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气读完国家一级作
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
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
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徐小
兰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
篇历史文化散文集《千年望
族》，思潮起伏，感慨万端。

我想，如果说，中华民族
的进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
诗，那么，地处黄河中游的中
华 民 族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晋 南

（古称河东），无疑是最为浓
墨重彩的篇章。时光流逝，
岁月回响，河东大地上所发
生的那段历史，应该成为中
华民族的永恒记忆。徐小兰
正是从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出发，以高远的立意、广阔
的视野、纪实的笔法、思辨的
感悟和文化散文的形式，通
过历史的纵向发展，现实的
横向比较，将这块土地上诞
生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名门
望族，滋生的震撼人心的历
史景观和文化内涵，书写出
来，汇集成册，并定名为《千
年望族》，献给广大读者一幅
恢宏大气壮美深邃的历史画
卷，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情。

《千 年 望 族》中 记 述 的
王、薛、柳、裴四大名门望族，
是 河 东 历 史 文 化 的 一 个 缩
影，里面珍藏着那永垂不朽
的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徐小兰不愧为一位睿智
深厚、大气激扬、才情勃发、
风格独特的作家，不仅把握
了真实、准确、翔实、生动的
原则，而且做到了把故事写
好、把人物写活的技巧。其
作品是理性的、现实的，其精神是执着
的、沉静的，整部作品具有学术、史料和
珍藏价值。

翻开《千年望族》，犹如打开一部厚
重的史书。在那穿越时空的隧道里，我
随着徐小兰的笔路悠然漫步，怡情惬
意，收获颇丰。从那一篇篇深邃的文章
和那一幅幅珍贵的图片中，我深切感
到：岁月仿佛在这里凝固了，历史以最
真实的面目被还原于此。这是何等的
难能可贵啊！

因我是“文中子”王通第 42 代孙的
缘故，便着重拜读了第一章《永恒的“三
王”》。读了《南迁北归》一节，我仿佛看
到了先祖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历经
千辛万苦，寻觅落脚之地的不倦身影；
读了《布衣进京》一节，我仿佛看到了王
通，于太极殿内，不卑不亢，慷慨激昂地
向隋文帝呈献《太平十二策》的宏大场
景；读了《隐居黄颊》《门罗将相》两节，
我仿佛听到了王通，引经据典，讲经论
道，入微见著，循循善诱的浑厚声音；读
了《英年早逝》一节，我仿佛看到了王通
的门人弟子，为先师送行的哀婉场面，
一种无限缅怀和哀伤的情愫涌上心头；
读了《愧对王通》一节，我感同身受，身
为王通后裔的我，未能尽到弘扬族风、
砥砺和升华家魂的责任，不由得从心底
深处泛起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感；读了

《自在之风》《性情诗赋》《情随心动》《诗
酒人生》等节，我真切地领略了王绩天
马行空、豪侠狂放的独特诗风；读了《奇
异王勃》《少年天才》《滕王阁序》等节，
我由衷地感到骄傲，骄傲王勃“继承了
王氏家庭的文脉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
为中华文学史筑就了另一座流光溢彩
的新的高峰！”同时，我也由衷地感到自
豪，自豪我是“三王”后裔。身为河汾王
氏祖脉的后人，当我虔诚地拜读这本厚
重的《千年望族》，探寻“三王”先祖的人
生源头与事业流程时，先祖们值得骄傲
的功名，便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记；先祖们慈爱可亲的面容，也鲜活地
浮现在我的眼前。说真的，细细品味这
本 书 的 过 程 中 ，我 不 时 地 仿 佛 看 见 ，
1400 多年来，河汾王氏家族的族人们，
在河东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昂起不屈
的头颅，挺起倔强的脊梁，燃起炽热的
心火，向着光明的未来，风里雨里一步
一步艰难行走的身影！捧着书，我经常
是读着、读着，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掉了
下来，掉在喷发着油墨清香的字里行
间，掉在先祖们共赴时艰、相濡以沫的
大道途中。令我感到欣喜的是，王通留
下的部分记录，经王凝、王福畤、王勃整
理而成的王通与门人弟子的对话录《中
说》，被制版、印刷、成书，流传至今，让
王通的思想精华得以延续和弘扬。在
此，我要由衷感谢徐小兰，是她为我们

“三王”后裔研究先祖迁徙的历史沿革、
世系传承及其功名等，提供了极其宝贵
的资料。

另外，《凤音常鸣》《烟柳霞光》《静
看繁华》三章，同样浓缩着“河东三凤，
威名远扬”、“名门柳氏，风雷激荡”、“宰
相世家，儒家风范”的悠悠岁月；演绎着
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薛收“善设奇谋
助太宗”、薛瑄“领袖河东冠群伦”、柳元
景“安邦御敌立奇功”、柳宗元“最佳才
情赢赞誉”、柳俭“清名天下第一人”、裴
潜“品格高洁世称颂”、裴启“标新立异
著《语林》”、裴行俭“一代儒将载史册”、
裴度“四朝为相功盖世”的历史剧；储藏
着薛氏彩绘“神单”、柳门空石、裴氏名
碑等无价之宝。

《千年望族》是一部血脉相连、魂魄
相依的基因脉络；是一番壮怀激越、勇
往直前的奋斗历程；是一篇大爱盈胸、

休戚与共的亲情诗篇。徐
小兰之所以能够高站位策
划、高站位创意、高站位展
示，是由于她把河东的历史
文化放在了中华民族乃至
全世界的大背景下和大视
野中，全景式地去展示，横
向 涉 及 各 个 领 域 ，包 括 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
等，纵向自古至今，包括从
文 明 的 发 祥 到 现 代 辉 煌 的
发展历程，着力挖掘和描述
了 河 东 历 史 文 化 对 中 华 文
明 和 世 界 文 明 发 展 所 作 的
巨大贡献，以及产生的深远
影响，给人以深思与激励。
她在《自序》开头便说：“生
于河东，总感觉是我此生的
幸 运 ，所 以 向 来 引 以 为 自
豪。”在结尾处又坦言：“我
的《千年望族》，希望能给河
东 厚 重 的 历 史 和 灿 烂 的 文
化增添些许的光彩与分量，
这样，我便就可以安心，可
以微笑，可以在今后的日子
里 仰 望 前 辈 时 与 他 们 的 心
和情感有所相通。”由此可
见，她是多么热爱家乡。缘
于此 ，她才能够四处奔波、
千辛万苦 ，用敬畏历史、尊
重 文 化 的 严 谨 勤 勉 的 态 度
打造了《千年望族》，成功地
把握了“探秘性、文献性、故
事性、趣味性”四大特征，体
现 了 思 想 性、艺 术 性、时 代
性、可读性的完美统一。书
中的一字一句，可都饱浸着
她的心血和汗水啊！

《千 年 望 族》中 的 人 物
和 故 事 能 够 深 深 地 打 动 我
内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徐

小兰利用时空和主题两条主线相互交
织的方式，依照时间顺序，瞄准河东历
史文化在全国、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占有
重要地位的事件、人物、故事，利用丰富
多彩的形式与手段反映了河东大地对
中华文明的贡献、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有效地向世人展示了河东大地独树一
帜的灿烂文化遗产，颂扬了河东大地风
流人物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我很欣赏她采用的
故事化、探秘性的叙述风格，充分运用
顺叙、倒叙、插叙、平叙、补叙等各种叙
事手法，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探秘故
事，把背景和情境非常庞大复杂的历史
事件，通过众多精彩纷呈的故事把大时
空贯穿起来，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读
着书，真像是在听一个老人讲述着过去
的事情，那些历史人物不仅鲜活起来、
跃动起来，深深地感染着我，而且，通篇
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崇尚正义
进步，崇尚理想人格，渗透了对杰出人
物的景仰和对劳动人民的关爱。这充
分体现了她尊重历史，关爱人民的理
念，令我由衷地产生共鸣，心湖深处久
久难以平静。

拜读《千年望族》的过程中，我还注
意到，徐小兰在描述历史的文字世界
里，就像是回到海洋的鱼，飞返森林的
鸟，解缆登舟的人，无拘无束，信手拈
来，体现了她在文学写作上敢于创新、
敢于突破的个性和特点。源远流长的
河东文化和浓郁纯朴的黄河风情的浸
润与滋养，日渐强劲的都市文明和厚重
沉郁的传统文化的交织与掺和，赋予了
她文学创新与挑战的激情与灵感，而文
学又时时让她汲取丰富的营养，反哺于
文化强市建设。她之所以能够写出如
此厚重的作品，是与其高深的史学造
诣、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观察能力、
独特精辟的见解密切相关的。高度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对河东文化及华夏文
明深层观照的一腔挚情，是她深邃思
想的源泉，激励着她深层次地思考历
史问题，为天地立心，为文化立命。
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文章
内 容 全 面 充 实 ， 资 料 翔 实 丰 富 。 所
以，她的信手游走，才打开了别样一
片天，呈现出的是丰富凝练、神情兼
备的艺术效果。

历史是灿烂的，然而历史也是残酷
的，但在历史风雨中锻造出来的民族精
神，是弥足珍贵的。从深思历史的角度
看，《千年望族》中的每一章、每一节，都
是引人注目的历史雕塑。徐小兰的传
神描写，撩人情绪，动人心弦，撼人灵
魂，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许多
篇章都是一气呵成，有机组合地把河东
大地的诸多名胜古迹，活灵活现地跃然
于纸上，令人一览无余，大有身临其境
之感。她的笔墨情趣、精神境界，令我
深为感佩和赞赏！

先辈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
们的文化自信增添了品牌亮点，为我们
的城市形象增添了可贵光彩。重温历
史，挖掘历史，是记录辉煌，是总结经
验，更是给现实和未来提供思索的坐
标。《千年望族》是向国内外全面展示古
老而肥沃的河东大地悠久历史和华夏
文明的窗口，更是后人学习历史和了解
历史，进而激发爱国热情的课堂。读了
这本书，的确能收到体怀古人，引人思
索，给人力量，启悟人生之功效！

尽管历史充斥着太多太多的变数，
但《千年望族》中留下的生命轨迹和绚
丽光华，永远是它最厚重也是最深刻的
一页。在此，我要真诚地祝福徐小兰，
因为在独具慧眼的跋涉者中，我看到了
她更加矫健前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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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山西域内，有石太、同蒲、
侯月、太焦、大西等多条铁路，其中同
蒲铁路声名煊赫。许多年来，它一直与
三晋儿女息息相关，是一条人们外出
旅游、探亲、出差、求学的首选交通路
线。同蒲铁路是山西境内修建较早的
一条铁路，关于这条铁路，有着一段鲜
为人知的往事。

筹划修建同蒲铁路的历史，可追
溯到 1904 年。那年的 8 月，山西巡抚张
曾扬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求批准山西
绅 商 集 股 自 建 大 同 至 蒲 州 的 同 蒲 铁
路，第二年得到批准。1907 年 10 月，山
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成立，开始组织
人员勘测。当时，同蒲铁路的走向计划
从太原经小店和清徐到达平遥，但太
原至小店间的这一段线路与已有的正
太铁路出现并行，掌握正太铁路路权
的法国公司按照合约规定的“正太铁
路沿途 100 公里以内，不准中国再修造
铁轨路和机械运行之路”，向清政府提
出反对，因而，同蒲铁路不得不重新改
线。1908 年，因“路线不合，股本不敷”，
同蒲铁路一直未能开工。而此时，比同
蒲铁路筹建还要晚一些的京张铁路已
经打通了居庸关隧道和八达岭隧道。
第二年，原计划六年完工的京张铁路，
提前两年竣工通车，国人欢天喜地。而
再看同蒲铁路，依旧毫无动静。为此，
清政府严厉斥责山西。万般无奈之下，
同蒲铁路于 1911 年 1 月勉强开工，由
榆次向南修筑，在此后的 9 个月时间
里，断断续续完成榆次至太谷间的 35
公 里 路 基 及 7.5 公 里 的 钢 轨 铺 设 。10
月，正在修建的同蒲铁路因缺乏资金
和辛亥革命爆发而彻底停工。1913 年 3
月，民国二年，同蒲铁路在十分艰难的
处境中仅修建了 8 公里，便负债 139.7
万两白银，不得已，山西省请求政府将
这条铁路收归公有。7 月，大同至成都
的同成铁路计划修建，于是同蒲路被
并入同成路管理，当局在太原设立同
成路北路工程局，但由于种种原因，同
成路北路工程局于第二年 7 月便被撤
销。如今，在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桥街
道附近，有一条同成路，据记载，那里
就是当年存放同成铁路物资材料的地
方。

同 蒲 铁 路 自 1913 年 并 入 同 成 铁
路，并再次遭遇停止修建的尴尬处境
后，在接下来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曾又
先后组织过两次修筑，但都未逃过中
途停工的命运。直到 1928 年 11 月，主
政山西的阎锡山向蒋介石提出拨款修
建同蒲铁路的请求，遭到蒋介石拒绝，
于是阎锡山决定凭本省之力自筹资金
修建这条贯穿山西南北的铁路，并决
定采用 15.9 公斤的轻型钢轨，将同蒲
铁路修建成一条窄轨铁路。可是 1930
年 12 月，阎锡山因在中原军阀混战失
败被迫下台，他主张修建的同蒲铁路
也随之停工。1932 年 2 月，阎锡山再度
统治山西。这次，阎锡山决定以晋绥兵
工为主要力量，修筑同蒲铁路，并于这
一年的 10 月 20 日成立了太原绥靖公
署兵工筑路局。第二年的 2 月 21 日，又
成立了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
挥由阎锡山亲自兼任，同时调集 3 万名

兵工，开始修建同蒲铁路。据说，这 3万
名兵工涉及十一个师和五个团，由此
可 见 阎 锡 山 修 建 同 蒲 铁 路 的 决 心 之
大。就在阎锡山准备动工修建同蒲铁
路之际，1933 年 3 月 10 日，蒋介石为把
势力扩张进山西，紧急指示正太铁路
局设立大潼工程处，并着手立即修建
大同到潼关的铁路，与阎锡山修建的
同蒲铁路展开竞争。3 月 20 日，同蒲铁
路勘测太原至介休的线路时，与大潼
铁路测成一线，大潼路提出抗议，同蒲
路惹不起大潼路，只好改道测量，把利
好位置让给大潼路。1933 年 5 月 23 日，
全长 865 公里的同蒲铁路在太原站举
行开工典礼，正式修建。它的起点为山
西北部的大同，经太原到达山西南部
的蒲州镇（后延长到风陵渡）。按照阎
锡山之前提出的意见，同蒲铁路仍旧
为窄轨铁路。

同蒲铁路虽是一条窄轨铁路，却
从此结束了山西域内没有自己铁路的
历史。而那条拟与同蒲铁路展开“竞
争”的大潼铁路，在山西民众的强烈反
对下，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至于同蒲
铁 路 当 初 为 何 会 修 建 成 一 条 窄 轨 铁
路，而不是一步到位修建成标准轨距，
许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这里，曾担
任过同蒲铁路北段工程局局长兼总工
程师，并亲自参与同蒲铁路修筑工作
的宋浵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为我们
道出了其中缘由。在这篇文章里，宋浵
先生将阎锡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讲
话，完整呈现给读者，原文如下：山西
境内现有铁路，仅中东部有正太一线，
由河北正定经石家庄通至太原；北部
平绥铁道，只触及大同一隅，绠短汲
深，实无以应全省经济开发的使命。今
日山西贫穷落后，民生凋敝，地下宝
藏，都市农村，急待开发。目前最重要
者，厥为交通建设，是以我决定从风陵
渡到大同修筑一条纵贯全省南北的铁
路。南与陇海，东与正太，北与平绥相
连接。然后再就省内各重要地区分筑
支线，使脉络贯通，四通八达，盖必如
此，山西经济建设方多有济。有人建
议，为一劳永逸，应采标准轨距，自是
无可厚非。我之所以决定采用一公尺
轨距，是我参考日本和正太铁路仔细
研究的结论。主要原因，是受山西省眼
前财政和经济的限制，试想修筑一条
标准轨距的铁路，只就钢轨及枕木两
项，每公里就要一万元以上。其他土
地、路基、桥梁、涵洞、隧道，车站及机
车、车辆、电讯，等等，所费更属庞大，
同蒲全线要花六七千万元。可是用钱
是需要计算利息的，以最低年利息一
分计，就要年付息金六七百万元之巨。
在铁路通车后，初期营运收入，必定入
不敷维护和营运的开支，哪有盈余来
支付息金。这样日积月累，恐怕修了同
蒲铁路，将来就是卖掉山西，还不够偿
还债务的。南京各级有关机关也曾透
露过：修筑同蒲铁路，应采用标准轨
距，中央早有计划，所需经费，可由中
央统筹办理，但是这张支票，几时可以
拿到，实在不得而知。我们现在是个饿
着肚子的穷人。人家要给我们大鱼大
肉，甚至山珍海味来吃，哪有不欢迎不

接受的道理。不过画饼不能充饥，我们
还是要吃小米饭、荞麦面来维持生活
的 。1933 年 5 月 ，同 蒲 铁 路 以 太 原 为
界，分南同蒲和北同蒲，同时向蒲州和
大同两个方向修建。自此，山西域内的
版图上，这条贯穿省内南北的铁路干
线，不断向南、向北延伸。

1935年至1936年，太原至蒲州的南
同蒲铁路相继修建完毕，顺利开通。而北
同蒲铁路，在修建至距大同仅有 6 公里
的十里河桥南岸时，因“七七事变”爆发，
日军不久侵占大同，不得不停止修建。

当时，同蒲铁路北段虽未修建至
大同，但这条铁路，在抗日战争中却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七 七 事 变 ”爆 发
后，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 115 师、120
师和 129 师三大主力。改编后的三大主
力很快从陕北根据地出发，奔赴华北
抗日前线。他们从陕西韩城乘船东渡
黄河到达山西侯马，接着在侯马乘坐
南同蒲铁路上的火车，星夜兼程，到达
太原。其中，1937 年 9 月 8 日，第 115 师
343 旅 686 团和独立团近 5000 人在师
长和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乘
坐南同蒲铁路火车抵达太原；9 月 19
日，第 120 师主力 8000 多人在师长贺
龙、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的率领下，乘坐
火车抵达太原；10 月 11 日，第 129 师先
遣队 3000 多名将士在师长刘伯承的率
领下，乘坐火车抵达太原，然后继续北
上到达抗日前线，这也是八路军历史
上第一次利用铁路进行的大运兵。而
承担这次大运兵的铁路，正是同蒲铁
路。

115 师、120 师和 129 师的数万名
将士东渡黄河之际，日军正大举侵占
山西，并扬言“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
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因此，115 师、120
师和 129 师的数万名将士陆续抵达太
原后，继续乘坐火车，昼夜急行，从太
原赶赴忻口、五台一带，阻拦日军。当
时，日军为阻拦八路军乘坐火车经同
蒲铁路北上，对这条铁路进行连续轰

炸。尤其是太原、太谷、榆次一带的
铁路，所遭轰炸更为频繁。据资料显
示，日军曾一次动用几十架飞机对同
蒲铁路太原站进行猛烈轰炸，致使站
内九股铁道顷刻间被全部炸断。但铁
路工人为保证军事运输，抗击日军，
在空袭中快速抢通同蒲铁路，从而保
证抗日将士继续北上，到达忻口、五
台一带。

东渡黄河并相继到达华北抗日前
线的八路军将士，9 月 25 日与日军在
平型关展开了较量，取得了胜利，震
惊了中外，直接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支援了平汉、正太等铁路上友军的作
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

之后，八路军将士又配合国民党
军队进行了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关
设伏和夜袭阳明堡大捷，打破了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日军“一个月
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
嚣张气焰，更增添了全国军民抗战必
胜的信心。忻口失守后，一部分八路军
将士乘坐火车，快速经同蒲铁路和正
太铁路（后改为石太铁路，当时也是一
条窄轨铁路）赶赴娘子关一带，继续迎
战 日 军 。据 有 关 资 料 记 载 ，1937 年
7 月—12 月，山西铁路工人经同蒲和正
太两条铁路运送到前线的抗日军队有
765 列，达 34.8916 万人；运送的战争补
给有 296 列，达 4.6317 万吨；运送的受
伤战士有 133 列，达 6.0209 万人。1938
年 1 月—6 月，这两路工人运送的抗日
军队有 105 列，计 5.5356 万人；运送的
战争补给 54 列，计 7845 吨；运送的受
伤战士 5 列，计 1933 人；另有马匹及其
他运输 189 列。这些运量，尤以同蒲铁
路为最多。1938 年年初，山西全境自北
向南逐渐被日军占领，为了阻止日军
南侵脚步，同蒲铁路工人在保护最后
一批逃难民众撤离侯马时，忍痛将自
己 亲 手 修 建 起 来 的 浍 河 铁 路 大 桥 炸
毁。有资料记载：“铁路工人以铁路为
生命，对轨道、桥梁及各种建筑物，爱
护备至，一旦自行实施爆破，或相对无
言，或竟抱头而哭，其悲痛之情，非言
辞所可形容。”1938 年 3 月 5 日，日军沿
同蒲铁路不断南侵，至永济。当时，连
接 晋 陕 两 省 的 黄 河 铁 路 大 桥 尚 未 建
成，同蒲铁路机车和车辆无法得到转
移，为了不使自己驾驶的机车和车辆
落入日军之手，同蒲铁路工人将机车
连挂起来，采取两两对开、司机跳车的
办法，将机车一一相撞，使其成为再也
不能运行的“死车”，然后再泼上汽油，
将撞碎的机车全部烧毁。接着将转移
到黄河岸边的其他车辆和器材全部抛
进滚滚黄河，连一个配件也不给日军
留下。

至此，同蒲铁路完全被日军占领。
1938 年，为了掠夺山西北部煤炭等资
源，日军强迫铁路工人将北同蒲铁路
拨宽为一条标准轨铁路，与京绥铁路

（后为京包铁路）连接。1949 年 10 月，
新中国成立后，满目疮痍的同蒲铁路
经过抢修，很快通车。1956 年 2 月，南
同蒲铁路拨宽为标准轨，从此历经风
雨的同蒲铁路与全国各地的其他铁路
开始办理联运，服务国家建设。

同 蒲 铁 路 往 事同 蒲 铁 路 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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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与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聚焦历史文化
名城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从
全国 141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筛选
30 个 城 市 进 行 拍 摄 ，新 绛 是 其 中 之
一。近日，《文脉春秋》新绛篇摄制组
已在新绛开镜拍摄，向全国观众展示
新绛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所蕴含
的文化韵味与人间烟火。

央视纪录片拍摄团队在龙兴寺、
绛守居园池、天主教堂等地采景，将
古城的庙宇建筑、古城街景、城市风
貌、人文风情收录进镜头。

据了解，该纪录片拍摄时间为一
周 ，摄 制 组 在 前 期 充 分 调 研 的 基 础
上，精心布局拍摄多个点位，运用“无
人机航拍、名家约拍、现场抓拍”等方
法，对新绛的古建筑、非遗文化以及
市井生活等进行全方位拍摄，展现绛
州的独特魅力和文化氛围。摄制组
也将采访 20 多位非遗文化传承人、历
史文化爱好者、古城保护专家，通过
他们的讲述，充分展现新绛传统工艺
和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全面摄
制完成后，《文脉春秋》新绛篇将于春
节前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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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11 月 27 日，闻喜县社区服务

中心中城社区邀请闻喜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韩军蓉，向
街坊们传授剪纸技艺。

今年以来，闻喜县社区服务
中心中城社区定期举办剪纸艺术
讲座和展览，吸引剪纸爱好者体
验剪纸技艺。通过培训和剪纸作

品展览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居
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使群众
亲身感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1933 年同蒲铁路开工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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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同蒲铁路南段通车时的场景。

“七七事变”前的山西铁路示意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抗战爆发时，同
蒲铁路即将修建至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