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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盛讚錦綉太原城
日前，為期一周的 「第八屆著名作家看山西」 活動在太原落下帷幕。期間，由

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國作協原副主席廖奔，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周大
新，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徐劍等11位全國知名作家組成
的採風團，深入太原市晉祠、天龍山、太山、汾河景區、晉商博物院等景點景區

或博物院（館）進行考察，深入了解太原的悠久歷史、璀璨文化，飽覽錦綉太原
城的壯美風光與如畫美景。作家們紛紛表示，太原的人文歷史真的太厚重了，城
市建設真的太漂亮了，接下來，將不惜筆墨，用心用情大力讚頌太原，讚頌這座
古老的歷史文化名城。 林宇 楊亮

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國作協原副主席廖奔
我以前來過太原很多次，但這次來，一下

車，就眼前一亮。沒想到太原的變化這麽大，
變化太迅疾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首先，太原的城市建設做得非常好，讓人感
覺突然就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城市。尤其是鐘樓
街，建設得非常漂亮、大氣。那天去鐘樓街，
熙熙攘攘的人群，可把我們擠壞了，這也充分
說明太原市民對這條古街的熱愛。太原真是一
座充滿現代化、適宜老百姓居住的美麗城市。

其次，就是太原的生態環境變得太好了，綠
植的覆蓋面及質量迅速提高。尤其是汾河的兩
岸，很漂亮，很讓人震驚。還有天龍山、太
山、蒙山、玉泉山等。在山上，我一直在感

嘆：沒想到，山上的植被竟然這麽茂密，這麽
蔥綠，覆蓋率這麽大，完全把山體覆蓋了，鬱
鬱蔥蔥、層林盡染，感覺像是到了南方城市。

再者，沒想到太原有這麽多的文化古蹟，給
我很大的感觸。歷來都說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山西山高土厚、民風淳樸，體現在對文物的繼
承、保護和敬畏等方面，老百姓有着很強的保
護文物的內在驅動力，着實讓人感動。尤其是
傅山祖父所修的雙塔，保存完好。原來，我以
為這兩座塔不大，誰知到了跟前，才發現塔的
體量如此之大，非常宏偉、高大、巍峨。我去
過全國很多地方，見過很多塔，但像雙塔寺裏
這麽大的塔，確實不多見。

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周大新
這次來太原採風，印象有三點：一是太原的

歷史文化遺存豐富，先人留下的文化資本很雄
厚。以前，只遊覽過晉祠。這次採風，看了晉
祠，又看了天龍山石窟、太山舍利塔地宮、蒙
山大佛、雙塔公園永祚寺，才發現太原原來有
這麽多的歷史文化遺存，而且文物保護工作也
做得非常到位。如果讓這些文化遺存活起來，
讓這種文化資本升值，那對於太原未來的發展
會很有意義。

二是太原的自然景色優美，自然環境保護
成績顯著。過去來太原，汾河水是髒的，兩
邊的山坡也滿目瘡痍，這次來，山是綠的，
水是清的，天是藍的，很為太原變得秀美而
高興。

三是太原的城區建設有美學追求，整個城市

顯得年輕而富有朝氣。汾河風景帶的鋪展很藝
術，雙塔公園的設計很有匠心，鐘樓步行街區
的店景安排很獨特，使太原這座北方城市有了
夜生活，文化核心區的大劇院、圖書館、博物
館和美術館的建築都很有特色，這些都讓太原
這座古城有了南方城市的那股朝氣，顯得很年
輕。

此外有兩點建議，其一，天龍山網紅橋，遊
客時常冒着風險在這裏觀景、拍照，應該建一
些觀景台，讓車能停下來，讓遊客盡情地遊
玩，盡情地享受天龍山的美景；其二，太原還
是一個避暑的好地方，在避暑勝地天龍山，應
該將天龍山遭遇劫難和佛首回歸的故事編成一
部舞台劇或話劇，供避暑的遊客觀賞。這個故
事真的是太精彩了。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徐劍
來過山西很多次，這次來，特別感動，我突然

找到了一種江南的感覺，太原的變化真的太大了，
汾河真的太美了。可以這樣說，太原城的變化，就
是隨着汾河的變化而變化的。一個汾河公園把太原
城作為北方大城市的格局顯露出來，這種變化是特
別驚人的。

很小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汾河水給我留下
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清清的汾河水，兩岸全是
柳樹。我特別羨慕山西，尤其是郭蘭英唱的那
首 「一條大河波浪寬」，她把山西的那種韻味，
在一條大河裏，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此外，太原的旅遊資源非常好，稟賦天成，沒
想到在太原，能欣賞到這麽多美好的東西。

在山西博物院，從文物就能看出山西的文明和
歷史悠遠流長。沒想到在夏朝，在商代，山西竟
然會生產出那麼多精緻的工藝品，可謂是鬼斧神
工，讓人很驚訝。人們常說，五千年文明看山
西，看了這裏的文物後，的確感覺此言不虛。而

且從這些文物能夠看出，山西的文明一直沒有斷
代，山西歷史的厚重也如同太行山一樣高偉。

看了太山，很詫異，沒想到一座小小的山頭，
竟然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裏的環境也非
常好，來到太山，可以找到一種溫暖，一種安
寧，找到更多精神的慰藉。

天龍山石窟，讓人看得非常激動。觀音堂，能
近距離地看着文物。在晉祠，能看到北宋的影
子。

文化如同涓涓細流，在和文物接觸的過程中，
會體味和感受到一種山西老百姓對這種傳統文化
的尊重。我覺得在山西的這幾天，收獲特別多，
這種歷史的豐厚和人文的豐厚，或者說民俗的豐
厚，就像汾河水一樣撲面而來，像大河之水一樣
撲過來。

誰最古老？山西最古老！誰的文明最長？山西
的文明最長！誰的歷史最厚重？山西的歷史最厚
重！

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天津市作協副主席龍一
我本人非常喜歡來山西，因為山西是一個

歷史文化極為豐厚的省份。我們在研究華夏
文明的時候，山西是個非常重要的節點。山
西這地方，值得反覆品味，反覆旅遊。

這一次來太原，收獲特別大，原因是，從
太原的美景和文化當中汲取到了很多營養，
感受也非常多。

汾河公園，看了真的讓人很羨慕，羨慕太
原人民有福氣。真希望在太原多住些日子，
每天到汾河公園裏走一走，散散步，感受一
下太原的美好、太原的清涼。

玉泉山，在修復生態過程中，走出了一條
新路，意義非常重大，印象非常深刻，讓人
看到了政府改善生態環境的決心，看到了太
原這座城市的發展潛力。

晉祠的大殿，有兩個立匾，聖母殿那三個
字，是柳公權柳體。自清代以後，用柳體寫
匾，就非常少，所以說，這個匾，應該是早
於清代。還有一個匾，顏底柳面，根基是顏
體，表達的是柳體。

其實在太原，隨處可見很多壯觀的書法
作 品 ， 尤 其 是 傅 山 的 書 法 。 按 現 在 的 說
法，他是書法界的一個網紅。他本身的故
事非常多，書法風格多變。當然了，不管
是匾額、崖刻，還是名人的書法，都應該
收集起來出版一本樣本，供書法愛好者學
習。

太原真的太好了，到太原，如果不逛博物
館，太遺憾了；如果不去晉祠，太遺憾了；
如果不喝太原的 「頭腦」，太遺憾了。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原副會長、山西省作
協原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趙瑜

我是老山西人，對太原的這些景區景點以及
文物等，可以說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不過，通
過這次採風活動，也促使我進行一些集中的思
考。

我們山西，過去長期以來是能源重化工基
地，山西地面上大量的文物，大量的閃光旅遊
點，曾經被人們忽略了。說真的，山西的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非常多，也非常璀璨。我們
應該把山西的文物戰略轉向全國，吸引更多的
遊客前來山西。

就拿壁畫來說吧，山西是一個壁畫大省，也
曾多次向外宣傳過，如去過北京、去過上海，
有的博物院也搞過臨時的壁畫展覽，但效果都
不甚理想。

這次採風，看了一家私人壁畫博物館。這家

壁畫博物館的創辦者，非常有遠見，用現代科
技手段複製了美好的壁畫圖片，把壁上丹青集
中於一樓，這樣大家就可以長時間地停留、欣
賞，讓搞美術的人，也可以慢慢地觀摩，甚至
看上整整一天，而且比實物看得更加清晰，看
得更加美好。

雙塔寺是太原的地標，很多人沒有到過跟
前，也沒有進過寺裏面，這裏的文物遺存真的
非常好。

以前，我去過全國很多地方，也給朋友講述
山西的文化、山西的文物，很多人並沒有立體
的概念，沒有真正見過。這次採風，作家們都
感到很震撼，這些都會滲透到筆觸裏，滲透到
文章裏，處處體現山西古老文化的璀璨和光
輝。

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浙江省作協
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陸春祥

我覺得太原的文旅，是有大手筆的，比如說
汾河兩岸的綜合治理，將山西豐厚的傳統歷史
文化與現代建築的設計理念，巧妙地融入到風
景中，景色與人文和諧統一。

文旅其實是一種文化的綜合反映，它不僅僅
是對景點景區的改造，更多的是對文化的內涵
進行引導和開發，讓廣大的民眾，從景點景區
的體驗與感受中，得到那種民族的自豪感，以
及由此生發出來的自我內在的驅動力，激發起
大家熱愛自己的家鄉，並吸引更多的外地人來
旅遊。

山西是一個歷史文化積澱非常深厚的地方。
比如在晉商博物院，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晉商
在五百年來為自身的目標進行奮鬥，繼而在全
國、在世界各地打響其品牌，這是一種精神價

值的追求。其實，晉商的奮鬥史，也是我們中
華民族奮鬥史的重要一部分。晉商的經營方法
和理念，的確有獨到之處，這對現代及後世也
依然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晉商精神，不僅僅屬
於山西，也屬於全國，永遠不會過時。看了晉
商票號對銀票的保密方法，作家們都很感興
趣，大家都在詳細地問詢銀票保密的每個環
節，可見，一個細節，就足可以體現晉商的智
慧，這種智慧，是他們成功的保障，唯有將每
個細節都扎實做好，才能贏得長久。

太原是一個非常美麗宜居的城市，美食也饞
人。有一天早餐，我吃了一碗刀削麵，太好吃
了。中餐時，又吃了兩碗，對一個平時不怎麼
吃麵的南方人來說，我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可思
議。

河北省作協副主席、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劉建東

我對太原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因為我是河
北人，從小在邯鄲長大。大家都知道，歷史
上，邯鄲是趙國的都城。其實，趙國最早的
都城是在晉陽，也就是現在的太原，後來才
遷到邯鄲的。這次來太原，我分明感覺到，
趙國從這裏開始，越過巍巍太行，到達邯鄲
的過程，就是文明不斷遷徙的過程。邯鄲和
太原，有某種割捨不斷的血脈的聯繫，歷史
的聯繫，文化的聯繫，文明的聯繫，所以，
每一次來太原，這種聯想的感受就更深一
些。

這一次來太原之後，在山西博物院、晉商博
物院、晉祠參觀，這些精美的青銅器、陶器，
散發着歷史魅力的古建築，見證着歷史和文明

的足跡，深深震撼着我，讓我感受到太原的歷
史根脈深厚，歷史悠久，讓我重新認識太原、
解讀太原。

歷史和文化其實是一個地域、一個城市的靈
魂，有了這樣的靈魂，有了這種根脈深厚的歷
史和文化，不管經歷多久，它始終就在這裏，
始終會煥發出應有的光芒，把歷史照亮，也照
亮着現實。

除了歷史，現在的太原更令人難忘。在汾河
公園，在步行街，歷史的遺蹟仍然存在，但他
們以另外一種方式，以一種更加親切的面孔，
以一種可以感受到的人間煙火和蓬勃的力量，
與現實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相得益彰，激發
了對城市未來的想像。

山西省作協主席、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李駿虎

太原不太遠，朋友常相見。通過這幾天的採
風，作家朋友們也都看到了，太原不僅有悠久
的歷史文化，生態環境也非常好。

太原的歷史文化遺存很多，比如晉祠、天龍
山石窟等等。生態環境方面，經過全面治理，
汾河已經恢復清瑩瑩的水、藍瑩瑩的天，生態
文明建設非常顯著。可以說，近幾年沒來過山
西的人，如果再來山西，再到太原，都會感到
驚訝，以為他們走進了一座花園城市。

太原的地鐵，可以說是全國最有特色的，每
一個地鐵站，都很有風格，有的比較現代化，
有的則修成了古建，而且幾乎每個地鐵站，都
有一個街心花園。

太原的區位優勢明顯，交通條件非常便利，

通往全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成
都等，都有高鐵直達。太原武宿機場，3號航
站樓也正在建設當中。

此外，太原還是一個非常宜居、康養的城
市，不管暑天有多熱，由於溫差大，所以一到
晚上就很涼快。希望全國各地的遊客朋友都能
來太原避暑，這就相當於到一座大的花園裏來
避暑。

相信通過這幾天的採風，作家朋友們都會
對山西、對太原有一個全新的了解。也相信
在他們的筆下，能夠寫出很多名篇佳作，並
通過作品的影響力，把山西的歷史文化遺存
能夠更加活化起來，推動太原的文旅融合高
質量發展。

中國作協社會聯絡部主任、
文學博士、散文家李曉東

我應該算是老太原人了。31年前，我從老家長治來到山西大
學讀書，在太原生活、學習了四年。後來參加工作去了外

地之後，雖然也經常回來，但每一次回來，都感覺太原的
變化是日新月異。特別是近幾年，太原的道路和中環線

修通之後，整個環境都建設得非常好。
原來我們在山西大學讀書的時候，周圍很多地方

還比較荒涼。如今，山西大學附近，已成為太原城
新的時尚中心。太原的建設和發展，和我們這個新
時代是非常合拍的，也顯示出我們山西這幾年來，
搶抓機遇，把我們的發展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太原的生態環境很好，公園很多，迎澤公園、碑
林公園，還有汾河公園，在太原，廣大市民都生活
得非常愉悅，我作為山西的一個遊子，感到非常榮

幸和驕傲。
這次採風，看了麵食表演。雖然，我不是第一次看麵

食表演，但同行的很多老師們，看了麵食表演，一個是讚
嘆，再一個是，這確實也是一種傳統文化的傳承。民以食為

天，這種傳統文化在飲食上的體現，可能更加能打動每一個人的
內心。

人們常說，故鄉在胃裏，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從麵食裏找到心靈的
皈依。

真誠地希望全國的文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歡迎大家到山西來，到太
原來。

百萬暢銷書青年作家任詩元
我出生在太原，從小在汾河邊長大，對太原的印象，基本上停留在童年時

的一些碎片化記憶當中。這次回到太原，內心非常激動，感覺太原
的變化非常大，整個城市發展也很快。

太原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太
原古縣城，自古以來就被譽為 「鳳凰城」，在這種高牆

老院的環境當中，好像穿越到了幾百年前，有種身臨其
境的感覺。

太原對文物古蹟的保護力度非常大，太山上的燈光
展，把文物與現代科技手段進行了融合，把躺在博物
館裏的文物，還有展館裏的一些展品，更加生動、活
潑地展示出來，向人們講述着它們的前世今生。這
些文物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貴的，因為每一件文物
背後都有一段歷史，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此外，我對汾河的印象也比較深，因為從小在汾
河邊長大。在汾河公園，我感覺好像走進了一幅畫

卷當中，飛鳥掠過，水面非常漂亮，非常美麗，汾河
的生態環境有一個很大的提升，是惠民工程。
通過這次實地採風活動，對太原有了一個更深層次的了

解，同時對我的創作來說，影響也非常大，因為我們主要做的
是大中華尋寶記IP，這是一本寓教於樂的科普漫畫書。目前，我們

正在創作《山西尋寶記》，我會把採風過程中所看到聽到想到悟到的一
些內容加進去，以便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我們山西的歷史、地理、人文、風俗，
還有一些獨特的民俗。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太原人，看見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倍感自豪，倍
感驕傲。

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
甘肅省文聯副主席馬步升

我覺得對任何一個地方的認識，必須是建立在時間的
長度和空間的寬度之上，這樣的話，認識會比較準

確、到位一點。我對太原的認識，始於31年前。
第一次來太原，是1992年深秋。後來因為寫走

西口的文章，也來過太原幾次。這次來，感覺整
個城市的建設和布局等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
的變化，讓人看出了一個發展中的太原、全新的
太原。

太原的晉祠，歷史悠久，文化傳承有序，
文物保護得也比較好，經過這麽多年的整理、
修復、調整，我覺得比我第一次來氣派多了，
布局各方面都更合理，把文化含量展示得更充

分、更科學一些。整個晉祠給人一種莊嚴、輝煌
的感覺。
天龍山，我是第一次來，前幾年就看到過天龍山佛

首回歸的消息。如今，第一次來到現場，看到了真實的佛
首，感覺還是很不一樣。另外，天龍山的自然環境也保護得非

常好，漫山遍野鬱鬱蔥蔥、黛色如屏。
太原的生態環境真的很不錯，而環境優良的程度，其實就是文明的

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