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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浩渺连天东海的浪
这里有喜马拉雅群星的光
这里有千里冰封的北国美景
这里有南方芭蕉林里
温婉传情的对唱
这里就是我们
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中国
是我们五千年
生活、奋斗、热恋的故乡

那巍巍昆仑
像一条长龙若隐若现
是否还激荡着
穆王八骏的烽烟和飒爽
那大漠落日
如一面战旗，飘风烈烈
是否还辉映着
三皇五帝的豪迈和感伤
那钱塘春潮
莫非是秦皇汉武最后的号令
那芦笙恋歌
莫非是唐宗宋祖遗世的绝响

秦岭泰岳，曾迎送无数先贤圣哲
五湖三峡，曾凝注多少锦绣文章
燕赵风云
曾激励多少仁人志士慷慨悲歌
江南烟雨

曾浸润几许儿女情怀浅斟低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谁不留恋那漓江的清浅
洪湖水浪打浪
谁不向往那八百里洞庭鱼米乡

西出阳关，一路杨柳，春风浩荡
北驰草原，莽莽苍苍，遍地牛羊
南及天涯，山色空濛，波光潋滟
东望台岛，日月同辉，玉峰莽莽
我赞美
赞美万里长城的巍峨雄壮
我赞美
赞美战国编钟的曲调悠扬
我赞美腾空的蘑菇云
抵制霸权 宣示和平的福音
我赞美
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的热泪盈眶
我如花似玉的中国啊
有着灿烂文明的礼仪之邦
你肥沃的土地
滋养了多少神奇的传说
你壮丽的山河
生发了多少灿烂的希望

举杯邀明月
是谁把清辉洒进永恒的书页
长啸满江红

是谁馥郁了人类心田永久的清香
屈原、祖冲之、文天祥
这些名字比鲜花还要鲜亮
黄继光、雷锋、黄大年
他们的精神比日月还要久长
我看见
炎黄子孙生生不息出英豪
我看见
华夏大地蓬勃发展写诗行
一辈辈勤劳勇敢，安居乐业
一代代艰苦奋斗，幸福安康
人杰地灵的中国啊
有着无尚光荣的神圣之邦
改革开放
赋予了你更加博大的胸怀
中国梦号角
使世界感受到了震撼的力量

此刻我要说的是
改革，是一个叫小岗的村庄
他们最先用传统的农具

诠释了对现代的向往
此刻我要说的是
奇迹，始于一个叫深圳的地方
那片荒芜的土地
一夜间竖起了森林般的楼房
联产承包，村民自治
股票，市场……
利润，效益，公司，经纪人
董事长……
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
掀起了层层巨浪
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
素质教育，农村税改……

“三个代表”，法治社会
科学发展，统筹城乡……
这一切的一切啊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影响像是河流，流到哪里
哪里就一片兴旺
这些影响又像是旗帜，插到哪里
哪里就繁荣富强

四十多年的探索
四十多年的荣光
四十多年耕耘播种
四十多年果实芬芳
我还要说城市日新月异
乡村换了新装
座座高楼林立，条条道路宽敞
城里人的菜篮子，内容渐渐丰富
农家炕头
弥漫着鱼肉和蔬菜的清香
假日旅游成为寻常百姓的寻常
手机、互联网、汽车
成了爱与智慧的温床
我爱北京畅通的立交桥
上海浦东的繁忙机场
我爱河边杨柳的执着挺立
白云蓝天的清新空旷
我爱城里小伙青春的微笑
乡下姑娘健康的模样
我爱校园里读书的清晨
教室里自信的演讲
我爱工厂里机器的转动
工人们汗水的锃亮
我爱杂交水稻
成为田野里骄人的风景
我爱神舟飞天漫游太空
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我爱合作医疗在农村的推广
我爱高铁让时间缩短
我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闪耀的光芒
我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交响
我爱“一带一路”的宽广
我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我爱蓝天下每一个孩子
静静地、慢慢地成长
我爱和平的每一天
以及和平带来的金色阳光

是的，我要说
成就激励着我们
改革，改革，改革！
开放，开放，开放！
广袤的土地
正在谱写更加辉煌壮丽的篇章
风是云的伴侣，花是梦的衣裳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热情高昂
出发——
沿着前所未有的道路
沿着高瞻远瞩的目光
我坚信
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出绚烂花朵
明天必将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在脚下的这片热土
——传——唱！

北风必须苍旷
才能把城池万里一步步丈量
落日必须壮圆
才能将烽烟和羊群一揽入怀
我要沿着征蓬的征程
从汉塞走到明关
出去又回到一块城砖方正的胸膛

我向归雁的归处望去，黄河流转
这山连那岸
一滴浪从未改变黄的底色
我看见八百里分麾下炙，尘沙漫卷
我看见昭君一回眸，羞赧群山

我看见将军披甲凌风，劲草昂首
我看见娘亲银丝纳成千层的乡愁
我看见妹子相思绣就万里的明月
我看见送了十里又十里
红军阿哥不忍回头

我看见守了十年又十年
戍边战士未曾回家
我看见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在祖国的最南边，最北边
最西边，又最东边
这边连那边
连成 960万平方公里的绵延

这边到那边
城关山脉让中国版图无限壮美
这边铸那边，华夏儿女啊——
筋骨里挺立起精神的长城
血液里流淌着长城的精神

清风，白云，黄花。
在一个夏末初秋的午后，走进黄

花之乡，又赴黄花之约。
阳光，音乐，还有记忆中如黄花

般绽放的你。
一路上车载音乐重复播放着图瓦

民歌 《寂静的天空》，“当一切归还于
寂 静 ， 我 别 无 渴 求 ， 在 那 风 吹 的 草
原 ， 有 我 心 上 的 人 ……” 那 婉 转 干
净 的 曲 调 悠 扬 着 几 分 淡 淡 的 忧 伤 ，
也 悠 扬 着 细 水 长 流 般 的 松 弛 感 ， 多
多 少 少 的 焦 虑 平 息 在 那 清 浅 流 淌 的
旋律中。

在那 风 吹 的 万 亩 花 田 ， 淡 黄 色
的 忘 忧 草 轻 轻 摇 曳 ， 采 下 一 朵 放 在
脸 庞 将 美 丽 定 格 。 那 样 的 柔 美 时
分 ， 总 会 想 起 一 位 叫 苹 姐 的 友 人 曾
站 在 一 片 相 似 的 花 海 中 ， 宛 如 其 中
一 朵 ， 素 净 秀 美 。 拽 起 一 角 白 色 裙
裾 ， 夕 阳 余 晖 下 ， 对 着 我 的镜头无
忧无虑地笑着。 最早知道黄花菜也叫
忘忧草，便是她为我“科普”的。她
说，那是她最钟爱的一种花，容颜若
仙，味道上佳。

后来，她走得急，无告别。只梦
里有过她的嫣然一笑，那神情让我平
静、释然。我想，她定是手捧一朵忘
忧草走的，只是回归了一朵花，回归
了一方圣境。

每一座城市都有几方读不厌的景

致。如我们的城市除了云冈石窟、 悬
空 寺 、 古 长 城 、 桃 花 山 等 等 ， 还 有
着 一 方 独 一 无 二 的 美 丽 存 在 ， 那 就
是 有 着 六 百 年 种 植 史 的 “ 黄 花 之
乡”。开花的季节，当你打开云州区
的 扉 页 ， 便 能 看 到 那 万 千 黄 花 在 阳
光 下 、 在 微 风 中 轻 轻 招 手 ， 悠 然 摇
曳 。 那 清 新 而 泛 黄 的 色 泽 ， 那 素 朴
又 明 媚 的 风 韵 ， 漾 起 层 层 轻 轻 舒 卷
的 波 浪 ， 如 同 阳 光 之 笔 在 大 地 之 上
认真涂抹着色彩。

我们以黄花为市花，并诗意地称
“黄花之乡”、“忘忧小镇”。我常常带
着暖暖的情愫，清澈的喜爱，赴黄花
之约，流连花田。我也会采一些带回
家，装饰、水培或煲汤。它们总在我
的眸中，也在我的味蕾间释放着世所
独有的幽幽雅香。

当你置身黄花的海洋，你可以是
那任意一朵无忧。以花之形，以花之
心，安然于世。在褒贬中不骄不躁。
在 风 雨 中 不 卑 不 亢 。 在 有 限 的 花 期
里，始终用自己阳光般的暖色调，抚
慰每一寸凉薄或热烈的光阴。 那些

慕黄花亦或忘忧草之名而来的游客，
在其间拍照、采摘、吟哦或在远处支
起画架调彩写生。那生动活泼又不乏
恬静的人间画面，倘若以其他空间纬
度 的 视 角 隐 约 看 到 ， 会 否 又 是 一 方

“世外桃源”？是否也会油然而生某种
缥缈的“杳杳云，世藏白鸟”的佛系
感慨。

“色湛仙人露”，这一句唐诗中的
描述，道尽黄花其仙其姿其品。其黄
自有一种恬适意境，在金黄与淡黄之
间，在热烈与清冷之间，自成另一种
清灵雅静，自有另一种舒适松弛，让
人心生安详，心生阳光，心生美好的
憧憬。如果说鲜红的大丽花是热情、
积极、奋进的一种精神，那么，自带
仙气的黄花就是恬淡、稳妥、无为而
为的另一种境界，是茫茫俗世中的清
醒雅态，是物欲横流时的恬淡无争，
是悟道者也是启发者。

入 菜 黄 花 ， 亦 是 佳 肴 。 自 古 以
来，或蒸或炒或煲汤，一菜多样各有
芬芳，赢得食客的赞誉。犹记那日在
一位博主的短视频里看到这样的一种

感慨：一走进它，凉爽的气息、厚重
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我知道千年石窟
在等着我，千年微笑在等着我……美
食在等着我，那种久违的感觉莫名感
动。直到游遍古迹尝过美食，我才体
验到难舍难分的感觉。那里的天空高
而 远 ， 释 放 一 种 可 放 马 驰 骋 的 松 弛
感。那里的阳光和笑声足以治愈我一
年 来 的 疲 倦 与 焦 虑 ， 家 婆 回 到 上 海
后 ， 念 念 不 忘 那 碗 大 同 的 黄 花 臊 子
面 。 她 说 ， 如 果 那 样 的 地 方 可 以 养
老，又何必在乎他乡或故乡。

一 方 地 域 风 情 ， 一 碗 黄 花 臊 子
面，一 位 上 海 婆 婆 的 大 同 情 结 和 黄
花 缘 。 读 罢 感 慨 万 千 ， 深 感 动 容 的
同 时 也 因 此 深 深 自 豪 。 以 命 运 的 偶
然 生 于 此 为 荣 ， 以 历 史 名 城 、 黄 花
之 乡 为 荣 。 我 们 的 城 ， 我 们 的 情 ，
终 以 可 敬 可 亲 可 爱 的 形 象 ， 让 世
界 、 让 世 人 感 受 到 了 舒 心 与 美 好 。
它 ， 正 在 不 骄 不 躁 不 卑 不 亢 中 稳 步
前 行 ， 续 写 着 一 篇 篇 黄 花 般 清 新 、
温馨、明媚的篇章。

思 绪 就 此 温 暖 停 留 ， 走 出 花 田
时，学着小女孩也在发间别一朵，蓦
然看到自己儿时的模样。慢慢行驶于
忘忧大道，路两旁夹道相送的黄花轻
轻摇晃。我似乎又看到当年镜头中那
个无忧无虑笑着的青春少女，与此刻
的我一起感受这恬恬的时光。

黄 花 栖 云 州
王亚茹

在祖国之边
希冀

中国颂（朗 诵 诗）

于立强

多年前，我还在读研时，刘晋川
赠了我一本 《雁北耍孩儿记忆》，收
到后，一鼓作气读完，被书中记录的
大同民间文化深深震撼……

国庆节前，刘老师问我回大同了
没有，说 要 赠 我 一 本 《大 同 城 墙 影
像》。说实话，对于我这样一个名不
见 经 传 的 毛 头 小 子 ， 能 得 到 刘 老 师
的 多 次 赠 书 ， 实 属 荣 幸 。 用 刘 老 师
的 话 说 ， 可 能 我 是 一 个 对 大 同 怀 有
极 高 热 情 的 年 轻 人 吧，即使身在外
地 ， 也 依 然 没 有 忘 记 关 心 家 乡 的 发
展。的确，这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
的地方，让我们所有大同人为之骄傲
的一片热土。

看得出，《大同城墙影像》 这本书
是经过精心排版设计的，其背后团队
对于每一处细节的把握都堪称完美。

内容上，以“回望百年，光影留
存 ” 为 时 间 主 线 ， 用 照 片 记 录 了 过
去 百 年 大 同 城 墙 的 历 史 演 变 。 该 书
不 仅 成 为 大 同 市 民 回 望 古 城 生 活 的
读本，而且也为大同古城的发展提供
了历史依据。

英文翻译方面，目录与序言均提
供 了 英 文 版 本 ， 英 文 用 词 考 究 、 高
级、地道，这为大同城墙学术研究走
向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学术层面上，书中多处给出了大
同 夯 土 古 城 墙 图 片 （从 北 魏 至 明
清），记录了在既有夯土城墙基础上
包砖的建设过程，而这也得到了前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肯定。书中参
考文献引用了多篇研究大同古建筑相
关专家的著作，进而为研究大同古建
筑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本较为全面的
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是一名“95 后”，27 岁那年获
得 博 士 学 位 ， 现 为 辽 宁 某 高 校 副 教
授、硕士生导师、国际焊接工程师。
作为一个常年奋战在学术一线的年轻
人，深知编写一本学术著作背后所消耗
的物力、精力以及财力，并且编写这样
一本书本身与“医生”职业无关，对于
自身的职称评审亦无丝毫帮助。在此情
况下，刘晋川能够坚持为大同文化出书
立著，其精神可嘉，令人钦佩！

用诗歌赞美祖国，以文字点燃爱
国激情；用诗歌礼赞大同，以美景激
发家乡情怀。在我市，有这样一位退
休老干部，用他的诗歌，带领读者跨
越历史与现实，感悟祖国的山河壮美
与文化瑰宝，领略山西的精致典雅与
魅力风光，品味大同的脉脉风情与人
文内涵；他的诗歌，犹如一幅幅大气
磅礴的画轴，徐徐展开，让人顿觉视
野开阔，沁人心脾。细细读之，字字
饱含中国情，句句蕴藏大同美。难怪
有 读 者 称 之 为 “ 文 化 古 都 的 人 文 解
读，旅游名城的诗歌读本，退休老干
部真挚的大同情结”。

这就是诗集 《景韵诗集》《景韵
诗集续集》 带给人的文化之美，一景
一韵意境美，景中有韵诗含情。

而他的作者李颖宝，也是一位对
大同饱含激情的普通老干部。他长期

供职于市级机关，一生爱好读书、教
书、编辑和写作，退休后在游历祖国
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坚持创作，以诗歌
的形式颂扬各大风景名胜区的历史文
化 内 涵 ， 赞 美 祖 国 的 秀 美 山 川 和 大
地。历时两年，他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结集出版，旨在让这部满怀激情的诗
歌读物，为读者的心灵注入绵绵的力
量与灵感。

李颖宝说，《景韵诗集》《景韵诗
集续集》 不仅是一部诗歌作品，更是
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读物。300余
首诗歌分为“历史文化篇”“锦绣河山
篇”“节庆颂歌篇”“友谊感怀篇”四
个部分，将祖国的壮丽景色与历史文
化，浓缩于每一行诗句中，既富有诗
意，又饱含深情。

翻开诗集，“历史文化篇”对走
过的旅游景区进行了真挚礼赞。这些

诗歌仿佛一座桥梁，连接起读者与中
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情对话。透过
诗句，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文化遗产的
雄伟与厚重，还能领略到诗人对中华
文明的敬仰。“锦绣河山篇”则将目
光投向祖国的大好河山。无论是巍峨
的高山、浩瀚的江河，还是静谧的草
原、苍凉的大漠，都在诗人笔下熠熠
生 辉 。 这 些 自 然 景 观 不 仅 是 诗 人 心
中 的 美 景 ， 更 激 发 每 一 位 读 者 对 祖
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与骄傲。“节庆颂
歌 篇 ” 讴 歌 了 祖 国 的 重 大 节 庆 与 现
代 化 成 就 。 每 一 首 诗 都 充 满 了 对 时
代的敬意与对祖国崛起的礼赞。通过
这些诗篇，读者不仅能体会到祖国的
繁荣发展，更激励着读者以实际行动
关心国家大事，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友谊感怀篇”赞颂了人与人之间的
深厚情谊。无论是同事之间的合作，
还是同学、同乡之间的互助支持，都
在诗人的笔下化为温暖的诗句，传递
出积极向上的人生力量。

从大学毕业至退休前，李颖宝在
市级机关工作 40 余年，参与、见证了
大同的发展变化，撰写、主编过多部
理论文集，对大同文化、旅游有自己
深刻而独特的思考。翻开诗集，有众
多诗歌表达他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
由衷赞美。李颖宝说：“无论你是旅
游爱好者还是热爱阅读的青年，都可
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共鸣，感受到诗歌
背后那炽热的家乡情怀。”在编排诗
集时，李颖宝没有将这些诗歌单独成
章，而是将它们与歌颂祖国大好河山
的诗歌融合在一起。因为在他看来，

“融入京津冀 打造桥头堡”是每一位
热爱大同的创作者的主旋律，大同人
要融入其中。“所以我在编排诗集时

有意识地将歌颂祖国、咏叹山西、赞
美大同的诗歌集合到了一起。”翻开
诗集，从古代文化遗址到重大成就展
示，每一处大同景观都在他的笔下焕
发 出 别 样 的 光 彩 ， 读 者 仿 佛 穿 越 时
空，感受着中华历史和大同文明的脉
动与力量。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如一
幅山水画，展现出祖国的山川湖海、
草原大漠的壮丽景象，激发读者对祖
国自然风光的深深热爱。在诗中，读
者可以找到对家乡的眷恋，对祖国山
河的敬仰，这是一场灵魂的洗礼。每
一个重要的日子都在诗中被赋予深刻
的含义，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和对时
代责任的思考。

《景韵诗集》《景韵诗集续集》 处
处有景，处处含情，因为李颖宝始终
有 一 颗 年 轻 的 心 ， 有 一 双 年 轻 的
眼 ， 他 善 于 用 他 的 心 、 他 的 眼 去 发
现 中 国 之 美 ， 发 现 大 同 之 韵 ， 他 的
文 字 里 也 充 盈 着 美 好 、 热 情 与 希
望。正如李颖宝所说：“年龄从不是
判 断 一 个 人 是 否 老 去 的 标 准 ， 人 生
的 老 去 不 在 于 外 在 ， 而 在 于 心 灵 。
只 要 心 灵 永 远 年 轻 ， 生 命 就 饱 满 鲜
活。”正因为李颖宝有如此乐观豁达
的 性 情 ， 所 以 他 笔 下 的 文 字 依 然 如
春 天 的 新 芽 、 夏 日 的 彩 霞 、 秋 日 的
蓝 天 、 冬 日 的 雪 花 般 令 人 心 动 和 欢
喜 。 他 的 这 些 富 有 诗 情 画 意 的 文 字
一 经 出 版 ， 就 引 起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的
关 注 。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 大 同 师 专 图
书 馆 、 山 西 大 同 大 学 图 书 馆 、 浑 源
县 图 书 馆 于 国 庆 节 前 夕 专 门 为 他 举
行了诗集收藏仪式。李颖宝说：“我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能从这两本诗集
中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和大同旅游文
化的独特魅力。”

景 中 有 韵 诗 含 情
——李颖宝诗集《景韵诗集》《景韵诗集续集》出版纪略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回望百年 光影留存
——读刘晋川《大同城墙影像》有感

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