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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重要元
素就是从精神资源角度对文化遗产进
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释放蕴藏
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潜能，让文化遗产
从典籍、考古、博物馆，从民间、大众以
及历史中走出来，续写传统文化复兴
的新篇章。6 月 8 日是 2024 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
为“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
时代华章”。文博行业活动主题是“保
护文物 传承文明”。围绕活动主题，
我市推出众多活动，通过展览、展演展
示和讲座等形式，向市民游客展示大
同近年来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
普及相关知识，不断提升全社会关注
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用文
化遗产讲好“大同故事”。

共赴非遗之约

日前，“传承千年文化瑰宝”大同
非遗展在大同市美术馆 6 号展厅开展，
50 多个非遗项目 200 件非遗精品，让市
民、游客充分感受古都大同非遗魅力。

展 览 中 ，300 多 个 品 种 的 大 同 铜

器，以光泽明亮的外形、富丽堂皇的色
彩、浓郁的民族传统风格和独特的地
方艺术特色，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北
魏孝文帝的姓氏改革表”，一个个文字
仿佛诉说着作为北魏故都的大同那一
段走向民族交融的灿烂历史。

本次展览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大同市美术馆、大同市文化馆、
大同市非遗保护协会承办，是 2024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
旨 在 推 动 非 遗 的 保 护、传 承 和 发 展 。
展 示 的 作 品 既 有 盘 扣 结 艺、绳 艺 、柳
编、金属丝编织，也有剪纸、木雕、皮
雕、砖雕，还有泥塑、面塑、绢人及蝶式
画、葫芦烫画、麦秸画等，作品极具个
性，特别是非遗传承人用新材料、新技
术等创新手段不断延伸创作，令人眼
前一亮。展览不仅展现了大同非遗人
的匠心和智慧，更展示了大同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令人叫绝的非遗技艺。

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菅盛毅说，
目前，大同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8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0 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35 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6 名、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56 名、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88
名。这些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已成
为大同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

“云冈 康 氏 绢 人 ”是 省 级 非 遗 项
目 ，传 承 人 邬 洁 依 据 传 承 脉 络 ，设 计
开发云冈绢人非遗文创产品，现场展
示的绢人做工精细，韵味别致。她还
多 次 应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之 邀 ，在“不 期
而遇——博物馆系列公开课”向市民
游 客 深 度 讲 解 大 同 绢 人 传 统 工 艺 融
入生活的无限趣味。

另外，按照省文旅厅 2024 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工作部署，活动将持续
至 7 月中旬。我市将陆续举办“荣耀非
遗”非遗之夜颁奖晚会和“雅赏非遗”
作品展、“图赏非遗”图片展、“乐舞非
遗”展演、“乐购非遗”购物节、“乐玩非
遗”体验活动。在暑期旅游市场旺季
之时，通过一系列非遗活动，让来同游
客沉浸式体验大同非遗魅力。

共享保护成果

文物赋彩，彰显自信。2024“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云冈研究院和市文物
部门从文物增强文化自信、文物点亮
人文城市、文物助力乡村振兴等不同
角度，探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各
县区文物部门组织文物惠民活动，向
市民普及文物保护基本常识。

市雕塑博物馆馆长张万军说，6 月
7 日起，“探索历史的 深 度 ，体 验 文 化
的 广 度 ”—— 大 同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2024 年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与 端 午 节
主 题 活 动 启 动 。 6 月 8 日 ，“ 重 圆 的
宝 物 ”体 验 活 动 在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西
厅一层 8 号展厅举行，活动通过生动
有 趣 的 文 物 修 复 课 程 和 材 料 包 ，尽
可 能 地 还 原 文 物 修 复 工 作 现 场 ，让
参 与 者 通 过 修 复 不 同 类 型 的 文 物 ，
深 入 了 解 文 物 修 复 的 奥 秘 ，感 受 文
物 背 后 的 历 史 温 度 。 同 日 ，在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二 层 文 化 长 廊 ，“ 传 统 纸

鸢 ”非 遗 手 工 体 验 让 参 与 者 学 习 制
作 传 统 风 筝 ，了 解 其 背 后 的 文 化 意
义和制作工艺。

云冈石窟代表着五世纪世界雕刻
艺术的最高水平，与敦煌莫高窟、洛阳
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宏阔瑰
丽的云冈石窟吸收和借鉴印度、中西
亚文化，汲取希腊、罗马艺术元素，使
其成为世界雕刻艺术史上的奇迹。“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走进云冈石窟
第 六 窟 ，恰 遇 工 作 人 员 在 做 日 常 保
养。“每一项都要记清楚、写明白。当
天的气候、温度、湿度，病害的类型、规
格……”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
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孙波告诉记者，他
正指导学生如何记录洞窟检测的相关
数据。“数据就像人的体检报告，哪里
出了问题，一看便知。”孙波说，作为一
位 1500 多岁的“高龄老人”，云冈石窟
面临不同程度的风化，部分洞窟的整
体稳定性也亟待加强，一代代云冈人
在保护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取得丰硕
成果。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云冈石窟
陆续实施了抢险加固、危岩加固及防
排水等工程，有效解决了石窟的稳定
性问题。近年来，在确保石窟安全的
基础上，云冈研究院又开展了一系列
预防性保护、精细化维护工程。

如今，利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
影测量等技术手段，云冈石窟开展了
高精度数字化保护工程，现已完成石
窟 总 量 的 2/3，数 据 精 度 可 达 到 8K、
0.03 毫米。其中，第 13 窟的数字化重
建与三维信息系统构建项目，攻克了
国内大型单体高浮雕石窟寺整体洞窟
高精度三维建模技术难题。此外，云
冈石窟还编制完成了 4 项文物数字化
地方行业标准，其中一项成为中部六
省文物地方行业标准。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云冈、
恋上云冈。他们从过去的几小时匆匆
游览，到现在有人甚至可以待上一整
天。这让云冈人感到欣慰的同时，更
觉得保护工作责任重大。

探寻“梁林”秘境
1933 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等营造学社成员考察云冈石窟，随后
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
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一文，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
式和窟前附属建筑，第一次从建筑学
角度研究云冈石刻的历史价值。在善
化寺，梁思成一进殿堂就爬梁上柱，然
后一边量尺寸一边画草图。如今，这
张梁思成爬上普贤阁的照片依然放置
在梁思成纪念馆。

重走“梁林”路，探寻大同古建秘
境，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同旅
游经典线路之一。我市不少资深导游
表示，传承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
学社前辈筚路蓝缕、以学术报国的学
术传统，重新发现大同古代建筑的璀
璨和辉煌，解锁蕴含其中的大同文化
密 码 ，是 他 们 组 织 各 地 游 客 重 走“梁
林”路的主旨。围绕这一主旨，整合云
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梁思成纪念
馆、恒山、悬空寺等景点，让游客深度
体验大同历史文化的厚重。

文 化 遗 产 赋 彩 美 好 生 活
——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走笔

本报记者 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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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不夸张，自从上学时我知
道“记者”这个职业，就梦想着将来成
为一名记者，到报社工作。当年，大同
日报社在司令部街，大北街与火神庙
街交汇处。一幢青灰色的转角楼，底
商铺面是大同日报广告部、卓艺广告
公司。每次骑自行车路过这里，我都
要驻足片刻，看着进出的人群，猜想他
们大概都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有
趣的李冬宝和葛玲。

2001 年 2 月底，一家广告公司招聘
2 名文案，广告公司当时代理了大同日
报广告经营。这是一个绝好的进入报
社的机会，我当然要抓住。几乎是想
都没想就去报名应聘了。在满屋应聘
人的高谈阔论中，我一点都没有紧张，
一点都没有怯场（这都不像我，以前我
在生人面前怯于表达，满面通红却没
半言）。那是命运对我的第一次眷顾
吧！上天在那个春天眷顾了一个一直
孜孜不倦、想通过勤奋努力来改变自

己的小小女子。几乎是当场就拍板定
下了要我，后来的复试也就轻松而过
了。

尽管在广告公司与报社之间还隔
着一堵人为的墙壁，还是名不正言不
顺，但我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进入报
社大院，门房不拦我，我也可以利用送
广告版样的间隙在各个楼层看看记者
编辑们忙碌的身影。2001 年 12 月广告
公司退出了报纸广告代理，但报社将
我们几个搞排版、设计、文案的人员留
了下来，就这样，我“混”进了大同日报
社的大门，直到今天。

司令部街 8 号是临街的广告部标
注地址，每有广告热线打进来询问地

址，我们总会脱口而出：“司令部街 8
号！”是的，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在
这里我学会了飞腾排版、平面设计、广
告策划，学会了为商家写漂亮的文案
和软文，甚至在地产行业风生水起之
时，深度融入到地产开发商的前期规
划 与 策 划 里 ，成 了 半 个 地 产 营 销 人 。
直到 2014 年，报社开始转型新媒体，创
办了手机 App“掌中大同”和微信公众
号矩阵，我才从广告策划转身，真正做
了一个采与编混合的新型媒体人，用
13 年 的 时 间 靠 近 了 这 个 梦 想 中 的 职
业。

也许是围城定律吧，身处其中才
发觉，记者的光环并不是你遥望时的

那样光鲜亮丽，其中甘苦自知。我曾
经写过一篇《大同日报社的十二时辰》
推文，从夜班编辑开始，从披星戴月奋
战在每个深夜的要闻部开始，体验了
采、编、签、发、印、送各个环节紧张有
序的流程，见证了报、网、端、微各平台
高 速 运 转 而 不 能 停 歇 的 媒 体 人 的 日
常。上夜班的老编辑几乎都是从年轻
干到两鬓斑白，红笔描白少年头。常
常感叹：子非鱼，焉知鱼之难、鱼之累
矣！

大同日报社从 2014 年开始的新媒
体探索，也逼迫一大批采编人员转型，
不仅会写、会编，更要会策划、拍摄、出
镜、剪辑、编辑推送，甚至媒体运营，不

练个十八般武艺，似乎已经不能称作
“记者”了。也正是这个契机，我开始
学习拍摄、剪辑、新媒体策划，也重新
学习大同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点点
滴滴积累文博知识，近乎“疯狂”地让
自己“长大”。

在报社工作，一晃 23 年。我经历
了纸媒风生水起、各种子刊百花齐放
的红火热闹，也经历了互联网冲击下
她举步维艰的探索；经历了报纸广告
经营年收入 6300 万的巅峰时刻，也见
证了传统媒体广告被新媒体、自媒体
拉下“神坛”的惨状；我参与了大同日
报为这座城市奉献的古都灯会、汽车
文化节、“影像的力量”影展、成龙国际
动作电影周等大型文化活动，也为自
己留下一张张穿着军大衣或活动 T 恤

的照片。每每回看，总是百味杂陈。
今年 5 月 5 日是大同日报创刊 75

周年的日子，我特意回到司令部街 8
号 。 报 社 大 院 荒 芜 了 好 久 ，主 楼 、排
房、库房，像极了年迈的老人，在 5 月的
阳光下显得老气横秋。大门外“大同
日报”四个字仍在，路过的一对背着双
肩包的外地游客惊叹：“原来这里是报
社啊！”我在心里说：“没错，她是我梦
开始的地方！”

司令部街 8 号，梦开始的地方
贺 英

《大同日报》是我的启蒙老师，我
的成长离不开《大同日报》的陪伴。

3 岁那年，我得了一种怪病，从一
得病，我就全身酸软，生活不能自理，就
连晚上睡觉的时候翻个身，都得妈妈帮
着完成，吃饭端不起碗，喝水拿不了杯。

我的童年是在泪水中长大的。在
我 8 岁那年，和我同龄的小朋友都背着
书 包 上 学 了 ，我 也 哭 着 闹 着 要 去 上
学。妈妈流着泪答应了，说等她做好
书包就让我去学校。我高兴地等着妈
妈快点把新书包做好，而妈妈的泪水
却打湿了手中的针和线。当时我不明
白妈妈为什么那么伤心。后来我终于
知道，在妈妈一针一线缝着我的新书
包的时候，她的心都碎了。过后，虽然
我背上了新书包，却永远也没能走进
学校的大门，而且永远也不会走进学
校的大门了。

不能去上学，我可以自学。妈妈
的文化水平不高，教不了我，我也不知
道如何学习。当时，爸爸的单位订了

《大同日报》，我就拿着报纸在上面找
笔画最少的字去问人、认字，也许，对

于和我同龄的健康人来说不是什么难
事，但是对于我来说却太难、太难了，
我必须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几百
倍的辛劳和汗水。有时，为了记住一
个字，我要问好多人，在一次又一次的
请教中，我才能真正明白这个字的意
思，所以，凡到过我家的人都是我的老
师。我必须时刻把每一个要学的字印
在脑子里，遇到比较难的字，就写在手
上，一般来说，我的两只手总是写得满
满的，时不时地看一看，就连晚上睡觉
的时候也要想着这个字。有时候把一
个字记错了，我真恨不得打自己几巴
掌，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这么没用。
功夫不负苦心人，慢慢地，我记了好多
个字，并把《新华字典》从头到尾认真
学了一遍，终于能看报纸了，读着报纸
上的文章，我真是太兴奋了，我把报纸
上所有的字都要看一遍，包括广告。

我可以感受世界了，我可以和这个世
界交流了。对于从小就能够走进课堂
读书的人来说，永远也体会不到我的
这份喜悦。我一边看书一边又开始学
初中、高中、函授大学的课程。

我 一 边 学 习 ，一 边 又 尝 试 着 写
作。由于身体不方便，一篇稿子需要
写好长的时间，但我没有退缩，也没有
放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的作品
发表了并获奖了。当我捧着奖状和荣
誉证时，泪水又一次湿了我的眼睛，这
不仅仅是一份收获，更重要的是，我认
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一遍一遍
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再是一个废
人了，我能够做成一些事情！

生活不只是艰难与疾病，还有诗
和远方，《大同日报》是我的“诗与远
方”。有一年，《大同日报》记者赵永宏
带着作家侯建臣来到我家，当时，《大

同日报·假日特刊》正在征集《假日封
面人物》，侯建臣老师对我们家十分熟
悉，原本打算他要写一写我的哥哥寇
永红，后来想到我的哥哥的故事多次
受到省内外报纸的关注，侯建臣立即
将目光放到了我的妈妈身上，对我的
妈妈进行了深入采访。采访完毕，离
开我家时，侯建臣和赵永宏每人从身上
掏了 300 元钱，塞到了我的妈妈手中。
侯建臣对我的妈妈说：“阿姨和寇叔叔
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孩子，您对他们的爱
与付出让我们深受感动，希望您们全家
永远幸福快乐。”我看到妈妈的眼角有
点湿润了。后来，侯建臣的文章在《大
同日报·假日特刊》刊发，这对我们兄妹
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鼓励。

很高兴通过《大同日报》，我认识
了那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感谢《大
同日报》，感谢《大同日报》的编辑记
者。在我的写作道路上，感谢他们给
予 我 的 帮 助 与 指 导 。 通 过《大 同 日
报》，我悟得，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和
体验生活中的美好，就能收获满满的
幸福和快乐。

写诗始于七年前。那时，写只是
娱己，从没想过真要把自己所谓的诗
写成什么样子，更或者让它拥有远方。

记得第一次因为写诗上《大同日
报》是 2020 年 11 月 3 日。作为大同诗
歌研究会的一员，因一次中秋诗会，
结识了大同更多的优秀诗人。报纸
上报道我们这次诗会的题目我至今
还记得——《让我们一起眺望诗和远
方》，记者是赵永宏老师，赵老师也是
一位作家，也写诗歌，正是他的这篇
报道让我看到了远方的光，也是自己
以“ 希 冀 ”的 笔 名 第 一 次 在《大 同 日
报》上出现。

说实话，作为中学教师，四面墙和
一群孩子围起我的天地，是诗歌又为我
打开一扇窗，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而
那时的想象双翅也只停留在十里河畔、
五路山上。直到那次相聚，与侯建臣、
任勇、王占斌、石囡、于立强、黑牙、喙林
儿、子夜、左左、火狼等这些大同市优秀
的作家、诗人们面对面交流，更深的接
触无形中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之后，由黑牙老师荐稿，我的小诗
多次登上《大同日报》，报纸大舞台上也有
了我的“一个小脚印”，这豆腐块的方寸之
地对我影响是多么大啊，我把它喻作自
己诗歌远方的第一站。

2022年，《大同日报》“奋斗者正青
春”栏目又为我做了一个专访，2023年
年 10 月，《大同日报》又报道了我和学
生参加全国诗歌大赛获奖的消息。今
年，我的学生的文章也有幸刊载在日
报和晚报。其间，更荣幸的是，我结识
了日报社的冯桢、王春艳、郝雨三位老
师，他们博学多才、工作敬业、为人谦
和，其人其文深深感染感动着我。

看到“我和《大同日报》的故事”
征文活动，太想提笔为这份温暖的报
纸和背后默默付出温暖的大同日报
人道一声感谢了。

写诗七年来，我现在所往的“远
方之站”已有多地多刊，但每当我回
头，都不会忘记最初的这一站。“大同
日报”四个红色大字像温暖火光照着
我走远一点，再远一点……

我的启蒙老师《大同日报》
寇永菊

我诗歌远方的第一站
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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