，正在北京开会那天，素不相
识的大泉山纪念馆总设计师鄢和曦先
生辗转打来电话，说他的学生在“今
日头条”发现一家刊物发表我的 《文
章百改见精神——研读毛主席修改文
章的三页花脸稿有感》，所以一定要

见到我。几天后他专程从上海飞到太
原约朋友开着奥迪轿车来大同接我直
奔大泉山。在路上，他说，《大同日
报》 的那篇配图文章催生了县里建大
泉山纪念馆的决心。当初如果看到央
刊那篇文章，会放到馆内主体雕塑背
面。市作协了解我，嘱我将有关大泉
山的十几篇文章整合起来弄个长篇，
我 于 是 写 出 1.8 万 字 的 《逐 梦 大 泉
山》，被收录在 2023 年 7 月正式出版
的 《大同之韵——全国作家写大同作
品集》 一书中。

倾力宣传张连印。五年前，左云
县 委 组 织 部 特 邀 我 “ 写 一 写 张 连
印”。我便赶到张家场村与老将军转
树林、看老宅、聊天，掌握了大量第
一手资料，然后用一个月时间，先后
修改十几稿，再去张家场，张连印连
夜含泪修改我的稿件，留下十几处痕
迹 。 2019 年 7 月 18 日 ，《山 西 日 报》

人物版以整版篇幅配图发表 《万亩绿
荫映初心——退役军人、河北省军区
原 副 司 令 员 张 连 印 义 务 植 树 造 林
记》，随即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张
连印应邀为全省“义务作报告 300 多
场，受教育者达到 30000 人次”。202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
关于授予张连印同志“时代楷模”称
号的决定。今年 3 月 16 日，《大同日
报》 发 表 我 的 《点 滴 往 事 忆 将 军》，
还原了五年前那段史实。

路无尽头，心有归处。未来岁月,
我 将 继 续 用 一 支 秃 笔 描 绘 出 新 的 风
景。

我与《大同日报》的情缘
李生明

多彩“五一” 玩转大同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常常忙于工作人们常常忙于工作、、家庭等各种琐家庭等各种琐

事事，，渐渐将平淡无奇作为人生常态渐渐将平淡无奇作为人生常态，，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体验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体验。。今今
年年““五一五一””假期假期，，旅游给了人们一个宝贵的机会旅游给了人们一个宝贵的机会，，可可以暂时摆脱日以暂时摆脱日
常生活琐事常生活琐事，，踏入一个与平凡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踏入一个与平凡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到大同旅到大同旅
游游，，好比一场仪式好比一场仪式，，经历过旅途的经历过旅途的““劳顿劳顿”，”，旅游者不仅开阔了视旅游者不仅开阔了视
野野，，品味到大同旅游的与众不同品味到大同旅游的与众不同，，而且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变得而且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变得
绚烂多姿绚烂多姿、、五彩斑斓五彩斑斓。“。“看展看展++旅游旅游”“”“文博文博++旅游旅游”“”“观演观演++旅游旅游””

““体育体育++旅游旅游””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新兴出游模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新兴出游模式。“。“为一场演出为一场演出
奔赴一座城奔赴一座城”，“”，“为一个展览奔赴古都大同为一个展览奔赴古都大同”，”，纵览完包含多元文纵览完包含多元文
化的古建游之后化的古建游之后，，不少游客还会尝试不少游客还会尝试““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多种体验多种体验””的的
深度游览模式深度游览模式。。与清明假期的与清明假期的““短时游短时游””热潮不同热潮不同，，今年今年““五一五一””
假期假期，，大同再大同再次火爆出圈次火爆出圈，，县域旅游也带来了旅游市场新增量县域旅游也带来了旅游市场新增量。。
为此为此，，本刊撷取一些大同本地游精彩花絮本刊撷取一些大同本地游精彩花絮，，以展示大同旅游以展示大同旅游““花花
样样””看点看点。。

“五一”，就像突然盛开的海棠，古
都大同沉浸在假日美好的氛围之中，独
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不仅让游客心驰
神往，连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都按
捺不住一颗心系文旅事业的心。当天，
市传统武术非遗项目进景区展演活动
在关帝庙广场拉开帷幕。

“五一”假日期间，市武术协会协调
全市传统武术各个非遗项目，每日都会
上演精彩的传统武术表演。上午9时30
分，鼓楼东街游人如织，全市 150余名传
统武术爱好者在关帝庙广场亮出了各自
的武术绝活。表演人员中，最年长的已
经 80 多岁，年龄最小的才 7 岁。他们精
彩的展演引得由西向东沿鼓楼东街欣赏
街边美景的中外游客纷纷围观，不时喝
彩。有的还通过拍照来留住这美好的瞬
间。八法拳、梅花拳、弹腿、八卦掌等传
统武术拳术、器械、对练，以及刀枪棍钺
鞭等单双器械对打，开砖碎石、金枪刺喉

等硬气功项目让游客大饱眼福。一位法
国游客在翻译人员的讲解下，看到精彩
处，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不时发出啧啧
赞叹，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吸引了他们，
随手用手机录下精彩瞬间。

据悉，“五一”当日参加展演的人
员，以市塞外梅花拳协会、市武术协会
八法拳研究会人员为主，市杨式太极拳
协会、尹门传统武术研究会人员也来助
兴。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负责人李
斌、王志强、苏丽敏等亲临现场观摩指
导 ，现 场 秩 序 井 然 ，气 氛 热 烈 而 又 活
跃。我市武术界一位老拳师说，我市传
统体育非遗项目八法拳、梅花拳等拳种
的传人们在展演中格外用心，倾力向游
客展示了大同传统武术文化，游客在享
受旅行乐趣的同时，充分放松身心，融
入并沉浸在古老的大同历史文化、美好
的街头体育健身文化、祥和热闹的假日
特色文化氛围之中。 王占斌

5 月 1 日，随着 2024 年大同市
“五一”期间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激
情舞动，“六楼咖啡文艺市集”也
热力启幕。品油画，话画中趣味，
悟生活真谛；赏咖啡杯测，享文艺

“小资”品质人生，诠释古城文旅
“最生活”……火热的咖啡市集融
合多元消费场景，兼具烟火气和文
艺范，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感
受活力满满的文化消费新体验。

走进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一处
小院，阳光洒在院落之中，鲜花、
咖啡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交相辉映，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节日氛围。市民
游客络绎不绝，或手持咖啡杯悠闲
漫步，或驻足在各个展位前品味着
不同风味的咖啡。空气中弥漫着浓
郁的咖啡香，与远处传来的“阳台
上的萨克斯”表演交织在一起，营
造 出 一 种 既 传 统 又 现 代 的 节 日 氛
围。

院内，年轻的咖啡师王涛正在
现场制作咖啡。他熟练地将咖啡豆

研磨成粉，然后用热水冲泡，咖啡
的 香 气 瞬 间 弥 漫 开 来 。 他 告 诉 人
们，这是地道的云南杯测咖啡，他
每年都会面向全国举行这样的杯测
大赛，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云南咖啡的独特风味。

市民杨女士在一个特色咖啡摊
位前驻足，她品尝着手中的咖啡。

“这咖啡味道真的很不错，而且这
里 的 氛 围 也 很 好 ， 既 能 品 尝 到 咖
啡，又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市
民 蕴 鸿 说 ， 爱 咖 啡 的 人 ， 是 幸 福
的，因为这是一个广袤的宇宙，无
边无沿，如浩瀚大海，风送来咖啡
香，是源于自然的味道，沁入灵魂
深 处 。 沁 入 灵 魂 的 不 仅 仅 是 咖 啡
香 ， 更 有 墙 上 悬 挂 的 那 一 幅 幅 油
画，那嵌入了咖啡香气的油画。这
也难怪，王涛不仅是一位咖啡师，
他也是一位青年油画家，想必他在
为人们调制咖啡时，一定是“蘸”
了创作油画的笔墨。

赵永宏

一口巨大的大同铜火锅，承载着大
同人的热情好客。火锅里的什锦料理，
满是浓浓的大同情。5 月 1 日，在古城
内华严广场举行的“邀游客市民免费品
尝大同什锦火锅活动”让不少外地游客
品尝到了浓郁的古都味道。

当日，游客有序地排成长队，一边
欣赏着这口巨型铜火锅精湛的工艺，一
边等待着工作人员烹制的美味。过了
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鼻而来，主
持人一声“开锅啦”，现场响起阵阵掌
声。那场面一如当年古都灯会南城墙

“王府升锅宴”一样。游客渐次走到锅
前，工作人员将一碗碗满载着大同人文
气息的美味送到每一位游客手中。

据介绍，活动中展现的这口铜火锅
是全国最大的室内在用型铜火锅，该火
锅高 3.5 米，直径 2.5 米，用铜 1000 公
斤，历经一年多时间手工打制而成，由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安民和团
队打造，名曰“九龙奋月”锅。“九龙奋月”

火锅是以全国龙壁之乡大同的九龙壁龙
形为题材，采用雕錾工艺制作而成。

李安民告诉记者，1973 年，周恩来
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同访问时，
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作为
国礼赠送给蓬皮杜总统，大同的铜火锅
由此走向世界。为了进一步再现“九龙
奋月”辉煌历史，传承大同非遗文化，他
带领团队设计打制了这款“九龙奋月”
锅，他说，“我今年 83 岁了，总想着要把
大同的铜器文化发扬光大，把这段历史
传承下去，让后辈人有事做，让大同文
化走向全国。” 赵永宏

传统武术进景区：“体育+旅游”受青睐

“九龙奋月”铜火锅：非遗文化走向全国

“六楼咖啡”：营造古城“最香”市集 “席地而坐” 研学大同
——市雕塑博物馆“五一”研学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图为古城东南邑“六楼咖啡”文艺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