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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记
上联：和风开局四海春归双龙舞
征集下联:

细雨润物九州福至百鸟鸣
——任义

时雨浥尘九州柳绿万马腾
——韩众卫

喜气入户九天福降万马腾
——杨远雄

金蛇献瑞木兰花开平城香
——李强

瑞雪启新九州福至万象新
——郝雨

瑞雪收官九州梦圆百凤鸣
——李文芳

细雨赐绿九州福到百姓歌
——魏军

新政惠民九州欢歌万事兴
——李强

下联：
九龙腾飞百鸟朝凤蛇年大同大不同
征集上联：

两河奔涌万流归源虬岁小异小无异
——任义

恒岳含翠桑干笼烟故土岁稔岁常稔
——韩众卫

三阳开泰千祥集瑞新岁众安众皆安
——郝雨

万象更始千山映霞凤邑古建古重建
——杨远雄

四海升平万民齐心新春红火红似火
——李文芳

自拟联

气势恢宏涵魏辽金帝王气
文华厚重育儒释道大家风

融六教城高路广平城气势
汇双河宇阔天空北魏风华

一轴如图 源远流长天际去
双城似翼 山高海阔日边来

画栋飞檐 孕百代荣华气度
流觞曲水 传千年雅韵风情

和阳浴彩朝迎紫气千家暖
御水披霞夕照红光万户春

龙腾八万里 欢辞旧岁欣盛世
蛇舞九重天 喜接新春盼大同

——任义

金龙抬头大同大文旅天帮地助
银蛇出洞平城好生意川流云集

龙腾盛世世界大同雄风在
蛇形天下云中古城瑞气生

金龙回朝繁星点点天洒金
银蛇出宫瑞雪纷纷地生银

自信大同云冈飞歌笔走龙蛇描绘
千秋画

文化云中雁塔凝烟山重水复吟诵
万卷诗

天外银河烟波宛转蓝天铺开千秋
画

云中翠幄香雨霏微碧水弹奏万古
琴

开门迎晓日财源广进
推窗纳春风吉庆有余

——张素明

木兰壮志耀大同千秋世
云冈奇姿映华夏万代情

木兰忠孝风拂大同新貌
古都仁德辉耀华夏锦程

木兰风劲扬勋业
大同新途启瑞光

——郝雨

天下大同 木兰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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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歌舞剧院

五岳一词，最早见于 《周礼·春
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职，以血祭
祭 社 稷 、 五 祀 、 五 岳 ， 以 貍 沈 （埋
沉） 祭山林川泽。”《礼记·王制》 规
定：“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
三公，四渎视诸侯。”公元前 219 年，
秦始皇封禅泰山，五岳地位由国家意
志正式确立，逐渐成为华夏民族共同
的意识形态。汉唐皆祀北岳于河北，
即今河北唐县、阜平、涞源三县交界
处的大茂山。后晋天福元年 （936），
石敬瑭即皇帝位，割让燕云十六州于
契 丹 ， 后 晋 与 契 丹 以 大 茂 山 分 脊 为
界。北岳庙由今阜平县台峪乡千亩台
迁至今曲阳县城内，距大茂山一百四
十余里。山与庙的分离，造成古北岳
的地位与影响有所下降。北宋淳化元
年 （990）， 北 岳 庙 被 契 丹 焚 毁 。 次
年，宋太宗下诏重修北岳庙。金朝大
定年间，朝臣提出移祀建议，被太常
卿范拱驳回。

金元之间，全真教在北方的影响
不 断 扩 大 ， 今 北 岳 的 地 位 亦 不 断 上

升。据王鹗 《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
记》 记 载 ， 元 太 祖 十 五 年 （1220），
真 常 子 刘 道 宁 在 浑 源 长 高 定 的 邀 请
下，先后主持龙泉、金泉、玄元等道
观。元太祖十八年 （1223） 秋天，刘
道宁执弟子礼觐见丘处机，为丘处机
看重，任西京道宫长十余年。丘处机
死后，刘道宁与尹志平关系交好。元
太宗八年 （1236），尹志平谒全真教祖
庭 后 ， 与 刘 道 宁 相 会 于 “ 古 恒 岳 之
阳”。刘道宁一生几乎全部在大同范围
内活动，古恒岳为今北岳恒山无疑。

金元之间，高道大德逝后，多葬
于 今 北 岳 南 麓 仙 人 坟 ， 石 刻 遗 存 甚
多。如元至正三年 （1343），冲虚妙
道玄德真人衡公的墓碑，他去世前的
职务是西京路都道録，碑阴刻有本宗
道众 28 人，可见道教在今北岳发展之
盛。另外，浙西道宣慰使浑源人孙公
亮曾聘请全真教道士虚白处士赵素，
教授他的儿子孙拱和孙擏，亦可见全
真教在浑源的活动与影响。全真教在
浑源的繁荣发展，有效地提升了今北

岳的地位。乃至像王鹗这样的文人学
士，已开始认同浑源州的恒山为古恒
岳。

明朝立国之后，鉴于宋朝不能收
复 燕 云 十 六 州 ， 疆 境 日 蹙 ， 无 险 可
守 ， 竟 致 亡 国 的 局 面 ， 分 封 诸 子 为
王 ， 屯 重 兵 镇 守 各 州 ， 逐 渐 形 成 辽
东 、 宣 府 、 大 同 、 延 绥 、 宁 夏 、 甘
肃、蓟州、太原、固原等九边重镇的
防御体系。大同成为北京的门户，恒
山成为国家的屏藩。有明一朝，经过
明朝军事力量与浑源地方官员的不断
推动，至弘治年间，今北岳已得到朝
廷的认可。弘治六年 （1493） 七月，
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将北岳祭祀由河
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被礼部尚书倪
岳驳回。弘治十五年 （1502）、嘉靖
二 十 五 年 （1546）、 万 历 十 四 年

（1586），吏部尚书马文升、户科给事
中陈棐、大同巡抚胡来贡分别提出移
祀请求，马、陈、胡诸人，皆认为浑
源于四岳为正北。恒山当北方玄武七
宿，象应昴毕，雄镇北维。国家建都

于燕，曲阳在北京之南，浑源在北京
之北，故应移祀北岳于山西浑源，诸
人的建议为清代北岳移祀奠定了理论
基础。

清朝入主中原后，仍于曲阳祭祀
北 岳 。 顺 治 十 七 年 （1660） 二 月 初
四，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条奏，请移
祀北岳于浑源州。六月初三，粘本盛
再次条奏，题为 《申请恒岳祀典以祈
雨泽事》，奏中称得到 《恒岳志》 三
册，书中备载山灵胜迹，历代帝王祀
典 ， 于 马 匹 繁 育 、 风 雨 以 时 尤 为 灵
验。七月十四日，礼部尚书王崇简等
议得：“恒岳之祀，宜在浑源。”十一
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顺治十八年

（1661） 闰七月，康熙皇帝御极，遣
工部右侍郎李呈祥致祭于北岳恒山之
神。至此，从金大定年间就有纷争的
北 岳 ， 历 时 近 五 百 年 ， 终 于 尘 埃 落
定。其后，凡皇帝登基、太后圣诞、
先 帝 配 享 圜 丘 、 战 事 胜 利 等 国 家 大
事，都会派使臣至浑源祭祀北岳，以
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江山永固。

北 岳 移 祀
李向奎

蛇行天下清平乐，春暖人间蝶恋
花。大同市旗袍协会《蛇跻新程 共
铸辉煌》2024 年终盛典日前在大同宾
馆贵宾楼举办，20 多支旗袍队载歌载
舞，走秀表演，以别具一格的形式迎接
新年到来。

大同市旗袍协会成立于 2016 年 1
月，她们追求美、展现美、传递美，弘扬
旗袍文化，宣传古都大同，通过独特的
表演宣传大同美城、美景、美食，成为
活跃在古都的一道亮丽风景。多年
来，她们不求回报、无私奉献，助力山
西旅游发展大会，助力大同云冈文化
旅游季，助力古都灯会，多次慰问公安
干警，慰问光荣院老干部、老红军，慰
问养老院老人们，为他们送去文化、送
去快乐、送去温暖。

几点梅花迎淑气，数声莺语聚太
和 。 年 终 盛 典 活 动 中 ，20 多 支 队 伍
300 多位旗袍佳丽同台竞逐，如花绽
放，给人们带来一场美的盛宴、美的
享受。演出在开场舞《再唱山歌给党
听》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帷幕。费小蓉
模特艺术团旗袍秀《中国旗袍》雍容
华贵；同煤艺术团的双人舞《梁祝》出
神入化；市文化馆歌舞艺术团的汉服
秀《盛世国粹·梨花丽影》精彩逼人；金
色水岸龙园艺术团歌伴舞《花开中国》
唯美大气；靓丽艺术团剪纸模特展示

《盛世中国》别具一格。莺飞红杏曲，
燕剪绿杨春。舞蹈《红满天》、京剧《红
梅赞》、女声独唱《天籁传奇》、三重唱

《唱得幸福落满坡》等，也都给人留下
难忘印象。

几点梅花迎淑气 数声莺语聚太和
——大同市旗袍协会《蛇跻新程 共铸辉煌》年终盛典印象

本报记者 冯桢

微短剧是时下非常活跃的文艺形
式，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
与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发展等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微短剧已成为
文旅宣传的有效手段。去年，大同市出
台了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今年又推出了大同市支持网络微短
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近日，
一些本土作品也获得扶持奖励，成为业
内热门话题。大同市京汣文化创意传
播中心参与创作的 3 个影视项目名列
其中，目前该团队以新的姿态，潜心策
划新作品，致力于既有项目的推进。围
绕上述话题，记者与大同市电视艺术家
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京汣文化”艺术
总监段增发进行了访谈交流。

记者：微短剧应运而生，现在的态
势如火如荼，应该是有群体基础的。

段增发：短短几年内，微短剧迅速
崛起，一大原因就是它能够契合现代人
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观众可以
便利、快速、轻松获得娱乐和信息，或受
到教益。因为人们普遍欢迎，自然也成
为了互联网平台争夺流量的利器。

记者：微短剧属于文化产品，单纯
的流量追逐，恐怕不能确保微短剧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

段增发：微短剧不是简单的娱乐工
具，应该成为传递社会正能量、展现人
性光辉、弘扬主流价值的载体。多年
来，“京汣文化”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探
索。

去年以来，我市出台了促进影视产
业、支持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措
施，真正将其付诸于实践；市文旅局发
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指导
影视文化传媒以微短剧这一形式打造

“影视+文旅”新模式，选题要立足大同
美景美食、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讲述大
同故事，方向和目标一明确，类似“京汣
文化”这样的团队就下功夫耕耘了。“京
汣文化”把以前做的比较长的《杏花》等
电影，剪辑成短视频发布于抖音“民间
视听”，测看网上观众风评；与大同市延

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主办了“千年古都百
年影像暨《向延安》影像展”，现场听取
各方意见和建议，这对摄制微短剧更有
信心了。

记者：在民间微短剧团队发展的过
程中，题材、资金、平台、创作等都是需
要冲破的重要关卡。一些团队能走到
今天，其中的客观条件和主观经验值得
深究。

段增发：大同作为北魏古都，同时
也是人文之都，千年历史为后人留下无
数闪光的珍宝。题材首先不缺，市文旅
局也给规划了；平台，小的本市也有，大
平台门槛也降低了。而且，大同现在软
件硬件都具备，有许多历史文化遗址都
是现成的外景地。依我的经验，以及前
不久参与全市党员干部教育片、大同大
学“这就是大同”学生短视频评审了解
到的情况，本地人做一部微短剧，花不
了多少钱，只要能拍出一部精品，资金、
奖金扶持会跟着来。全市上下，同心同
力，大同的微短剧能够成为新质生产
力。从旅游的火爆能看出大同也有望
领跑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记者：微短剧剧本创作方面，有没
有捷径？

段增发：我也正在学习剧本结构与
技巧，以及智能 AI。但在内容取向上
有两点感悟，觉得可以和大家交流。

一是要“接地气、冒热气”，力求折
射社会群体情感。现在，有部分青年走
上社会后，或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或
为钱冷酷地拼杀在商场上，要不就是为

“面子”而苦心经营……积极向上的理
想，肝胆相照的情谊，高山流水的相知，
真情实意的感恩，路见不平的援手，对
于他们几乎全成了传说中的故事。而
这些，又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不可
或缺的。“京汣文化”团队正在创作的探
索性微短剧《感恩之旅》，讲述一个命运
多舛的女子，苦难童年时沐浴村里乡亲
们的温暖，她将恩情一直铭记于心。乡
村振兴工作开始后，她主动提出要求，
被 选 派 到 一 个 偏 僻 村 庄 担 任 第 一 书

记。凭借自己的知识、激情和努力，她
为乡村不断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然
而，她也面临着重重压力，像绳索一样
试图捆绑住她，但最终她选择了为自己
的理想和村庄的未来而奋斗……剧情
故事不仅展示了乡村生活的艰辛与希
望，也反映了“90后”个人成长与选择的
特点以及对未来社会责任的承诺。

在一部微短剧中，创作者要表达自
我，张扬个性，同时又要蕴含对于社会、
文化、人性、时代等的深刻思考，传递、
代表某一个群体的情感和价值观，从这
个 角 度 讲 ，其“ 微 ”中 要 更 多 地 凝 结

“重”，重情、重义、重品质、重责任、重理
想、重家国、重历史文化、重人性光芒。

要追忆与弘 扬 古 都 历 史 文 化 ，与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 去 年 以 来 ，“ 京 汣 文
化 ”在 多 个 题 材 领 域 开 拓 、耕 作 、探
索 ，拍 摄 6 集 古 装 微 短 剧 作 品《砥 柱
人间》，与全省电视媒体同台竞技，成
为 2023 年“ 山 西 广 播 影 视 奖·山 西 网
络 视 听 节 目 奖 ”8 个 优 秀 网 络 视 听 节
目之一。

明年，结合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
这 一 重 大 节 点 和 对 延 安 精 神 的 深 入
研 究 ，“ 京 汣 文 化 ”计 划 推 进“ 跟 着 红

色 足 印 去 旅 行 ”《延 安 淬 火 雁 同 亮
剑》系 列微短剧的摄制，推进《抗战时
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升华》系
列微电影的摄制，做一些传得开、留得
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我 们 觉 得 ，就 大 同 微 短 剧 团 队
目 前 的 表 现 ，可 以 看 出 他 们 的 努 力
和 追 求 ，可 以 看 到 他 们 所 拥 有 的 光
明 的 未 来 。 即 使 由 于 资 金 、设 备 、演
员 等 各 种 客 观 条 件 的 限 制 ，作 品 质
量 还 有 较 大 的 提 升 空 间 ，相 信 在 各
界支持下，不断成长的大同微短剧会
用更多优质的作品回馈家乡、回馈大
众 ，并 在 反 映 地 方 文 化 生 活 、促 进 大
同文旅业态、呼唤社会正能量等方面
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以其“微”力，构筑
文化“宏”图。

以微短剧之“微”力 构筑文化“宏”图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感恩之旅感恩之旅》》筹备剧组在平城区忘忧谷选择外景筹备剧组在平城区忘忧谷选择外景
地并体验生活地并体验生活。。

12 月 29 日，由大同市作家协会、
大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贺峰饮
食文化著述研讨会在聆海书店“聆海
沙龙”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大同市作
家协会主席侯建臣主持，与会嘉宾由
大同市文学艺术界代麦和餐饮界资深
代表组成。

主讲贺峰，内蒙古察右中旗人，
久居大同。喜欢美食、美文与艺术，早
年有艺名“快刀贺”盛传于国内饮食
业 ，别 署 有 半 坛 儿 、虎 人 、玩 味 洞 丁
等。他现为山西省饭店业商会饮食文

化促进会智库专家、大同市作家协会
会员、大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
事、大同市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编
著和主编有《新编盘头雕饰技法与应
用》《食品雕刻与实用造型——贺峰食
品造型艺术》《大同百厨》《百味江湖》

《美食大同》《乌兰察布饮食文化事典》
等多部著作。

研讨会上，贺峰就其相关著述进
行深入浅出的介绍。与会嘉宾就贺峰
饮食文化类著述的现实作用和意义纷
纷作了发言。

多彩文字 百味人生
——贺峰饮食文化著述研讨会小记

本报记者 肖风

本报讯（记者 李炯）12 月 29 日，大
同北岳老子书院 2024 年度总结表彰会
举行。

会上，北岳老子书院表彰了 2024
年度先进工作者和突出贡献者，并颁发
了获奖证书。

大同北岳老子书院是由大同道学
研究者郭世贤发起的社会公益性法人
组织。2015 年，书院入驻浑源县恒山
岳门湾景区，经过近十年的创建和发
展，现已成为一家在全国道学研究领域
小有名气的书院。目前，书院有成员
330多名。

据悉，自成立以来，书院通过每年
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年会以及日
常的各种活动，在学习、研究、弘扬传统
文化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绩。今后，该书
院还将深入学习研究老子道学思想，并
组建道学讲师队伍，建立道学讲堂，为
发展大同文化作出贡献。

大同北岳老子书院年度总结表彰会举行

剪纸模特展示剪纸模特展示《《盛世中国盛世中国》》别具一格别具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