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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 不 仅 让 城 市 更 加 繁 华 ，
也 让 我 们 的 生 活 更 加 丰 富 多 彩 。
2024 年 山 西 省 旅 游 发 展 大 会 确 定 主
题为“旅游让生活更美好”。当下正
值 暑 期 旅 游 旺 季 ， 来 大 同 旅 游 的 各
地 游 客 ，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感 受 着 大 同
旅游生活的美好。

走 进 古 城 街 巷 ，“ 国 风 ”“ 潮
玩”“奇妙游”“古城夜经济”为大
同 文 旅 增 加 新 鲜 的 文 化 气 息 。 从 鼓
楼 西 街 到 广 府 角 ， 一 路 走 来 ， 似 乎
忘 却 了 所 有 的 旅 途 劳 顿 ， 微 风 拂
过 ， 抬 头 望 一 望 那 一 片 蓝 天 ， 偶 尔
还 会 有 一 丝 云 彩 飘 过 ， 人 们 举 起 手
机，纷纷拍 下 了 这 一 瞬 间 美 景 ， 又
定 格 于 微 信 朋 友 圈 “ 九 宫 格 ”， 获
取 点 赞 无 数 。 傍 晚 ， 走 进 那 些 饱
含 诗 意 的 小 店 ， 人 的 心 情 顿 时 放
松 下 来 ， 惬 意 自 在 。 这 时 ， 在

“ 平 城 礼 遇 ” 品 一 杯 咖 啡 ， 在 “ 一
苇 书 坊 ” 读 一 本 书 ， 在“人间杂货
铺 ” 购 一 件 别 致 礼 物 ， 在 “ 非 遗 手

作馆”听民间艺人讲述 手 工 艺 品 的
温 情 故 事 ， 在 街 头 与 民 谣 歌 手 不
期 而 遇 ，“ 古 城 也 很 潮 ”， 大 美 大
同 彰 显 着 时 尚 浪 漫 气 息 。 依 托 大
同 丰 厚 的 文 旅 资 源 ， 东 南 邑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以 “ 佛 系 生 活 季 ” 倡 导
人 们 回 归 自 然 ， 在 “ 古 城 最 生
活 ” 中 找 到 真 实 的 自 己 。 一 系 列
聚 能 发 力 的 活 动 策 划 ， 形 成 吸 引
消 费 、 扩 大 消 费 的 新 亮 点 、 新 产
品 ， 点 亮 和 激 活 大 同 旅 游 生 活 。
一 苇 书 坊 联 动 纺 诗 车 间 ， 以 诗 为
名 ， 创 造 出 “ 纺 诗 —— 织 巷 ——
漂 浮 —— 同 梦 ” 四 个 艺 术 板 块 ，
融 合 音 乐 艺 术 节 、 独 立 书 店 、 艺
术 策 展 、 即 兴 画 佛 、 诗 歌 拼 贴 、 电
影 放 映 室 等 多 元 形 态 ， 捕 捉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诗 性 。 邂 逅 一 场 诗 意 的 盛
宴 ， 让 各 地 游 客 感 悟 “ 古 城 最 生
活 ”“ 旅 游 最 大 同 ”。

随 着 市 场 的 发 展 ， 旅 游 需 求 更
加 多 样 化 、 个 性 化 。 人 们 对 旅 游 的

认 识 不 再 只 是 “ 看 山 看 水 看 风
景 ”， 而 是 日 益 向 “ 观 文 品 史 、 体
验 生 活 ” 的 模 式 转 变 。 将 “ 诗 ” 与

“ 远 方 ” 更 好 地 联 结 ， 不 仅 给 游 客
带 来 新 体 验 ， 也 带 动 形 成 文 旅 市 场
新 的 增 长 点 ， 为 扩 大 文 旅 消 费 注 入
新 的 动 力 。 在 纯 阳 宫 广 场 “ 巧 工
坊 ” 工 艺 小 店 ， 外 地 游 客 、 外 国 友
人 欣 赏 、 赞 叹 大 同 砖 雕 的 独 特 神
韵 ， 第 七 代 传 承 人 盛 兴 一 边 向 他 们
介 绍 大 同 砖 雕 文 创 系 列 产 品 ， 一 边
现 场 教 他 们 制 作 小 物 件 ， 娴 熟 的 手
工操作让他们对这位“90 后”工艺
美术家竖起了大拇指。

大 同 ， 城 如 其 名 ， 城 市 的 文 化
血 脉 镌 刻 着 崇 尚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基 因 ； 醇 厚 的 历 史 酿 造 了 古 都 文
化 的 独 特 气 质 。 高 级 导 游 、 金 牌导
游、国内名家、外国友人和知名旅游
机构旅游规划师以不同的方式倾情推
介大同。

7 月 14 日，高级英文导游冷栗玮
接 待 某 知 名 跨 国 企 业 总 裁 和 家 人 游
览 云 冈 石 窟 和 悬 空 寺 。 作 为 国 际 知
名 企 业 总 裁 ， 他 多 次 来 大 同 旅 游 ，
对 云 冈 石 窟 和 悬 空 寺 情 有 独 钟 。 他
说 ， 这 是 他 第 四 次 来 到 大 同 ， 专 门
带 着 儿 子 和 女 儿 来 看 一 看 云 冈 石
窟 ， 看 一 看 悬 空 寺 。“ 四 次 大 同 之
行 ， 我 都 是 邀 请 冷 栗 玮 女 士 作 全 程
陪 同 ， 从 她 的 身 上 ， 我 感 到 了 大 同
导 游 的 热 情 ， 她 的 讲 解 也 让 我 很 满
意，她和我家人的相处也很融洽。”

这名总裁说。
耕读书院·耕蕴悦读馆主理人索

靓一直把“国保奇妙游”“古城寻宝
记”作为一项常规活动开展，并指导
学员边游、边记、边想、边写，“平
城文学少年”成为他们的一张闪亮名
片。在索靓看来，传承大同优秀传统
文化是他们向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 。

连日来，我市在讲好大同故事中
持续创新，以古城独特的文化资源禀
赋为切入点，深入推动发展沉浸式旅
游 、 互 动 式 旅 游 等 新 业 态 。 古 城 打
卡 、 山 水 度 假 、 避 暑 休 闲 、 温 泉 疗
养 、 中 医 药 疗 养 等 系 列 产 品 纷 纷 推
出，让广大游客充分享受业态丰富、
热 点 集 聚 、 功 能 复 合 的 旅 游 产 品 服
务。难怪 《中国国家旅游》 文旅观察
家智益佑在古城广府角漫步之后动情
地写下了 《大同人的“宽窄”书香生
活》 一文，文中盛赞“大同人的文化
生活越来越浓了，行走在这里，只有
在猛然抬头的时候才会发现‘这里是
大同’。”

知 之 愈 明 ， 行 之 愈 笃 。 文 旅 升
级 ， 步 步 精 彩 。 一 顾 惊 艳 ， 二 顾 倾
心，三顾忘返。旅游让生活更美好，

“每一次大同之旅，都是一次心灵的
洗礼，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风
俗和生活方式，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在旅行中，我们
学会了欣赏和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也让我们更加珍视自己的生
活。”一名德国游客说。

旅 游 让 生 活 更 美 好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大同砖雕第七代传承人盛兴向客人介绍产品。 暑期云冈石窟游人如织。

本报讯 （记者 赵永宏） 7 月 16
日，市评论家协会联合市作家协会、
平城区文联、平城区文旅局、平城区
图 书 馆 在 平 城 区 易 书 阁 联 合 举 办

《饮马河畔》 研讨会，共同研讨本土
作家王青长篇小说 《饮马河畔》。

《饮马河畔》 是由我市作家王青
创作的一部反映家族荣辱兴衰，追忆
祖辈吃苦耐劳、诚信经商，传承优良
家风的长篇小说。该小说讲述了清末
民初，塞北高原饮马河畔，有一位以
背河为生的青年王先不甘贫苦，背井
离乡孤身走西口，一路遭雪暴、遇士
匪、斗饿狼，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赚
得第一桶金。头脑灵活的王先却没有
从此安逸下来，转而赶赴丰镇学习皮
毛制作加工手艺，并赢得了掌柜的赏
识与信任。学成后，王先凭借此前的
积蓄回到大同开办了当时晋西北地区
数一数二的谦瑞祥皮毛行，一时风头
无两。然而时局动荡，风雨飘摇，谦
瑞祥陷入更大的危机中，被时代洪流
裏挟在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之间的王
先又该何去何从……全书 30 余万字，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讨会上，王青简要介绍了自己
的创作经历，讲述了本书的素材主要
来自自己祖辈、父辈艰辛创业的真实
历程，通过小说表达他心中浓厚而真
挚的家乡情怀。

我市部分作家、评论家从不同角
度谈了对这部小说的认识。这部小说

代入感、画面感较强，真实地再现了
老大同的民俗风情、工商贸易及诸多
生活场景，以饱满的情怀展现出一个
家族的艰苦奋斗史。通过主人公王先
的创业经历反映出近代大同工商业发
展的曲折历程。作品中浓郁的方言、
歌 谣 等 与 大 同 的 血 脉 和 情 感 相 通 相
融，可谓是同商发展的历史之河，塞
上平城的文化之河。

年届七旬的王青自幼生长在平城
区曹夫楼村。研讨会上，曹夫楼村委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品中的主人公
王先的创业事迹都是真人真事，在村
里流传很广，可谓家喻户晓，充满了
传奇色彩。

《饮马河畔》研讨会举行

日前，我市书法家傅三石书法作
品《天长地久》被加纳驻华大使馆作为
国礼珍藏，傅三石受邀到大使馆进行
书法交流，大使馆现场为傅三石颁发
了“中加文化交流使者”收藏证书。

傅三石，又名付继舜，1954 年出生
于大同，自幼喜欢书法、诗词，喜欢传
统文化。国家一级美术师。坚持书法

创作 50 多年，他创作的《一笔鹰、一笔
飞龙、一笔虎》申请了国家文创专利。
创作的《千佛字》《组词书法之歌》也申
报 了 国 家 著 作 权 ，并 出 版 了 书 法 集 。
此次书法作品《天长地久》受到加纳驻
华大使馆的青睐，是傅三石书法成就
的又一亮点。

（赵永宏）

傅三石书法作品被加纳驻华大使馆收藏

根植于城市历史过往的城市精神，
塑造着一座城市的灵魂。大同，拥有
2300 多年的建城史，北魏、辽、金 400 余
年的建都史。汉、匈奴、鲜卑、契丹、女
真、蒙古等众多民族在这座塞外名都书
写辉煌历史篇章的同时，“融合+变革”
的大同精神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曾几何时，赵武灵王勇于变革、善于
融合，冲破窠臼，胡服骑射，筑城点将，驰
马试箭，开疆拓土，平城由此而生。

曾几何时，汉高祖白登被围，内无
粮草、外无援兵，侥幸逃脱。昭君出塞，
和亲之策，化干戈为玉帛。平城晏闭,
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

曾几何时，鲜卑拓跋迁都平城，创
“三城制”、里坊雏形，用夏制夷，莫如城
郭。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归来
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明正教化。

曾几何时，自太武取凉州，西北僧

徒，接踵而至，佛事兴隆。僧官制、僧尼
制，中国化制度诞生于此。佛、儒、道，融
合文化，平城见证。举国之力，凿窟造
像，冠于一时，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同一
信仰，共行义举。慈悲济世，整合关系、
消弭隔阂，彰显作用。

曾几何时，冯太后班禄制、三长制、
均田制，兴教崇儒，拉开太和改制的帷
幕。孝文帝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语，迁
都洛伊，融入中华，为隋唐盛世奠基。

曾几何时，北魏平城百年，报使往
来，规模空前，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

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贾贩客，日奔塞
下，文化交流、民族交往，五世纪丝绸之
路，延续迁洛。

曾几何时，契丹轻取燕云十六州，
云州从此大同。大同者,尧舜治政，天地
化育，人世理想，大道直行。大同者,华
严露齿菩萨之微笑；大同者，善化鬼子
母之尊荣；大同者，悬空寺三教之共融。

曾几何时，张居正、王崇古促成隆
庆和议，蒙汉互市，胡汉杂糅、渐习华
风。三垂晏然，一尘无扰，边氓释戈，熄
烽安枕，唐虞之世，生齿日繁，商贾辐

辏，妇女美丽、什物精好，大同繁华富庶
不下江南。

曾几何时，以大同为坐标，设关东
口、西口，集散中心，马帮、驼帮，终年不
绝，四处会馆，商贾云集，内贸外贸，万里
茶道。长城口外，开荒耕种，跨越三百载，
走西口，蒙汉杂处，依蒙族、习蒙语、行蒙
俗、娶蒙妇，各民族多元通和、和谐共生。

曾几何时，煤都大同，天下为公，侏
罗大块儿，工业精粉，几十亿吨，照亮大
地，温暖神州，堪称共和国之功臣。

曾几何时，一煤独大，过度开采，满

目疮痍。后煤时代，痛定思痛，城市精
神，彰显作用。历史与现实，融合创新；
传统与现代，共生齐飞。改革旧制，与
时偕行；开放图强，再造乾坤。

到如今，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
科技、能源、农业、文旅消费，四大赛道，
稳步推进；大调研谋思路、大突破抢赛
道、大招商引项目、大改革激活力，取得
了显著成效。

到如今，蓝天澄澈、绿意葱茏、碧水
盈波……盛夏时节，清凉夏都，沐浴清
风，行走在城市中心，漫步于田野郊外，

举目四望，皆多彩怡人画卷。大同蓝、
大同绿、大同清，生态底色，名不虚传。

到如今，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
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
名城复兴，大见成效，宜居、宜业、宜游，
完美诠释大同之大不同。

到如今，古城内外，“融合+变革”，
点点印迹，依稀可辨，历史的厚重，令人
回味。刀削面、浑源凉粉、黄糕、百花烧
麦、羊杂、大头麻叶、莜面、过油肉……，

“融烩”的特色美食，让外地食客排起长
龙。

“融合+变革”，历史赋予的城市精
神，让大同华丽转身，再度与众不同。

“融合+变革”，现实崇尚的城市精神，
滋养大同未来，向着形神兼备、特色鲜
明的古都名城迈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在“融合+变革”中永恒。

大同精神：在“融合+变革”中永恒
关仲秀

之前听朋友讲大同的小石子村有
看头。暑期，见旅行社推介大同周边
一日游之小石子村，于是便和家人一
起到小石子村游览了一回。

小石子村属大同市平城区马军营
街道，位于大同西北 5 公里的雷公山
脚下，小石子村原名小石寺村，因北
魏献文帝曾于此地建寺禅修而得名，
又因此地石料石子资源丰富，后改名
为小石子村。这里曾经是北魏王朝的
祭天之地，也是当时的皇家猎苑。

如今，小石子村依托地域优势，
结 合 城 郊 特 色 农 业 ， 根 据 村 子 的 自
然 、 地 理 、 生 态 、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资
源，打造出集民宿、酒店、商业街、
滑雪场、古寺等为一体的乡村产业新
业态。

村 里 保 存 着 厚 重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迹，有通光寺，有鹿野苑石窟寺。鹿
野苑石窟东西长约 30 米，现存洞窟 11
个，其中位于中心位置的第 6 窟为平
面马蹄性穹窿顶形制洞窟，现存造像
3 躯。从造像艺术表现看，鹿野苑第 6

窟与云冈石窟造像风格一致。
小 石 子 村 便 是 千 年 前 鹿 苑 的 中

心。站在雷公山下，遥想当年。此处
古村溪涧，草木萋萋，天高地阔，清
流汩汩，那时的鹿苑是何等的秀美；
清风阵阵，碧空如洗，鹿鸣雉飞，扬
鞭策马，王室的休闲生活是何等的快
意潇洒。

村西北山崖处，是鹿野苑食府，
一座依着山势建造而成的滨水餐厅。
名字直接取自千年前的鹿野苑。山势
的高低差让整个建筑极具层次感，层
高与地形结合，视野开阔。最可贵的
是，这里还保留村落原有的泉眼和古
树。鹿野苑食府的下方是一汪碧池，
清风徐来，小荷尖尖，莲叶田田，美

不胜收。
过小石子村公园，村口是一座高

大的石墙门楼，上悬匾额，书魏碑字
体“小石子村”。门楼的后面横亘一
条长长的石砌渡槽，极具年代感和历
史感。此渡槽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这条 7.5 公里的农业灌溉工程，被誉
为小石子村的“红旗渠”。城东御河
取水，逐级提水，自流向下。这个雄
伟高大不同凡响的历史遗存，见证了
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入村后至迎宾门，前方是一条长
约 200 米的北魏风情商业步行街，名
曰：水街胡市。水街胡市的由来，源
于古时边境关隘设置关市，从事北方
少数民族贸易。明代大同是与蒙古互

市的重要口岸，小石子村也是互市交
易地点之一。现在这条街上有 78 个档
口，31间铺面，大小不一，各具特色。

水街胡市的尽头是一座高 11 米的
四方钟楼。楼的南侧第三层题有“林
苑阁”。北侧三层题有“云蒸霞蔚”，
二层题有“通达和畅”。西侧三层题
有“钟灵毓秀”，二层题有“福泽绵
延”。东侧三层题有“日照春晖”，二
层 题 有 “ 曙 色 清 风 ”。 下 有 四 座 拱
门，承明门、泰常门、崇光门、太和
门，四个门的名称全部取自 《魏书》。

钟楼的一侧是驿站中心。这组建
筑远看像一只轻盈展翼的金翅鸟。由
三个单体组成，每个单体又分成若干
个单体，错位而成。其中有一处是老

派的供销社，从内到外有模有样，店
门口，一男子拉一音箱，一直在唱一
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

乡村振兴，文旅先行。乡村旅游
离不开民宿。小石子村民宿区依自然
山势，打造出五个大院落，分别是一
号院：山舍。出自李商隐的“江庭犹
近别，山舍得幽期”。二号院：栖迟。
出自 《诗经·衡门》“衡门之下，可以
栖迟”。三号院：墟里。出自陶潜的

“ 暧 暧 远 人 村 ， 依 依 墟 里 烟 ”。 四 号
院：溪居。出自唐代元结 《右溪记》。
五 号 院 ： 鹿 鸣 。 出 自 《诗 经·小 雅》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这是卧龙山
脚下一处幽静的适宜疗愈的住所，“掬
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感觉十分
唯美，颇有悠悠南山桃源的意境。

继续向上，面前是一片农耕园，
不算大，十几亩地吧。这里可以亲手
劳作，体验采摘、认领的乐趣。

小石子村最高处建有卧龙山滑雪
场、高空漂流场地、滑草场地。滑草
场 地 内 ， 有 头 脑 的 村 民 弄 来 两 峰 骆

驼，年轻人纷纷骑乘，生意不错。
村口道边，遇见一位 40 岁左右的

村民，摆一小摊儿在兜售土鸡蛋和刚
褪好的家鸡，妻子一看这鸡觉得是上
好货，就赶紧买下一只。精干利落的
摊主很亲切，不厌其烦地介绍这鸡怎
样做最美味，鸡身内黄澄澄的鸡油块
子正是最增味添香的好东西，可不敢
随手扔了。等候大巴车时，与旁边另
一村民攀谈几句，聊村子文旅开发给
人 们 的 生 活 带 来 的 改 变 ， 他 笑 容 可
掬，意味深长地回答：期待来小石子
村 创 业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依 托 乡 村 文
旅，生意越来越好。

小石子村：文旅小镇创业版本
郭宏旺

“大好时代 同创未来”大同市首届创业创新主题征文摘登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