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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至 14 日，由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王继武带队的大同“三交史”
考察组，来到了与我们隔太行山相连
的燕赵大地。晋冀山相依、水相连、路
相通，人文也相亲。以大同为基地的
北方少数民族东去、南下农耕社会，以
包括冀中平原在内的中原农耕文化西
来、北上平城，谱写了一幅幅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壮丽画卷。赵武灵王胡服
骑射、开疆拓土，始有平城；李牧雁门
守边，安定北边；北魏都平城时期，从
帝王将相到世家大族，平城与燕赵你
来我往，交往密切。

漫步大同东城墙带状公园外，在
葱茏的绿意掩映下，以雄峻壮美的古
城墙为背景，错落设置于护城河带状
公园的 6 尊雕像均为著名的北魏历史
人物，有定鼎平城的拓跋珪，统一北方
的拓跋焘，锐意改革的冯太后、孝文帝
拓跋宏，还有北魏杰出政治家崔浩，著
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这其中除三位鲜
卑族帝王外，另外三位汉人，即冯太
后、崔浩、郦道元皆为燕赵人士。

冯太后（442—490），长乐信都（今
河北冀州）人。祖父冯弘、伯祖父冯
跋，皆为北燕国王。拓跋焘灭北燕，其
父冯朗降魏，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后
因罪被杀。冯太后生于长安，其父被

杀后，由其姑母抚养。这位姑母是太
武 帝 拓 跋 焘 的 左 昭 仪 。 正 平 二 年

（452），冯太后十四岁被选为贵人，不
久立为皇后。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
出的女政治家，她收捕乙浑，使北魏政
权转危为安；推行俸禄制、均田制、三
长制，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冯
太后对孝文帝的影响极大。一方面孝
文帝从小受到冯太后的中原传统文化
教育。冯太后曾作《劝诫歌》三百余
章、《皇诰》十八篇教育孝文帝，其内容
皆为儒家哲理。另一方面，冯太后的
一系列措施，为孝文帝亲政后太和改
制深入推进打下基础，确保了中华文
明在动荡时期仍能保持其内在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也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崔浩（381—450），字伯渊，小字桃
简 ，清 河 郡 东 武 城（今 河 北 故 城 县）
人。北魏杰出政治家、军事谋略家。
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
长子。北魏国号的“魏”就是出于他的
建议。明元帝神瑞二年（415），魏都平
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欠
收，发生粮荒，很多百姓饿死。9 月，太
史令王亮、苏坦建议国都从平城迁至
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崔浩等以二
条立论谏阻迁都，一是平城与河北的

关系：“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
骑南下，布濩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
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
诸夏也。”二是平城与草原的关系：“屈
丐、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
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
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崔浩是
北魏汉族士族的代表，作为军事谋略
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
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
了 北 魏 王 朝 三 代 帝 王 重 大 的 军 事 决
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
了重要作用。

郦道元（约 470—527），字善长，范
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魏地理学
家、散文家。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
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
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
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其中，叙述了包
括主流在内的水道、河流、湖泊等各类
水体 68 条，其中流经平城周边的达 47
条，不仅记述了桑干河流域多条支流、
水体状况，还结合水系记述了这里的
地理历史状况，对北魏平城历史、地
理、自然、建筑、风貌、皇陵、云冈石窟、
寺庙道坛等作出不同程度的描述，文
辞优雅、言之有据，使得今人可以窥见

1500 多 年 前 北 魏 民 族 融 合 的 都 城 风
情。郦道元倾心完成的《水经注》，源
于其少时就有的喜爱游历、博览地书、
探勘水流的爱好。《水经注》不分南北，
尽书中华大地之山河全貌，其深层的
愿景是在山河破碎之际，希望藉山河
之美、人文之胜，激荡民气，振奋时风，
遂一统天下之志。

除此之外，尚有五朝元老渤海郡
蓨县（今河北景县）高允，算生博士长
乐(郡治今河北冀县)人殷绍等一大批
燕赵人士，在北魏平城谱写人生辉煌
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以鲜卑族为代
表的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
民族的历史进程。

两年来，由大同市委统战部引领
的大同“三交史”考察团队，东往青齐、
燕赵，南下洛伊，西去河西走廊，北上
嘎仙洞，实地考察古代民族南来北往、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众 多 遗 迹 和 遗
物，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们解读“三
交”史料依据，从而进一步提升我们对
古代大同区域在北方民族“三交”中的
突出地位的认知，为做好大同“三交
史”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融
合之都 从此大同”塑造成从多元走向
一体的典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做出新的大同贡献。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记

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历史

记忆中的燕赵人士
宋志强

一笔终于偿还了的文债
——我与崇福寺的几多交集

齐凤翔

山西导演贾樟柯执导的影片《风流
一代》在我市热映 22 天，片中回放的位
于儿童公园的一尊宇航员雕像引发几
代大同人的成长回忆。热映结束，影片
在爱奇艺上线，影迷依然会重温这尊雕
像带给人的美好记忆。这尊雕像，面向
蓝天，驰骋想象，眼中透露着对未来的
无限期待。这尊雕像，精湛的雕功，出
神的姿态，承载着大同工艺美术辉煌的
过去，借助《风流一代》，大同雕塑技艺
在国内外叫得更响，也让更多的人知道
了大同雕塑界有一位名字叫得更响的
高级工艺美术师李志正。

近日，记者在李志正家中采访了
他。面前的李志正，虽然是一位八旬老
人，但他的眼神中依然透露着刚毅。他
说，他每天都要坚持创作一些作品，一是
因为他十分热爱雕塑艺术，二是可以锻

炼心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用他的话
说，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现在李志正
的耳朵有点背，但说起话来思路清晰，对
于过去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谈到电影

《风流一代》，李志正非常感谢贾樟柯导
演对宇航员雕像的关注，感谢大同市美
术设计院同仁对雕像的无私付出，感谢
大同人依然记得这一时代标志。

李志正说，《风流一代》上映后，他
才知道这尊名为“小小宇航员”的水泥
材质雕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他为
此特意去儿童公园拍了照片。他发现 38
年前，他和大同市美术设计院同仁共同
完成的这尊雕像，现在依然镌刻着岁月
的痕迹，看着象征宇宙空间悬浮感的方
型基座，他感到这名“宇航员”现在已经
长大了，他要飞向广阔的蓝天继续去探
索宇宙的真谛。站在这尊雕像前，新的

体验、新的故事也在大同人心中延续。
今年 47 岁的庞红梅现在依然在儿

童公园工作，对于 20 年前贾樟柯导演
突然造访，她当时感到不以为然，今年，
当她在影片中看到自己，既激动又好
奇，没想到有心的贾樟柯导演无意中记
录了她 20 年前的一段工作经历。20 年
后，这尊雕像是她每天上班要经过的地
方，她想到，20 年前，小孩到公园玩才
去拍照，现在却有许多人来重温记忆。

大同传统工艺文化传承者李东健
用“引导观者的精神愉悦”形容李志正
的作品。面对“小小宇航员”，李东健从
心底发出对大同传统工艺文化的敬重，
对城市雕塑未来的期待。

市民高世培说，“小小宇航员”雕像
虽然有些破损，但宇航员的眼神还是那
么精神，那么有朝气。精品就是精品，不

简单就是不简单。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她
的完美！“一个时代过去了，我当时30岁，
正是追求梦想的时候，正是疯狂追求学
习的时候。这样，我对李志正老师的雕
塑就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天才加灵
感，勤奋加文化，李志正老师这几点都具
备，所以，才有了众多的精品雕塑。”

我市诗人郭建华用诗歌《飞向未
来》表达对“小小宇航员”雕像的深刻感
悟，表达对李志正的敬重：“穿过家乡的
云/带着呼啸的风/乘着霞光飞速前行/
三十八载旋转/无数孩子的梦/空间站
里有我身影/融入星河万顷/探索宇宙
空灵/蓝色地球璀璨晶莹……”

而在李志正的心中，永远感谢时任
大同市美术设计院院长张滃，感谢他的
悉心指导；他也感谢版画家王宗训参与
设计画稿，感谢大同市美术设计院全体
同仁的付出与奉献。正因为有了他们，
才有了“小小宇航员”逐梦蓝天。据张
滃回忆，仅 1986 年，大同市美术设计院
即主持创作了 13座城市雕塑。

李志正说，城市雕塑是城市的一道
美丽风景，是城市的文化标志，作为大
同人，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些文化标
志，让它们呈现更加绝美的姿态。

让“小小宇航员”更加亮丽
——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李志正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上联：和风开局四海春归双龙舞
征集下联:

细雨润物九州梅艳万民欢
——杨树林

好戏连台九州梦圆两岸歌
——林兴明

瑞雪启篇九州福至木兰香
——（重庆）戚万凯

金凤引歌九州日暖百鸟鸣
——（大庆）赵殿文

好运登门千家福到万户歌
——李登峰

福气盈门五谷仓溢万家欢
旭日临空千山披绿百雁飞

——高存林
惠政谋篇五湖岁贺一脉承

——（朔州）闫关山

下联：
九龙腾飞百鸟朝凤蛇年大同大不同
征集上联：

三晋崛起千山醉恒巳岁和顺和而顺
——（朔州）闫关山

三春启幕五福临门骏业慈善慈即善
——林兴明

万水翻滚千山聚岭华夏长旺长兴旺
——（大庆）赵殿文

一水流淌七桥似虹御河清远清而远
——李登峰

五岳呈瑞万家聚宝神州雪莲雪似莲
八骏争驰千峰涌翠春光花海花如海

——高存林

自拟联

玉龙送春神州添喜气
金蛇贺岁华夏展宏图

——杨树林

古城开胜境
新梦领春风

喜燕裁春《莺啼序》
福蛇盘锦《鹊踏枝》

幸福翻倍千家乐
好梦随心万户欢

——林兴明

春催御水一天秀
日照平城满地红

爱戎装花木兰英名传天下
享美味凤临阁赞誉满大同

辞旧岁金龙归大海
庆新春玉蛇舞乾坤

——郭永忠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一山一水皆
是情，一砖一瓦尽风华。12 月 21 日，
一部集结了众多专家学者、文化大咖
及金牌讲解、文保人等“特殊讲述人”
的图书《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分
享会在太原钟楼街举行。

《黑神话：悟空》作为一款风靡全
球的国产单机巅峰之作，游戏的精美
画面广受褒奖，而其中山西的古建筑、
塑像和壁画等元素更是得到广泛运用。
书籍《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发行，结合游戏，以全新的
理念、细致的笔触、精美的图片，对山
西 的 旅 游 景 点 和 文 物 景 观 进 行 全 方
位、多层次的深入解读，引领读者沉浸
式 体 验 其 无 尽 魅 力 与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全书分为对话篇、讲述篇、启示篇
三部分。在讲述篇中，展示了我市多
位文保人、金牌讲解员与大同古建的
深厚情谊。从扎根云冈醉心研究的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
院院长杭侃，到坚守古建行业 10 余年
的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文博馆员

刘若男，篇篇讲述表达大同情意。《善
化寺：读懂古建里蕴藏的文化传承密
码》《悬空寺：一座被三根马尾吊着的
空中楼阁》《觉山寺：从相遇相伴到相
守相知》等深度讲述，带领读者解密大
同古建人文密码。

分享会上，山西省报业协会原副主
席、该书作者之一齐凤翔表示，“关于通
过文字来还原古寺的历史与文化，可以
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是真诚，二是真实。
用真诚来写真实。”书中的明线是写自己
和崇福寺之间的故事，暗线是写国家、民
族和崇福寺之间的故事。两条线索同时
铺开，纵横交错，把古寺的命运和国家、
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托出一个真
实的立体的历史的文化的古寺。

山西古建博主、该书作者之一孙小
寒表示，今后要继续讲好古建故事，做好
古建传播。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
山西人文地理作家、《大地上的山西》作
者姜剑波在经历了人生第 11 次手术之
后首次亮相分享会，就新出版的书籍，分
享了他对山西古建的深刻认识。

《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出版

我市多处景点入列

天下大同 木兰迎春

主办：
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
大同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大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大同日报社
协办：市楹联研究会

“木兰杯”2025蛇年新春有奖征联

“木兰杯”2025蛇年新春有奖征联作品选登①

今年重阳节的第二天上午，秋光作
陪，久居外地的我再一次跨进了千年古
刹崇福寺的山门。为了真正地一睹古
迹风采，更为了还一笔沉重的文债。

崇福寺，坐落在山西省朔州市朔城
区老城东街，东临明代古城墙，西挨民
宅。历史的长廊积攒着它的风雨传奇，
也记录着普通民众与它的故事。

我虽出生在偏远的乡村，但从小就
听说县城东街有个大寺庙。因我们村
也有庙，基本意识也仅仅是城里的庙要
比村里的大。及至后来到城里上高中，
常常路经这里，所看到的也仅仅是那一
合紧闭着的木质大门。当然，城里人也
在茶余饭后说起大寺庙，而从来没听到
哪个人称其为崇福寺。那时的人们文
物意识并不强，没见过有人探讨这座古
寺的历史文化价值。入耳的也尽是些
奇怪的传言。比如说，那屋脊上的人人

（指塑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下到
院里活动；再比如说，最吓人的是正殿
里的哼哈二将，都是龇牙咧嘴的黑脸大
汉，连看都不敢看；再再比如说，夜间这
里常常要发出声响，有时还夹有“哇哇”
哭声。这些说法直叫我听得毛骨悚然。
本来知道这些说法不怎么靠谱，但总归
蒙上了一层说不明道不白的阴影。上世
纪八十年代庙门口立了碑挂了牌，才知
道其雅名叫崇福寺。而且，从我见到外
围的崇福寺直到离开家乡，就没看见那
蒙尘的木大门什么时候打开过。

说来也惭愧，我能够近距离目睹朔
州奇观已是 1993 年。那年不知几月几
日，随着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摄制
组到实地取景时，我才看到那些恢宏的古
建筑。这算作我第一次访问这座古刹，但
仅仅是一种粗览，因跟随摄制组活动不能
随意安排时间。人家走，我也走。了解不
深入，当然很难激起写作情绪。

第二次造访崇福寺是在 2002 年的
6 月初，一位省领导来朔调研，随行的有

一些省里的大笔杆子。由于对省城文
化人物的崇敬，我只顾了与他们请教性
的谈话，却影响了对寺内景物的细致观
察。只记得在休息室吃了无籽西瓜后，
就随大流到别处参观了。

后来也曾有过写写崇福寺的想法，
终因行政事务太忙，未能给家乡一景以
应有的笔墨。

现在如实理性地来看，一切的一切
理由都是借口。我一直没有拿出足量
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崇福寺，尤其没有
以文人的责任感去了解去传播，更没有
当成事业去对待。即便是《黑神话：悟
空》的游戏带火了崇福寺的旅游，我还
像一个傻大妞干张着嘴巴寻思着“为什
么？”就在这个游戏的火头刚刚落下去
的前不久，我决计要以一个“文人”的真
诚来还清这笔文债，一个压在心头沉重
地长满老年斑的自责。

有朔城区委宣传部的安排，我第三
次的造访心也顺，访也顺。免门票的规
定更使初来乍到的游人们感到开心，让
这座坐北朝南的千年古寺首示热情。进
得山门，西侧小亭里仍有朔州文旅集团
的小青年们为游客提供服务。在他们的
介绍下，我才知道这次游戏中崇福寺被

“设计”了一个妖王黄眉让悟空来打。朔
城区宣传文管系统的同志介绍说，就是
这么个游戏，使今年国庆小长假期间全
国各地来崇福寺旅游参观的人数猛增到
6万多人，是以往同期的 10倍多。

随着讲解员绘声绘色的话语，我第
一次了解到这里每一个建筑的来龙去
脉和历史的文化的地位以及文物价值，
每一尊塑像和每一幅壁画的故事与涵
义。从南往北数，全寺有 5座坐北朝南的
殿宇，分别是：金刚殿、千佛阁、大雄宝殿、
弥陀殿、观音殿，统称五进院。殿轴左右，
有晨钟暮鼓的钟鼓楼、文殊堂地藏堂分列
东西，相对而立。总体布局整齐对称，形
成了南北有节奏、东西相呼应的态势。仿

佛能在美丽的几何图案中找到跳动的音
符，在音符的构想里观察到忽隐忽现的图
案。不能不说，公元 665年那位设计师是
一位具有超前建筑意识的天才。

就在刚刚站立在头一道院里的金
刚殿前，就不能不为古朔州人的开明所
折服。按常规，金刚的职责是把门，塑
像应该立于山门口。但崇福寺却为金
刚们专门设殿，表达了古朔州人对保卫
人员的无比尊重。

在 千 佛 阁 ，供 奉 着 大 肚 弥 勒 佛 塑
像，过去叫藏金阁。也许是因为元代朝
中所赐《大藏尊经》而得名，清代改成千
佛阁。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肚弥勒佛
的背后小柱阁上，绘有上凤下龙的图
案，显然是受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影响，
女皇至尊。

紧挨其后的大雄宝殿，是供奉释迦
牟尼佛塑像的地方。在这里，我看到了
以往不经意的壁画，却听到了极其感佩的
解说。在本殿东西两壁，分别彩绘着 10
行佛像，每行 50尊，每壁就是 500尊。两
壁加起来，共 1000 尊。乍一看，千佛一
面，可细一瞅，每尊佛的衣饰、容态等，各
不相同，是实实在在的千佛千面。单就绘
画艺术来讲，先贤的艺术理念绝非一般。
他们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达到统
一，是对整个人类绘画艺术的杰出贡献。

再往北的弥陀殿是崇福寺的主殿，
也是全国现有金代三大建筑之一。殿
顶的琉璃脊饰、殿檐下悬的竖匾、隔扇
门窗，殿内的塑像、壁画被称为“金代五
绝”。我最关心的还是小时候听说过的

殿顶上的两个“人人”和殿内的哼哈二
将。那两个“人人”实际是两尊武士琉璃
塑像。他们弓膝蹬腿，呈武打准备状，状
高1.5米了吧，相对而蹴。要是“站”起来，
则高1.8米了吧。这一对武士琉璃塑像当
年由忻州代县烧制而成，历经 800 多年，
风吹雨打日晒，也未能耗损，至今艳丽如
新。我想，民间之所以传播晚间下来活动
的说法，应该是保护寺院的一个计策。过
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寺內无人看守，用怪异
之说吓唬那些行破坏的不轨之徒。至于
有响声，毫不奇怪。寺內殿宇均属木制榫
卯结构，由于热胀冷缩，肯定有响动。而

“哇哇”哭叫也是用以唬人的。
进得殿内，最引人注目的确实是哼

哈 二 将 的 塑 像 。 他 们 身 高 6 米 ，前 倾
12—15 度，手执武器，分立主佛坐像的
前两侧显随时要出战的态势。粗略地
看，他们都是黑脸；细观，却是紫红色。
立于西侧闭嘴者为哼将，立于东侧张嘴
者为哈将。哼将目微斜视，警惕性非常
高，随时准备出手的样子，但他表现沉
稳，对周边的一切安全情况心中有数。
他脸圆扁，眉宇间稍显放松的背后却深
藏着过度的紧张。比较起来，哈将就显
得豪气外露，遇事脾气暴躁，沉不住气，
两句话不通就出手。他脸色较哼将稍
深，扁鼻梁，咧嘴怒目，藐视一切。好像
他的口头语就是：“哈！你敢？”“你别胡
来！不信你试试看！”他时刻都在挑战。
挑战是这类角色永恒的主题。与他们近
距离接触，非但没有惧感，反倒觉得特别
亲切。有这样的护卫，才有安全。惧威

恐猛是贼寇的阴暗心理。对于良人，拥
抱了威猛就是拥抱了安全。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哼哈二将的泥
塑将其腰间下垂佩带和手中拄物作为身
体前倾支柱，与地面形成三角结构，巧妙
地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这种

“将计就计”的做法，堪称制作经典。
往北最后一个殿称观音殿，也是金

代的原始建筑。不过，除殿身框架外，
殿 内 的 塑 像 等 所 有 设 置 都 是 新 修 建
的。这里的最大亮点就是“减柱营造
法 ”。 顾 名 思 义 ，减 柱 就 是 减 少 了 柱
子。“进入这里觉得很宽敞吧？”讲解了
一上午、有点口干舌燥的讲解员问。我
这才感觉到了这里与其他殿宇的不一
样。塑像前应该至少立有的 4 根柱子连
1 根 也 没 有 ，确 实 扩 大 了 不 少 活 动 空
间。我们知道，建房梁柱为框架骨干，
一样都不能少，这里居然减去这么多！
往顶上一看，才体会到古建筑师的匠心
所在。梁架结构运用了人字形叉手原
理，形成了大三角套小三角的多三角形
态，先“稳住”上方，再将重力分解到大
梁两端，然后再传递到前后槽的金柱
上。有专业著作评价：“结构精巧合理，
力学传递流畅”。知情人说，就连清华
大学建筑专业的学生也来这里考察，学
习古建精华。

古代建筑让我深感震撼，古人的智
慧让我心生敬意。我们这个小地方原来
蕴藏着如此高妙的人文历史，崇福寺的
每一处景观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
除了看到的，我还要更深入地了解我无
法看到的。像一个写作业遇到难题突然
逮住了老师的低年级小学生，我干脆打
破砂锅问到底，在行家面前，一定要问出
个崇福寺的前世今生所以然来。

一位讲解员出身的文管所负责人
介绍说，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崇福寺
的命运也经过了跌宕起伏。唐高宗麟
德二年（665 年）开始建造崇福寺，规模

为三进院，建有金刚殿、千佛殿、大雄宝
殿。到辽代，就把寺院改成了林牙太师
的官署。这林牙是当时的“官二代”，占
据此地办公长达 29 年。据传，期间院内
灵光乍现，不得平静。怪异现象让官员
们提心吊胆，搬迁了官署，让崇福寺恢
复了佛寺功能。

到金代皇统三年（1143 年）完颜亶
为亡子超度，令顺义军节度使安远大将
军翟昭度扩建崇福寺，新建弥陀殿、观音
殿。这样，寺院就由三进院变成了五进
院。完颜亶虽是佛教徒，但滥杀无辜。及
至后来精神错乱，日渐暴虐。后来堂弟完
颜亮将其杀害，篡夺了王位。此时，崇福
寺的扩建工程还没有完成。呜呼！在权
利面前，宗亲血脉不值一提。金天德二年

（1150年）完颜亮赐匾“崇福禅寺”。
元末明初，寺院再次被占，在刀光剑

影中成为军用粮仓。直到明洪武十年
（1377 年），才恢复并新建了一批殿堂如
文 殊 堂、地藏堂。再到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主修完工，并将屯粮清空。同
时又做局部修缮，被损建筑得以复原。清
代和民国时期，都对古老的崇福寺做过不
同程度的修葺。过去，佛塑腹部都藏有佛
家珍宝，不知何时被何人掏空盗走。

千年寺院，与民族共荣辱。真正得
到全面保护并不断提升崇福寺历史文
化价值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88 年，
崇福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特别是近年来，古寺迎来了
展现风姿的黄金时期。朔城区要借这
次《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以三福理念
推进崇福寺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延
伸。通过崇福、祈福、送福的活动打造
新时代的福文化。

身临古寺，尽览历史文化瑰宝。我
为家乡的历史巨作惊叹，我为家乡的现
实放歌，我为家乡的未来祈福。

（作者为山西省报业协会原副主席、
《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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