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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 年：聆听回响 奔赴热望
杨刚

弧光闪闪耀人生的陈万先
高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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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焊枪能为人生增添怎样的分
量？朵朵焊花能为梦想装点什么样的
风采？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 84 岁的老
人，看上去很普通，拥有的荣誉却有一
大串，每一个都是那么沉甸甸的：退休
前的 40 年，他先后 25 次被评为大同矿
务局的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连续
21 年被评为大同市优秀党员、劳动模
范 ，同 煤 集 团 公 司 特 等 劳 模 和 矿 山 标
兵；4 次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4 次被
煤炭部、能源部、全国煤矿地质工会授
予“劳动模范”称号，多次参加大同市、
山西省党代会。他还曾受到江泽民、彭
真、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退休后的 25 年，他获得各类荣誉 30
余项，先后多次被同煤集团评为优秀党
员标兵，荣获“同煤杯·第二届感动中国
的矿工”特殊贡献奖，并于 2013 年 12 月
荣登“中国好人榜”，获评诚实守信类

“中国好人”……
他就是在煤炭行业和大同地区享

有盛誉的“电焊大拿”、65 年不离岗的原
同煤集团退休电焊工陈万先。

孜孜不倦求新知

陈万先从小生活在阳高县农村，大
部分时间是在地里随父母忙农活，冬闲
时 节 就 上 山 拾 柴 火 ，在 地 里 刨 高 粱 茬
子，15 岁开始放羊，只断断续续念过四
五十天书。1958 年，18 岁的陈万先通过
招工来到大同矿务局第六工程处铁路
队。当时正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时期，担
筐铲土全凭人力，劳动强度非常大，陈
万先体单个小，干活却毫不偷懒，累得
都吐了血。1960 年，铁路队因工作需要

解散，大部分工人被分到了各个矿，而
陈万先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留下分配
到六处机电队，成为一名电焊学徒工。
刚到机电队的时候，每天的工作仍是爬
山越岭，流动性不亚于山头放羊，但这
里却有着更为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繁重
的劳动任务。虽然是一名电焊工，但是
放电缆、爬电杆、给师傅拿工具、取焊
条 样 样 都 得 干 ，学 习 技 术 只 能 一 边 打
下手，一边用心看师傅焊，晚上躺在床
上 ，自 己 再 琢 磨 细 节 和 要 点 。 刚 开 始
捉焊把，师傅只让对焊接件进行点焊，
或者是钻进油罐、溜槽、井架下点焊，
再由师傅进行全面焊接。为了提高自
己 的 技 术 水 平 ，陈 万 先 一 有 时 间 就 孜
孜 不 倦 地 自 学 业 务 知 识 ，潜 心 钻 研 焊
接 技 术 ，一 点 一 滴 地 学 习 、摸 索 和 实
践，凭着一股倔劲和钻劲，很快便掌握
了电焊要领，还被工程处评为电焊工技
术能手。

1966 年宁夏大武口洗煤厂兴建，为
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全国 30 多家单位对
口支援，仅电焊工就挑选了 100 多名，陈
万先成为山西省选派的 9 名电焊工之
一。当时洗煤厂工程建设工期紧、任务
重、技术难度高，为了使焊接点达到技
术要求，必须再从 100 多名焊工中精选
出七八人焊接工程的高、精、难部分，焊
件必须经过严格的拉伸断裂试验，要求

断 裂 处 在 焊 接 点 50 厘 米 以 外 方 为 合
格。陈万先凭借过硬的技术，利用自己
独创的观察铁水、药皮、铁水颗粒、温
度、火焰等方法，使焊件断裂处在 120 厘
米处，以最高测试分值被挑选焊接关键
部位。在宁夏工作的 7 个月中，陈万先
不仅圆满完成了焊接任务，还带出了 3
个徒弟，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普遍赞扬
和认可。1973 年，陈万先又被单位派到
北京木材厂焊接龙门吊上下弦，他一个
人 并 用 两 台 电 焊 机 ，采 用 错 位 分 焊 叠
焊，一次完成焊接，功效提高了 3 倍。就
在这一年 7 月，陈万先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乐于奉献攻难关

从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陈万先
就决心实实在在地为党工作，从一点一
滴 的 小 事 做 起 ，为 人 民 做 点 有 益 的 事
情。机电队经常承担一些大型设备的
安装业务，需要大量的钢垫。以前队里
常把整块钢板割成小块充当钢垫，陈万
先觉得可惜，就把目光盯在了废弃的边
角料上，从此，他每天早来一个小时，晚
走一个小时，义务用边角料加工钢垫。
30 多年过去，岁月使他尘满面、鬓如霜，
可义务劳动的劲头却始终未减。30 多
年中，陈万先义务切割钢垫 30 多万块，
仅这一项就节约好钢板 180 多吨。他还

先后革新成功了半自动圆盘切割机、手
动切割机、钢球滚转台和简易三角电焊
把等 18 个项目，改制工具 30 多件，为国
家创造价值 30多万元。

在艰巨任务面前，陈万先总是迎难
而 上 。 1981 年 冬 天 ，他 在 口 泉 沟 里 放
线，不小心被一块钢垫砸了脚，他忍着
疼痛完成了当天的任务，第二天大家发
现他走路干活的样子不对劲，硬把他送
到医院，才检查出第二脚趾骨骨折。医
生要给他打石膏，可陈万先只用两块薄
钢板把脚趾一夹，塞进大头鞋里继续去
上班。1988 年冬天，机电队承担了大同
矿 务 局 通 讯 大 楼 电 视 天 线 的 焊 接 任
务。电视天线高达 70 米，直径只有 22
毫米。望着那细高细高的天线杆，陈万
先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冒着寒风在晃
来晃去的天线杆上艰难攀登。爬上去
后，他用绳子做了一个三角形吊笼架，
然后自己钻进去挂在上面焊接，许多过
往行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10 多个小
时过去了，终于完成了焊接任务，可他
的手脚已经冻得不听使唤了。

陈万先一直在不断地学习探索焊
接新方法和新技术，努力在实践中掌握
新要领，力求达到电焊技术的最高峰。
经过多年努力学习和试验，他率先掌握
了单面焊接双面成型的新技术。1990
年 11 月，他接到四台矿槽仓的焊接任

务，工程工期紧，焊接构件大，任务艰
巨，而按照常规作业，零下 5 摄氏度就不
能焊接，当时天气是滴水成冰，气温达
到零下 15 摄氏度，无法正常工作，他经
过仔细研究、多次试验，最终采用“灭弧
焊”使焊接取得了成功，原计划 20 天干
完的工程，仅用 18 天就完成了任务。这
项工程结束后，他根据这次焊接经验，
写出了《焊缝裂纹处理》的学术论文，并
在 1995 年全国焊接杂志上发表，受到了
省、市焊接同行的高度赞誉。陈万先的
事迹还在 1985 年 12 月 17 日登上了《工
人日报》二版头条、1990 年 5 月 7 日登上
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倾心尽力育新苗

1998 年陈万先退休，临办手续那几
天，很多单位和个人高薪聘请他，却被
他一口拒绝。陈万先说：“我的技术是
国家培养的，焊把是人民给的，共产党
员的追求是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人生奉
献。”他退休不退岗，一分钱的额外报酬
也不要。他干过京大高速公路、大斗沟

矿选煤厂安装、燕子山矿和晋华宫矿两
座选煤厂钢结构主厂房大梁的加工制
作和安装等工程，只要单位需要，他都
竭尽全力，义务奉献。

2003 年，多次拒绝高薪聘请的陈万
先为给同煤集团培养后备焊接人才，欣
然接受同煤技师学院的邀请，作为焊工
专业实习教师来到学校。他陆续辅导
了学院电焊班 400 余名学生，将自己掌
握的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焊接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使学员们的焊接
技术得到快速提升。2004 年，山西省技
校系统举行了焊接技术比武大赛，全省
22 所技校参加了比赛，规则规定每个学
校可派 3 名代表。结果，陈万先的学生
包揽了实践操作前三名，只是因为理论
方面的欠缺，最后以落后第一名 0.03 分
的成绩屈居团体亚军。这是同煤技师
学院首次在这类大型比赛中获奖，陈万
先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实习教师”，被同
煤技师学院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特殊奉
献奖”。

退 休 之 后 的 陈 万 先 ，就 像 一 支 红
烛，燃烧得越旺，心里越欢畅；燃烧得越
彻底，心里越快慰，即使燃烧到最后，也
还要进行勇敢的冲刺……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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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从早晨开始
一次又一次。像在盼望故人归来
天空阴沉着脸，看不到
雪的身影，却也看不出
欺骗。向晚，雪花
终 于 飘 临 。 密 密 麻 麻 地 ，写 满

相 思
仿佛一张张久违的信笺。我知道
有一纸是写给我的
那是远方的双亲

小雪
风刮了一夜
才把黑夜刮白。树叶早已跑得
无影无踪。还有月亮的梦
想看热闹的星星
炊烟旗帜般飘扬着
风还想把它刮掉。风不知
那是村庄的灵魂。人们起来时
小雪下得正起劲
大地未醒

大雪帖（外一首）

尉峰

三

公元 938 年，在位 13 年的辽太宗耶
律德光收到一份大礼，后晋遣使将幽云
十六州图籍送到了辽上京。在这一年，
辽太宗下诏改元“会同”，改皇都为上京、
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府曰幽都，改
原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实现三京并
立；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同
时，改革契丹官制，完善源自中原政治治
理体系的汉官制度。种种举措表明，辽
太宗已经有一幅宏伟的政治蓝图在胸，

“会同”只是政治雄心的一种表述。
此后，辽与后晋持续开战。会同九

年（946）辽军击败后晋主力，后晋末帝石
重贵请降。次年正月初一，辽太宗以中
原仪仗进入后晋都城汴梁，辽政权问鼎
华夏成为现实。二月初一诏令，“建国号
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
将原国号“大契丹国”改为中华式的“大
辽”是辽太宗主动宣告涵盖中原疆域的
帝国初步形成，改年号为“大同”则直接
表达了辽太宗要在草原和中原地区实现
大同的雄心壮志。

《辽史》称，“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
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从
两代帝王的开疆拓土、文治武功等举措
中，清晰可见契丹帝王的一统宏愿、大同
梦想。只不过，这个梦想对任何执政者
来说都充满挑战甚至会破灭。大同元年

（947）四月初一，46岁的辽太宗离开汴梁
北还，未料途中病倒卒于栾城（今河北栾
城县），他的大同梦随之破灭。

到了公元 983 年，即位第二年的辽
圣宗耶律隆绪将年号定为“统和”，可以
看出辽代第六位皇帝依然不忘一统华
夷。正是在这位皇帝在位的第四年即公
元 986 年，辽军击败了宋“雍熙北伐”的
三路大军，西夏政权李继迁则开始对辽
称臣。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宋签订

“澶渊之盟”，来自宋朝的大批丝绸、白银
年年向北输送。这些真金白银促进了辽
政权的发展壮大、国家的繁荣富强。统
和二十五年（1007），辽开始兴建中京城

（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镇），同时更南京
幽都府为析津府。至此，三京演变成四
京。

公元 1031 年六月，辽圣宗长子耶律
宗真登基，是为兴宗。这是一位热衷于
佛道、爱好儒家学说、通晓音律、相对守

成的帝王。不过，这位与前辈相比没有
多少突破的帝王同样没有忘记一统宏
愿，他没有在年号上做文章，而是将大同
梦 想 标 注 在 了 版 图 上 ，重 熙 十 三 年

（1044）十 一 月 升 云 州 为 西 京 ，设 大 同
府。至此，辽朝政治体系中五京俱备。
从此，大同成为城市名字，这座城市也进
入又一个京华繁盛期。

980 年后的 2024 年 12 月正是农历
十一月，辽金建筑遗存华严寺、善化寺以
及大同古城墙没有了夏日的喧闹，以另
一种悠然迎接着一批批游客和研学的孩
子。古老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不可替代
的文化财富，并给后人带来源源不断的
文化红利。未来，大同人一定还会继续
打辽金文化牌、西京历史牌、古都大同
牌，希望人们记住这个城市之名的纪年，
理解数字的背后标记着中华梦想、民族
融合、文化自信。

四

辽兴宗耶律宗真工诗词、善丹青，是
辽国享有名望的山水、花鸟画家，俨然有
中原帝王之风。辽兴宗曾经以所绘鹅、
雁作品赠送宋朝，宋仁宗则以擅长的飞
白书写了一幅答谢词，表示其对两国关
系的重视。南北帝王此等雅事一直传为
美谈。

与宋朝皇帝相比，辽兴宗显然更自
信更具战斗力。辽重熙十三年（1044）
秋，面对迅速膨胀的西夏带来的边境安
危时，耶律宗真率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杀
向西夏，进至贺兰山下。不过辽军最终
损失惨重，兴宗率余部退到了云州。此
时，兴宗深切认识到党项部族的崛起对
辽国西南边界造成了又一重严重威胁，
因此在十一月升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
大同府，加强云州对西南部地区的军事
指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辽史》说，

“大抵西京多边防官。”
公元 1048 年，辽兴宗再次征西夏，

北路军推进至贺兰山，俘获了李元昊的
妻子。公元 1050 年，辽军三伐西夏，西
夏向辽求降称臣，确认藩属关系。应该
说，辽建西京后控御西夏的战略效果明
显，同时起到了防御宋军进攻的作用，明
显稳固了辽国西南边境的统治，提升了
辽对宋和西夏的斗争的战略布局。

“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
主之。”西京大同府是在北魏平城旧址上

营建的，《辽史》记载，大同府城“广袤二
十里”，北魏京城开十二门，辽时剩四门，

“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
极”。北门东为大同府，西为大同驿。城
内建有敌楼、棚橹等守御设施，另有天王
寺、留守司衙等公共建筑。

于今人而言，更为重要、更吸引眼球
的自然是辽代建筑华严寺。《辽史》说，

“清宁八年（1062）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
像铜像。”事实上，辽重熙七年（1038），就
修建了今天华严寺内的薄伽教藏殿。清
宁八年修建的是大雄宝殿，后来毁于辽
代末年战火。金天眷三年（1140）重建，
基本上保留了辽代风格。

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薄伽教藏殿，
既供奉佛祖，也是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期
的皇家图书馆。梁思成先生惊叹殿内的
U 形重楼式壁藏，称其为“海内孤品”。
殿内泥塑造像群精美无比，而且都是辽
代原物。其中合掌露齿菩萨上身微裸、
体态丰盈、线条流畅，双手合十置于胸
前，轻启双唇、微微而笑，露出一排洁白
的牙齿，被郑振铎先生誉为“东方维纳
斯”。用如此世俗化、人性化的表情和体
态去塑造佛像世所罕见，而这恰好折射
出辽代的强大、自信、开放、包容。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说，“亚洲东方的
10 至 12 世纪是契丹所主导的时代。”在
诸国之间有了主导性的话语权，契丹人
创新的勇气、发自内心的自信难免会表
现在脸上、留在大地上，诸如我们所见微
笑千年的合掌露齿菩萨，诸如依然恢弘
震撼的华严寺建筑。

今天，华严寺这座坐西朝东的独特
寺院也因“八大辽代木构”之说而备受瞩
目。中国古代建筑多砖木结构，存世不
易，幸存的辽构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
杰出代表。现今存世的辽代木构建筑仅
有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独乐寺观音阁，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河北高碑店开善
寺大殿，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大同华
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殿和应县佛
宫寺释迦塔。

以辽西京道的角度来看，涞源阁院
寺文殊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
寺大殿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均在西京的
管辖范围内。今天的河北省涞源县、蔚
县，在辽金时属西京道蔚州辖区。山西
应县在辽代为西京道应州，与大同府同
城而治，政治和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八

大辽代木构”的半数在西京道故地，可见
当年西京文化成就灼灼，亦可窥见那时
大同府辉煌耀世。

今天，仰望华严寺、善化寺建筑，隐
约听见 20世纪 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等
学者古建考察的足音。中国学界正是以
研究辽代建筑为开端，走上了科学研究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道路，并让世人认识
到国内现存辽代木构建筑的杰出：大同
华严寺、善化寺具有皇家大寺的地位，足
以代表辽代最高等级寺院建筑；应县木
塔、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亦是独一无二的
建筑精品。

时光流转，西京大同的诸多文明成
果已经消失，但文献里留下了确凿的记
载，考古中出土了精美的文物，无论是国
子监、西京学及州学、县学等教育机构，
还是璀璨夺目的金银器、端庄典雅的木
家具、精巧别致的铜镜、缤纷绚丽的瓷
器、古朴浑厚的铁器等生活生产用品，
抑或春水秋山四时捺钵、榷场林立商贾
络绎、茶酒饮宴熏风酷烈等政治经济生
活场景，都证明一个绚烂多姿的时代、
一个奋进有为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在大
同印痕深深。这些印痕凝结着南北方民
族交融的细节，流淌着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基因，汇聚成自信、开放、包容的豪迈
气象。

公元 1125 年，辽天祚帝在西京应州
新城东六十里处被女真金军擒获，辽国
灭亡。金承袭辽制，大同是金代的五京
之一。公元 1215 年，蒙元攻占大同后承
袭辽金建制依然称大同为西京，直到
1288年元世祖改西京为大同路。此前的
公元 1277 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路经大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
再现繁荣的城市，赞叹大同是“一座宏伟
而又美丽的城市”。

站在 2024年的冬天，再次回望 1044
年，中华大地上辽、宋、西夏年号各异，一
个以“大同”命名的京都矗立在了三个政
权交汇区域；汉、契丹、党项由冲突走向
融合，《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一书说“亚洲
的东方迎来一个和平共处的时代”。

980 年的时光远去，契丹、党项已经
融入华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孕
育出的多元共荣景观成为了中华民族的
共同财富。

980 年的时光远去，西京不再，大同
生生不息。 （下）

冬至大如年。母亲剁馅儿的声音
有节奏地在案板上起落
寒冷的早晨被这声音温暖

阳光迟迟未入户，玻璃窗的冰凌
自成山水画。一只小手
让画幅潦草起来，像无数小兽经过

坐北朝南的房子，一旦有阳光照耀
那些冰凌如同爱哭的孩子，泪水
止不住地流

包好的饺子摆在高粱秆做的篦子上
它们鼓着肚子，装满喜悦
好像和我一样兴奋

大白瓷盆的高光时刻就是装满饺子
端坐在红色炕桌中间，被孩子们
钟爱的眼神盯着，然后垂涎

菜多肉少的饺子足以暖冬，足以
在昼短夜长的日子，好梦
做了一个，又一个……

黄钟应律节时裁，
至日年年去复回。
万物尽衰千岭冻，
一阳初醒众云开。

悠悠广宇寒来往，
冽冽朔风声倚偎。
待到霰霜三九酿，
且看冰雪逗新梅。

严寒如期而至
自然之力展露威严
风儿绷紧严肃的脸
满世界踢踏起舞
连最后一片叶子
都要拉下树梢
只有麻雀们不惧严寒

把冬至的信息发布
踏上数九的台阶
我总会想起雪莱的诗句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当九九暖风吹起
当布谷鸟又在催春
人间定然万紫千红

大自然懂得
怀了孕的土地的苦寒
用大雪覆盖小雪
缝制一张厚厚的被子
让小动物们绣上花
给土地盖好

再有两个月
春天就要出生了
到时候
我要把雪揉进我的诗里
让它回到奶水的状态
给小草痛饮

冬至
李文芳

冬至遐想
杨树林

冬至随吟
张谟

冬晨 李海波摄

我要把雪揉进我的诗里
林兴明

铅云点雪未沾枝，灯火千家炊饮时。
浊酒一杯身万里，乡关梦里总归迟。

大雪节气感怀
溪山清远

夕阳下的古城 赓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