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韵千秋

从华北平原向西越过太行山，地势陡然抬高，进入一个群山连绵的世界。 在吕梁、太行两

山相拥的一段“几”字形山脉间，古城太原，静立数千年。

战国名城、北朝霸府、大唐北都、中原北门、九边重镇、晋商之都……一个个气势宏伟的称

谓背后，凝结着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顽强不屈、创新求变、开放包容的精神。 秉承 2500

余年历史文化，山西太原正谱写新时代的锦绣篇章，城市文脉流淌不息，城市故事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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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铁脊绘锦绣

———解码“晋阳名城”太原的文化自信样本

并州铁脊立千秋

太原古称晋阳、并州。 晋阳古城遗

址的层层砖石间，镌刻着千年风云。

太原西南晋祠镇一带，晋阳古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加快建设。经过持

续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尘封地下

千余年的晋阳古城逐渐显露真容。

公元 979 年， 宋太宗赵光义领兵

攻灭北汉。晋阳城破后又遭火焚水灌，

一代名城毁于一旦。

“并州自古近胡地，牛酒常行十万

兵。 ”因地处北方民族南下中原要冲，

且山河险固、易守难攻，太原自古就是

北方战略要地和军事重镇，被称为“四

战之地、攻守之场”。

绝境坚守、浴火重生，曾在这片土

地屡屡上演。

唐朝安史之乱时，10 万叛军围困

太原。李光弼率军不足万人，英勇守城

月余，终以少胜多，歼敌 7 万，创造了

“太原之战”的传奇。

如今，行走在城市的历史遗迹中，

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品格的力量。

在晋祠智伯渠， 可以聆听智伯水

淹晋阳时城中“悬釜而炊”、宁死不降

的悲壮历史；在晋源区赤桥村，可以追

忆豫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矢志刺

赵的动人故事；在碑林公园，可以感受

名士傅山“宁丑毋媚”的笔锋和“介然

如石”的气节。

这份品格，融入城市文脉深处，更

体现在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中。

有着“山光凝翠、川容如画”之誉

的太原，一度因产业畸重、生态破坏而

山水失色。

2020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太

原考察期间要求，坚持治山、治水、治

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再现“锦

绣太原城”的盛景。

初夏时节， 城西玉泉山， 草木葱

茏，山花竞放。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刮风扬

黑灰，下雨流污水”的垃圾场、废矿山。

在太原创新绿化投入机制的引导下，

民营企业家张俊平承包了这片荒山，

带领工人们扎根造绿 10 余年，把这里

变成了游人纷至的森林公园。

“石头山种树难，这里的每个山坡都

至少栽过 4 遍树，多的栽了 7 遍。种一次

不活，就换树种、换办法再种。 ”张俊平

说，在每本笔记本的扉页上，他都会写下

一句话：“经常在失败，永远不放弃。 ”

这是张俊平的座右铭， 也是玉泉

山巨变的密码。

怀揣顽强斗志，不畏艰难险阻，一场

场新时代环境保护攻坚战在这里打响。

面对大量荒山荒坡和受损山体 ，

太原加大绿化投入， 压实造林任务，

“啃”下一座座“秃山”“疤山”；针对汾

河水质较差的顽疾， 太原以久久为功

的执着，持续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

大力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 让“母亲

河”愈发清澈；为解决大气污染治理难

题，太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工

业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 一批重污染

企业关停、搬迁，焦化、钢铁企业全部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坚韧不拔，砥砺奋斗，如今太原交

上了一份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城

更美的发展答卷。

晋商之都焕新颜

“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

年。 ”晋商，以太原为枢纽，踏茶马古

道，创天下传奇。

明清时期，晋商重镇祁县、太谷、

榆次、徐沟等均属太原府，太原由此获

得“晋商之都”的美誉。 不甘困于地窄

人稠，这里的人们勇敢走出晋地，靠经

商谋生。

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结算之

先河；实行“股俸制”“顶身股”，实现对

人员的有效激励；推行“密押”“暗码”等

防伪措施，加强资金往来安全管理……

晋商研究相关专家认为， 敢于开

拓的气魄和经营管理制度的不断创

新，是晋商成功的关键，也是千百年来

镌刻在太原城市文化深处创新品格的

生动体现。

步入近现代， 作为资源型城市的

太原因煤而兴，也一度困于产业单一。

新时代以来， 太原秉承晋商之都创新

品格，开启城市转型发展新章。

煤焦油“摇身一变”成为针状焦、

碳纤维等高附加值碳基新材料；焦炉煤

气“变装”为工业高纯氢，每天能为近百

辆公交车提供动力；人工合成“沸石”将

本是危险源的瓦斯变成效益源， 为煤层

气高效利用提供全新解决方案……清

徐县精细化工循环产业园内， 构建起

现代煤化工全产业链新格局。

一座城市的禀赋， 常能在继往开

来中找到答案。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

水。 ”杜甫笔下的吟咏，证明太原的冶

铁工艺早在盛唐便声名远播。

如今， 走进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轧机隆隆作响，一

卷卷“手撕钢”成品整齐排列。

2020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西考察时来到这里， 拿起一片“手撕

钢”仔细察看，称赞“工艺确实好，就像

锡纸一样薄， 百炼钢做成了绕指柔”，

并勉励企业“再接再厉，在高端制造业

科技创新上不断勇攀高峰， 在支撑先

进制造业方面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太原用

实践诠释着：创新，是传承也是突破，

是基因更是未来。

从一座座生产车间的智能化改

造，到晋创谷、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

等“创新空间”的拔地而起，再到科技

大市场的加速构建， 太原正以破茧之

势焕发新姿。

内陆高地链全球

侍女衣裙上的粟特人装饰、波斯风

格的“菩萨像”图案、出自中西亚乃至地

中海地区的镶嵌宝石的金戒指……在

“新晋网红”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里，

可以看到诸多文明交融的印迹。

历史上，太原既是民族融合之地，

也是文明互动前沿。

“从北朝到盛唐，随着丝绸之路上

的中西文明交流日益繁荣， 太原成为

南北碰撞、东西汇通的重要舞台，从这

一时期的大量历史遗存， 可以一窥太

原开放气质的源流。 ”太原市文物局局

长刘玉伟说。

开放包容，正是这座城市贯穿古今

的魅力“密码”。 新时代，太原正加快打

造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太原到阿拉木图国际货运包机航

线开通、 设计年保障吞吐量 1.5 万吨

的太原机场国际航空货运物流基地启

用、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

程建设正酣……穿梭往来的国际航

班，加速建设的航空枢纽，地处内陆的

太原正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 用包

容的姿态联通全球。

澳大利亚人顾丽安已在太原工作

6 年。 刚来太原时，她听“太普”就像猜

谜语， 社区工作人员宋艳玲不仅当起

翻译， 还招呼居民们用英语与顾丽安

聊天。去年顾丽安左脚骨折，邻居们主

动帮她扫房间、取快递。“这里让我有

家的感觉，我想在这里一直住到老。 ”

顾丽安说。

像顾丽安一样， 越来越多的外国

宾朋正在被这座城市吸引。

去年 9 月，来自墨西哥、澳大利亚

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嘉宾

齐聚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这个设

立于 2016 年的论坛，正日益成为全球

能源低碳领域的重要对话平台。

从能源领域的深度交流到体育赛

事的广泛参与， 太原的国际影响力与

日俱增———太原马拉松赛吸引 4 万余

中外跑者创下新纪录， 环太原公路自

行车赛迎来 10 国车队同场竞技，太原

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上多国飞行表演

队空中“炫技”，无不彰显着这座城市

的开放活力。

太原也频频走出国门， 开展文物

巡展、 文旅推介。 去年 5 月，“美成天

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国际巡

展”亮相希腊雅典，吸引了大批观众，

为中希文明互鉴和传承人类共同文化

遗产提供助力。

（赵东辉 马晓媛 万倩仪）

文脉传薪

游客参观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 杨晨光 / 摄

忠义贯日 春秋传薪

关公民俗日

系列文化活动来助阵

6 月 6 日—8 日， 由太原市文物局

主办，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太原市

关帝庙博物馆承办的“忠义贯日春秋

传薪———第十二届关公民俗节日系列

文化活动”在山西太原大关帝庙举办，

集中展示太原府城关帝庙的文化魅力

和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

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关公文化民俗

节日，民间俗称“关公磨刀日”，作为关

帝庙博物馆持续多年打造的重点文化

活动，以“关公民俗节日”为契机的关

公主题传统文化活动自 2013 年开始，

已连续举办十一届。

本次系列文化活动于 6 月 6 日开

展“非遗新韵”活动，由编花、刻瓷、拓

印等非遗老师进行现场非遗展示，并

开展非遗互动体验活动；6 月 7 日 ，开

展形意拳表演 ，由不同年龄 、不同派

别的形意拳团队现场展示形意拳武

术文化； 6 月 8 日，开展关公祈福活

动，以多元形式传承关公文化、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在此期间，持续开展“关

帝庙里探关公”活动，以关帝庙宇为依

托 ， 开展府城关帝庙宇及关公文化

展览参观打卡活动， 特别提供志愿讲

解服务， 让大家在关帝庙里探寻关公

文化、传承关公精神。

6 月 8 日的活动现场，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 极具创意的古城会 NPC 现场

互动秀，让参与者仿佛穿越回古代，沉

浸式体验历史故事； 铿锵有力的锣鼓

迎宾和锣鼓表演， 以激昂的节奏点燃

现场气氛， 生动展现了传统鼓乐文化

的魅力。 作为本届活动的核心环节，关

公古礼祈福活动在太原大关帝庙举

行，古礼祈福 、武舞表演等环节，将关

公武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关帝庙

“武庙”的称呼遥相呼应 ，并以礼乐大

典这种传统仪式来敬关公、思关圣，传

承关公忠义精神， 彰显关公忠义仁勇

的精神内核， 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

撼心灵的文化洗礼。“小小关公”武术

表演秀成为一大亮点。 孩子们精神抖

擞、动作规范 ，一招一式尽显英气，展

现出对关公文化的传承与热爱， 让人

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后继有人的希望 。

此外， 晋剧表演艺术家们通过精湛的

技艺和生动的演绎， 塑造出鲜活的关

公形象，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一段关公戏曲表演让现场气氛逐渐升

温，也将关公忠勇、仁爱的形象展现得

淋漓尽致。

本次系列活动发挥文物古建的历

史特色， 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承来延伸

和创新关公的忠义精神， 充分发挥传

统文化的支撑作用， 进一步传承和弘

扬了关公文化， 让忠义仁勇的关公精

神薪火相传。

（孙轶琼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