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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古建

“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
信。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
期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在武乡县八
路军总部旧址砖壁纪念馆，每当向游客讲述左权
将军夫人刘志兰悼念将军的信时，栗宇琴都会声
音哽咽、眼含热泪。

栗宇琴是武乡县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心
的一名讲解员。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2024 年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名
单，共有 102 名讲解员上榜，她名列其中，成为我
市唯一入选者。

今年33岁的栗宇琴，已经从事红色讲解员工
作12年。聆听她的讲述，就像打开了一本厚重的
历史书，一个个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总会让参
观者情不自禁眼眶湿润。

“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被革命先辈的英勇事
迹深深打动，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更多人了
解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12年前，栗宇琴从
邻县来到武乡，成为八路军总部旧址砖壁纪念馆
的一名讲解员。

之后，栗宇琴与同为讲解员的爱人组建了家
庭，在武乡扎下了根。爱人的爷爷肖江河曾是朱
德儿童团团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这段红色
历史对她而言，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成
长道路上的精神食粮。

长期耳濡目染革命故事，受老一辈的熏陶，
栗宇琴不断学习和总结，那些恢宏的红色历史、
感人的事迹在她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她将这些
故事转化为真挚、动人的语言，向一拨又一拨游
客娓娓道来，让更多人能够深切感受到那段波澜
壮阔的抗战历史，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情怀。

“我每天都在讲述抗战故事、红色文化和伟
大的‘太行精神’。我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每一
次讲解中，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八路军将士不屈
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让大家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栗宇琴对每一
次讲解都有新的感悟。

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武乡县
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每年参观人数达 13 万人
次。有着十多年讲解经验的栗宇琴，每年为游客
义务讲解近 600 场，“五一”“七一”“八一”节假日讲解场次会更
多。“每当站在这里，看着游客被革命先烈的故事所打动，我的
内心也被一次次震撼。”忙碌中的栗宇琴有时甚至顾不上喝水
吃饭，但她依然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为游客献上精彩解说。

“姑娘，你讲述得太好了，谢谢你把这些抗战故事讲给我们
听。”对于栗宇琴而言，这无疑是对她讲解工作的最高赞誉。来
八路军总部各旧址参观的游客每个年龄段都有，从白发苍苍的
老人到充满好奇的小学生，无一不被她的讲解深深吸引。“有一
次，一位70多岁的老者，在左权将军的照片前潸然泪下，讲解结
束后更是特意找到我，希望能聆听更多关于这位抗战英雄的故
事。”栗宇琴回忆道。

作为一名资深讲解员，栗宇琴并不满足于自己12年的工作
经验。她时常与同事深入交流，向前辈虚心请教，还积极征求
参观者的意见和建议。工作之余，她精心整理收集革命先烈的
相关资料和素材，进一步增强专业能力，提升讲解水平。

同时，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栗宇琴深知每一次讲解都承
载着厚重的责任。因此，她不仅要背诵大量的讲解词，更需要
对革命先辈的事迹进行专业、认真、严谨的讲述。多年来，栗宇
琴大量阅读历史资料、人物传记，主动向老同志请教，积极参加
知识培训、演讲比赛，不断对红色故事深入挖掘、提炼，力求做
到尽善尽美。一路走来，栗宇琴的讲解变得生动翔实、铿锵有
力，赢得听众的广泛赞许。

在学习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多年来，栗宇琴先后获得第
二届全国红色故事大赛“二等奖”、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故事
大赛“金奖”、第四届全省理论宣讲大赛优秀奖、山西省第二届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优秀讲解员”等国家和省、市多项荣誉。谈
及对未来的想法，栗宇琴目光坚定地说：“今后，我将继续扎根讲
解员岗位，弘扬太行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让广大听众从党的奋
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从赓续红色血脉中激发昂扬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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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馆与潞州区西关小学联合开展
“小小长博守护者”活动，小学生当起文物
讲解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结合自身丰富
的馆藏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
职能和力量，为学生们开设“思政课”……
连日来，我市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博
活动，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促进博物馆
教育、研究和文化传播，为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全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
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
梁，具有提高公众文化素养、培育科学素
质的教育功能。近年来，我市各类博物
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
展示和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进
展，更好发挥教育和研究作用，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机，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活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中华文明传播与发展。

更好发挥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作用，
要精心组织配套教育活动，开设公众讲
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
会等，丰富文化传播方式，增强现场互动
体验。要开展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进乡村、进企业活动，进一步优化
服务，深化馆校合作，发展志愿者队伍，
为公众提供更多高品质、更加深入人心
的文化体验，增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
的辐射力和覆盖面，提升贴近性和吸引
力。要聚焦展陈展览，提高展陈质量，推
动博物馆之间深入合作交流，通过联合
办展、交流展览、巡回展览等方式，加强
资源整合，扩大交流力度，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断
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更好发挥
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作用，还要向现代科
技手段借力，加强“云展览”“云教育”建
设，依托互联网与各类新技术手段，破除

“数字鸿沟”，让公众足不出户也可观赏博物馆展览、体
验博物馆教育，让博物馆里的知识更接地气。要创新
文化表现形式，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博物馆藏品和
文化资源利用形式，开展IP开发和运营试点，创造新的
衍生价值，满足博物馆文创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一器一物浓缩文化，方寸之间解码文明。让我们以
文博场馆为依托，推动古老与创新、历史与未来、艺术与
科技深度融合，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美
好生活需求，更好发挥博物馆教育和研究作用。

夏至，既是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古老的传
统节日。坊间所谓“四时八节”，夏至便是其一。诗
云：“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谚云：“冬至饺子夏
至面”。史料记载，我国汉代就有过夏至节的习俗。

夏至来临时，我家的厨房总是热闹非凡。那时
的我总是好奇地站在一旁，看祖母如何将普通的食
材巧妙地变为餐桌上的艺术品。

每年夏至，祖母都要给我们做凉面吃。做凉面
首先是和面，和面时要加入一定比例的碱水，这样可
以中和面团的酸味，让面条更具韧性和嚼头。一般
普通的面条，一热一冷，很容易起糊断节，而添加碱
面则完美避开这个弊端，反而更加劲道顺滑，利汤利
水，吃起来口感很清爽。接着，祖母将擀好的面皮切
成细嫩韭菜叶子宽的面条，煮熟，过凉水，熟油拌
好。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地制作，仿佛在与面进行一
场无声的对话。

祖母还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每一种农作
物都有它的生命，我们要尊重它，才能得到它的馈
赠。”这种凉面在我的故乡还被称为“过水面”，祖母
常说吃了“过水面”，再热也不怕。“过水面”里面的配
菜也比较多，如精选的黄豆芽、水嫩的芹菜杆、清脆
的黄瓜丝都是最佳搭档。

在祖母的巧手下，一盘香辣可口、清爽开胃的
凉面就大功告成了。这时，祖父端坐在餐桌前笑
眯眯地说：“你奶奶不嫌麻烦，每年都把夏至搞得

跟过年一样。”然后又会意味深长地说：“吃过夏至
面，一天短一线喽！”说话的间隙两盘面下肚了，然
后再配上几块冰镇西瓜，那感觉畅快得很，只听他
大呼过瘾！

祖母做的凉面，看着青红白黄绿色彩缤纷，闻着
醋香蒜香芝麻香层次丰富，吃着酸辣可口，不禁让人
口舌生津，胃口大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
笑，和谐温馨，吃着夏至面，讨论着新麦的产量，憧憬
着秋季的丰收场景，这烟火气息浓郁到迷人眼、醉人
心。一碗夏至面吃出了无尽的幸福滋味和强烈的仪
式感，我们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更收获了家的温暖
与生活的美好。

“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
投此珠。”唐朝“诗圣”杜甫也非常喜爱用槐叶制作凉
面，并将它写入诗中，可见夏日喜食清凉美味，古今
相通。夏至的食俗，因地域不同也各不相同，但都带
有应季尝鲜、清热消夏的本意，蕴含着顺应天时、天
人相应的文化传统和智慧。虽然祖母已经离开我们
很多年，但我依旧喜欢夏至吃面。夏至面里仿佛藏
着祖母留下的一串幸福密码，总能让我心中泛起丝
丝温情。

夏至面 滋味长
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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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也是夏季
的第四个节气。据陈希龄《恪遵宪度》解释夏至：“日
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极也。”

于万物至盛的夏日，品夏至之美。
夏至之美在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当荷花绽放出粉嫩的颜色，碧绿的叶沾满水
珠。叶脉伸展，它承托着花的重量，一片连一片地随
风摇曳。热烈的夏不忍灼伤荷花的美丽，于是收起
光芒，随风而来。花与叶在风的追逐下，宛如娉婷少
女嬉戏人间。奏一曲婉转悠扬的歌，在水天相接处
泛起阵阵涟漪。

夏至之美在于“竹里缲丝挑网车，青蝉独噪日光
斜。”枝头的蝉，早已隐匿在阳光下。夏日的午后被
吵闹的蝉叫醒，它的叫声震耳欲聋，这吵闹声一年又
一年，不知疲惫，仿佛将我带回到童年的夏天。光着
脚丫，踩在夏日的余晖里，寻一把自制的捕蝉网和一
箩筐被捉住的蝉，直至被送进捉蝉大队的肚子里，才

算完结。
夏至之美在于“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

稀”。穿梭在果园里，享受着夏日的水果香甜。我
想，树顶的水果应该是最甜的。于是支起梯子，用双
手触摸树顶最红的那颗水果，一缕阳光透过树叶，印
在脸颊，带着夏日的风轻轻拂过。我抬头一把抓住
最顶上的梅子，揽入怀中，看着红得透亮的梅子，一
时间竟不舍得扔进嘴里。我小心翼翼地把梅子放进
篮子里，把最香甜的味道带给最爱的人。

夏至之美在于“白玉麦新冷面，红椒绿脆葱
香”。食一碗夏至凉面，清新可口。当季新麦已然登
场，只见粉末遇水后，经手掌来回揉搓，擀成饼状，随
意切割抻长后，摇身一变以整齐划一的姿态显现出
透亮带有光芒的线条。烈日的炙烤让汗水随着脸颊

“嘀嗒”落下，锅里沸腾的水花伴随面条落入极力开
出灿烂的花，淡淡麦香味儿也随之扑面而来，淋水、
过水后筋道爽滑的面条，再适时加入提前备好的小
料。一碗可口美味的凉面，在炎热的夏天，似合乎心
意的礼物一般出现眼前。

夏至之美，汇于世间景色，汇于人间烟火。夏至
之美，是百态生活，是万千滋味，是文化，也是传承。

夏至之美
尹瑞

日前，上党区文化馆组织非遗传承人志愿服务队走进西庄
小学，开展“弘扬传统 赓续文明”非遗进校园活动，为孩子们带
来了一场寓教于乐的非遗文化大餐。

活动通过非遗知识讲座、作品展演、现场教学等方式，让广
大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激发了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营造了师生了解非遗、学习非遗、
传承非遗的浓厚氛围。 赵彦杰赵彦杰 摄

傍晚时分，霞光满溢，潞州区上党门，人来人往。
拾级而上，顿感“雷震风驰，云动天行”之威严。登楼远
眺，古城景色历历在目，远山近水尽收眼底。

“上党门依地就势，巧借天然，建筑宏伟独特，具有
典型的地方衙署民族风格和门庭式特色，是长治市地
标性建筑……”讲解志愿者杨艳英擅长挖掘文物内涵，
讲述国保背后的故事。她带领着游客走走停停，把抽
象、艰深的建筑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把古建知
识讲得“活色生香”。

我市拥有古建筑 3500 余处，有 2000 多处木结构古
建筑上自唐代，下至清代，历七朝而不断，展现了一个
无间隙的、反映千年来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发展与演变
的研究序列，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古建筑编年体史书，
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其中，元代以前木构建筑达167处
189座，居全国同等城市之首，是名副其实的古建宝库。

一座古建，是一个城市的时代缩影。赓续历史文
脉，我市积极探索各项保护传承制度——公布实施《长
治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长治市红色文化遗址保
护利用条例》，建立长效立法机制，做细做实志愿者讲
解工作，全力保障文保员和视频监控全覆盖，建立健全
古建认养机制。此外，我市还通过深入推进“文明守望
工程”，加强文物保护，赓传文明薪火，让古代建筑焕发
新活力。

绚烂夏日，踏入潞州区观音堂，这座在中国彩塑界
响当当的建筑，虽历经几百年风雨，但门楣悬挂的木匾
上“观音堂”三个大字风采如故。一座小三间的殿堂
内，现存大小塑像 500 多尊。塑像造型生动精美，仅靠
背后横柱连接，四面悬空，加之祥云缀绕，颇有天宫仙
境之感，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令人震撼的悬塑，这种艺术的
魅力穿越时空，让我们为之感动。”还未走进殿内，便听
到来自北京的游客陈锦赞叹雕塑技艺之精妙，“没想到
经历几百年依然保护得这么好，守住古建，就守住了文
化根脉。”

历经岁月洗礼，见证历史变迁。在漫长的时光里，
精美的雕梁画栋似乎在用色彩诉说着穿越数百年的故
事，令人回味。如今，它承载着新的使命，成为我市古
建数字化保护的一个缩影。

2023 年 10 月，我市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专
家团队合作，启动观音堂数字化保护项目，从建筑环
境、建筑群场地、塑像、壁画等不同角度展开，综合解决
观音堂的研究和保护问题，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古建筑
科学调查工作模式，为观音堂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历史
文脉创造有利条件。

数字赋能，让古建焕发新生。我市广泛开展文物数

字化信息采集工作，同时进一步研究扩大文物数字化
成果的运用场景，利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打造“古建
筑云博物馆”，实现线上平台流量与线下文物资源开发
利用的良性互动。

文化基因激活新场景新业态，推动文旅融合深度
发展。

走进潞安府城隍庙，红墙黛瓦，飞檐凌空，斗拱交错，
殿顶琉璃，釉色斑斓，规模宏大。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岁
月的痕迹渲染着过往烟尘，于静谧中散发古建魅力。

潞安府城隍庙始建于元朝初期，明清两代曾两次扩
建重修，现占地 1.2 公顷，三进院落，布局完整，规制齐
全，是国内现存府级城隍庙中较完好的一座。

漫步在城隍庙民俗文化广场，游客络绎不绝，皆成
繁华新景。古建韵味，弥散开来，古今交汇，文脉涌
动。这不仅是一处见证历史的古迹，更是一处融合建
筑之美、文化之光、旅游之热的新场景。

“依托城隍庙的古建特色与地理优势，我们的文创
产品体验受到追捧！”近段时间，王瑞在城隍庙民俗文
化广场开设的文创工作室格外热闹，很多市民、游客在
广场游玩时偶然走进来，一下就迷上了这门技艺。“布
艺制作可以锻炼选择和使用工具的能力，现在愿意学
习的人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小。”

人声鼎沸的夜市、烟火氤氲的美食街区……传统市
井风情韵味十足，文旅休闲体验独特新颖。我市加强
资源保护管理，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探索古建活化
利用新路径，让文物具象化、活起来，更好发挥历史文
化遗产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功能。

城墙上下，焕发光彩；老故事与新业态，创新融
合……当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当文化遗产保

护与城乡建设发展相得益彰，古建丰姿，新韵迭出，一
个个动人的故事正书写着新的城市记忆。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视觉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