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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建 不 语 见 千 年

20 世纪初，曾有日本学者断

言：中国已没有唐代建筑，要想看

唐代建筑，就得来京都和奈良。建筑学家梁

思成和林徽因听后不服气，几经考察发现并

验证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为唐代木构建筑，填

补了中国建筑史这一空白。

地上文物看山西。中国仅有的 3.5座唐构

建筑均在山西；元代及以前木构古建筑占全国

80%以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居全国

之首。

古建不语，沉静在山野之中、巷陌之间，

见证历史、见证文明。而很多古建从业者、守

护者，正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古建故事，共同

见证今天、迎接未来。

沉淀之美

“游客朋友们请做好准备，您将走过的是

晋 祠 3000 年 历 史 。”每 当 带 着 游 客 从 树 龄

3000 年的周柏旁走过，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

接待部副主任苏悦都会这样描述，“周柏历经

风雨，虽然倾斜，但没有折断，至今生机勃勃，

很是神奇”。

周柏旁就是晋祠建于北宋时期的主殿——

圣母殿。殿前 8 根木雕盘龙柱，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木雕盘龙柱。有两条龙特别火：龙嘴张

开，龙爪造型类似拍照时的剪刀手，成为游客

争相合影的网红“比耶龙”。

苏悦说，那是来自宋朝时的“耶”，一条是

外向“E 龙”，旁边偷偷把左下肢伸出来的“点

赞龙”是内向的“I 龙”。

“90 后”苏悦，已在晋祠做讲解近 5 年，她

给不一样的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分享。碰

到带小朋友的家庭，就用建筑上的动

物去激发孩子的兴趣；碰到提前

做好功课的游客，就会与其

探讨历史价值，比如圣

母殿内保存着 43

尊 宋 代 彩 绘

泥 塑 在

我 国 雕

塑史、美术史

上占有什么样的

重要地位。

“美得不行。”苏悦用太原

话回答在晋祠工作的感受。这种感受

来自古建沉淀之美，也来自文化自信之美。

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在晋祠游

玩，写下诗句“晋祠流水如碧玉”。“孩子们到

这 儿 一 看 ，就 理 解 李 白 的 诗 句 是 什 么 意 思

了。”苏悦说，希望通过有温度的讲述，让文物

鲜活起来，与大家一起在历史长河中畅游。

山西拥有 2.8 万多座古建筑。太原市文

物保护研究院文博馆员马晓军 1997 年就开始

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经调研走访了约 8000

处古建。在他看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在山西都可以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陶寺

遗址为例，280 万平方米超大型城址、神秘的

朱书陶文、井然有序的礼制体系⋯⋯展现了

4000 多年前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为延

伸中华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实证。

“很多人问我，文物保护的意义何在？文

物保护就是文脉的传承，坚定文化自信，就是

要把中国的精华继承发扬下去。”马晓军说。

《诗经》用“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描写古

建筑的华丽：如鸟儿张开双翼，野鸡展翅飞

翔，充满生命力。当我们真正与古建筑面对

面时，会发现确实如此。比如，969 岁的应县

木塔。梁思成曾这样评价：不见此塔，不知木

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每一次去都很感

动。”马晓军静静站在木塔前，看着眼前这座

20 多层楼高的建筑，在风雨飘摇中坚挺了近

千年，“想想觉得遥不可及，可它确实站在那

里，默默讲述了一段悠久的历史”。

或许这就是人们追问的“意义”。

古今交汇

很长时间，人们对山西的印象停留在“煤

炭大省”。2024 年，国内首款 3A 游戏《黑神

话：悟空》火了，也把山西古建带“出圈”。隰

县小西天悬塑、高平铁佛寺彩塑、朔州应县木

塔、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彩塑、经幢、石雕

栏杆等在游戏中高度还原，古老的建筑终于

以现代的方式惊艳众人。网友直呼：“山西文

旅，请一定接住这泼天的流量！”

山西启动“跟着悟空游山西”活动，为游客

量身打造一系列体验活动。旅游机构上线团

队专线，联合各大酒店、景区推出住宿、门票优

惠以及文创好礼等。沿途路段和景区的标牌

上写着：恭迎“天命人”，欢迎古建爱好者。今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山西旅游体验，参与话题“跟着悟空

游山西”，还可以领取升级版通关文牒，

并免费搜集 AR 城市印章。

今天的游客，已不满足于拍照打

卡。许多人有备而来，看过纪录片和书

籍后才出发。为了给游客提供更深刻

的“沉浸式”体验，苏悦的师傅——在晋

祠 工 作 17 年 的 晋 祠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邱

萍，带着年轻讲解员们一起策划了丰富

多彩的游园项目。

晋祠是天然的研学课堂，被誉为中国

古代建筑的博物馆，包含了宋、金、元、明、

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今年“五一”

假期，晋祠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累计接

待游客15.92万人次，同比增长16.92%。

通过动态展演、文化互动体验、传统工艺课

堂等形式，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晋祠魅力。

讲解员身着汉服化身“文化使者”，在圣母殿斗拱

飞檐间探秘宋代《营造法式》，于鱼沼飞梁十字形

桥体中解码“立交桥鼻祖”的智慧；水镜台上，千

年的戏台至今仍在上演经典曲目；青少年社会实

践教育基地内，孩子们用陶土捏制侍女像，用掐

丝珐琅勾勒难老泉景致，感知文化传承。

除了知名度较高的晋祠、平遥古城等，山

西还有很多小众景点。马晓军从 2008 年起在

网络上录制解读古建密码的视频。“我想换一

个角度，把更多隐匿在乡村但含金量又很高

的古建筑，通过线上课程进行新的传播。”他

还录制了专题讲座，把《黑神话：悟空》中涉及

的山西 27 处古建进行详细梳理。

线上课程也会进行线下转化，马晓军设计

了不同主题的研学路线。比如，壁画之旅，包括

永乐宫和广胜寺壁画；彩塑之旅，包罗晋东南沿

线的唐、宋、元、明塑像。接下来，他将做石窟文

化的研究路线，从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

窟、晋东南羊头山石窟，一直到河南巩义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探寻北魏鲜卑王朝的传承。

“文物推广应该是联动的。不是山西就只

做山西文旅，而是与周边的河南、陕西等省份携

手形成一条文化纵贯线。”这是马晓军的愿望。

未来模样

“山西古建的确火了，但保护难度在无形

之中也增加了。”这是马晓军最关心的事情。

为什么“国保”铁佛寺这么多年没有开放？就

是因为塑像特别密集，受场地条件制约，不具

备开放条件。在《黑神话：悟空》“出镜”之后，

面 对 网 友 日 益 高 涨 的 呼 声 ，铁 佛 寺 限 流 开

放。马晓军提醒，游客在参观时要避免使用

闪光灯，避免用手触摸文物。任何微小的举

动，可能短期看不到变化，但随着客流量加

大，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数字

化手段是一种新鲜尝试。

“壁画的内容包含了古代社会的农业、科

技、绘画、音乐和舞蹈，不能只像标本一样简

单封存，要通过高科技手段让年轻人理解壁

画，文物才有价值。”太原科技大学设计与艺

术学院院长、教授赵建中，带领学生研究壁画

领域的文化遗产创新设计，“最震撼的壁画

在永乐宫，我们去学习临摹不止 10 次”。

在壁画观摩过程中，为了保护文

物，观众并不一定能全方位观察

到 细 节 。 逐 渐 兴 起 的 数 字 化

技术为壁画复原和保护提

供了新思路——建立壁

画基础数据库。山西

省文物局、山西省文博集团、晋之源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等机构和平台利用高清晰扫描、720

度全景摄影、三维数据采集技术，为“脆弱”的

壁画建立数字档案，让人们仍能身临其境看

到文物如今的模样。赵建中建议，接下来要

探索如何利用好数据库，将其转化为文化研

究和文旅展览的有效资源。

越来越多的古老传奇有了数字影像。在

晋祠，宋代的建筑内禁止用电。为了提高游

客观赏体验，晋祠采用 3D 扫描技术还原馆藏

珍品的样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让文物走下

高台。”苏悦边说边打开手机演示，在公众号

内，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动态旋转的宋代

彩塑与楹联匾额的细节。

在应县木塔，游客可以通过 VR 的方式模

拟登塔。同时，为了对木塔进行科学精准监

测，AI 智慧应县木塔 2.0 项目引入了智能六足

机器狗来执行智能扫描建模的任务。

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晋祠的雕塑、石碑、古

树并没有用玻璃罩进行保护。“千百年来文物

已经适应自然环境，额外的装置反而会破坏原

本的温度和湿度。”邱萍解释，晋祠坚持“最小

干预”和“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预防性文物保

护工作。如果通过少量或局部干预能解决问

题就不去大面积干预。少量或局部干预不涉

及揭顶、大木结构维修等，仅涉及屋面勾抿和

瓦件局部补配、局部酥碱墙体及地砖剔补等。

一梁一柱、一笔一画，做好文物保护修复

工作，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用心

雕琢。“壁画修复人才缺口确实比较大。”赵建

中坦言，干这一行要耐得住寂寞，学生毕业后

继续从事相关工作的并不多，高校可以与有修

复资质的文博企业进行联合人才培养，推动师

资力量与数据库平台的共享，带动产业发展。

还有更多散落乡野之间的文物令人揪

心。马晓军在调研时发现，山西文物基数大，

28027 处古建中有 531 处是“国保”，其他连

“市保”“县保”都算不上，但这并不代表文化

价值就低。比如只有村里几个人维护的村

庙 ，面 临 缺 少 资 金 、管 理 责 任 人 不 清 晰 等

问题。

“每当雨季来临，我就担心会导致低等级

文物坍塌，里面的塑像壁画再精美，也很难保

留。”马晓军希望通过微薄之力，唤起更多人

对古建的关注，“文物保护不是欣赏就够了，

而是经过我们这代人努力，让更多后代人看

到这些文物的存在”。

现在，为保护木塔结构安全，应县木塔只

开放第一层。即使如此，游客不顾路途遥远

也要来看一眼。一个游览的小朋友发问：“没

有一根钉子，木塔是怎么建起来的？”讲解员

回答：“就像你玩乐高积木，层层斗拱榫卯

咬合拼接而成。”“木塔斜了，怎么办？”

“专业人员正在对木塔进行监测和

研究。”⋯⋯在小朋友好奇的眼

神中，应县木塔，正迎来下一

个千年。

小小冰箱贴传递的情绪价值

赵田格格

不知从何时起，冰箱贴已

成为众多旅行者“到此一游”的

证明。许多城市、景点推出了

具有当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产

品，北京的天宫藻井、南京的芙

蓉石蟠螭耳盖炉、武汉的黄鹤

楼灯笼⋯⋯人们在线上预约购

买、起大早去现场排队，就为买

到一款爆款冰箱贴。

社 交 平 台 上 ，冰 箱 贴“ 想

买”“难买”“购买攻略”等内容

层出不穷。“去各地旅游总想留

个纪念，现在的首选就是冰箱

贴”，这条评论获得诸多点赞。

大家为什么总想“留个纪

念”？而冰箱贴为何能脱颖而

出？旅行是段独特经历，纪念

品则是这段经历的实物象征。

当人们结束旅程，回归日常生

活，看到纪念品就能唤起当时

的情感体验。冰箱贴装饰在家

中冰箱上，冰箱于是变成一本

立体游记，记载着曾经的游历

故事。有网友分享，“很多冰箱

贴网上也能买到，但还是自己

背回家的更有穿越感”。轻巧

便捷的冰箱贴，具备恰如其分

的存在感，在不经意间吸引着

人们的目光，成为当代旅行者

“结绳记事”的方式。看似随意

贴在冰箱上的小装饰，蕴含丰

富的情绪价值，有力地推动着

消费行为的发生。

在种类众多的冰箱贴中，

消费者选择与自己个性相合的

冰箱贴，借此传达“我是谁”“我

喜欢什么”等信息来营造“人

设”。博物馆爱好者用冰箱贴

打造一个家庭文物馆，美食家

则在冰箱上贴满各地特色美

食，自然迷则心仪用植物标本为原料的冰箱贴⋯⋯不

同类别的冰箱贴就像主人的一面镜子，在展现自我的

同时也打开了话题开关，拉近了与他人的距离。

在社交媒体时代，冰箱贴催生了独特的社交文

化。爱好者们创建话题，分享收藏，交流获取冰箱贴的

渠道与心得。一张贴满冰箱贴的冰箱照片可以吸引天

南地北的兴趣者，可以迅速拓展社交版图。当人们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消费经历时，不仅能够获得他

人的关注和点赞，热烈讨论还可能激发更多消费者的

购买欲望。

许多消费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产品本身，更是

为了享受消费过程中的美好体验。所以，在旅游文创

的万千品类中，冰箱贴这一小小物件，正凭借深厚的情

感承载、强大的展示功能以及活跃的线上社交氛围，全

方位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小磁贴所蕴含的大魅力，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

初夏时节，车行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恍惚

置身一片粉色的海洋，目之所及皆是刺

梨花，粉如霞、白像雪、黄赛金，层层叠叠

铺满了大小山坡。

花 丛 中 、马 路 边 ，三 五 成 群 的 寻 花

人，你给我拍照，我给你录像，欢声笑语

不断。来自贵阳的高英，趁着天气晴好，

约上好友一起，专程到茶香村赏花，“每

年都来，有的年头还不止一次，养眼养心

洗肺，大家都喜欢”。

年逾六旬的村民燕启华，与老伴儿

在院坝里支起长条桌，把去年卖剩下的

刺梨干、刺梨果脯、刺梨酒一股脑全搬了

出来，分门别类摆放整齐，支起一个简易

的刺梨摊。

“来尝尝自家泡的刺梨酒、自己晒的

刺梨干，满意了再买。”每逢有人路过，燕

启华就要吆喝一嗓子。盛花期，老两口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400 多元。

刺梨广布于云贵高原，虽然满身是

刺，但果实富含维生素 C。此前，刺梨主

要为野生，果实成熟后被当地村民采摘

用来泡酒、制作果脯。从 2000 年开始，

茶香村借助退耕还林的机遇大面积种

植刺梨。

燕启华自小就与刺梨打交道，是茶

香村最早一批种刺梨、做刺梨加工的“果

农”，在种植、管护、加工等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目前种植有 100 多亩刺梨，人送外

号“燕刺梨”。2012 年，他成为村里第一

批购买刺梨榨汁机的人；去年，老两口一

合计，又筹集 21 万元引进了一条微型刺

梨汁生产线，加工能力大幅提升。

“种刺梨可是个苦差事，特别是采收

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干活，白天上山采果

子，晚上还得连夜加工。一过夜，果子的

大部分营养就会损耗。”燕启华说。虽然

辛苦一点，但日子先苦后甜，去年燕启华

一家的收入超过 30 万元。

如今，茶香村的刺梨种植面积已超

过 2 万亩，春赏花、秋摘果，全年卖果脯。

“穷沟沟变成金窝窝。”茶香村党支部书

记兰江说，村里 90%的农户种植刺梨，目

前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2.3 万余元，其

中一半与刺梨相关。

茶香村还探索在刺梨林下套种蜜本

南瓜、茯苓等经济作物，发展养殖家禽，

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多产

多收。今年，该村预计套种 3000 亩蜜本

南瓜，预计每亩增收 1500 元。

在茶香村的示范带动下，龙里县目

前的刺梨面积已超过 10.5 万亩，刺梨鲜

果年产量维持在 8000 吨以上，成为远近

闻名的“刺梨之乡”。

鲜果的加工直接关系刺梨价值的实

现，也关系着群众持续稳定增收。2016

年，贵州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公司进驻

龙里县从事刺梨加工，单日鲜果加工量

达 150 吨。“目前，公司还在研发以刺梨为

原 料 的 牙 膏 、面 膜 、酵 素 、口 服 液 等 产

品。”该公司总工程师费建军说。目前，

龙里县已有 8 家企业、26 个刺梨专业合

作社进行刺梨产品开发，建成生产线 33

条，年产能达 5.3 万吨，多款刺梨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崭露头角。

“ 好 花 红 来 好 花 红 ，好 花 生 在 刺 梨

蓬。哪朵向阳哪朵红⋯⋯”看着怒放的

刺梨花，兰江情不自禁地哼起曾火遍大

江南北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今年一

定又是个丰收年！”

刺梨花开，丰收有望，增收有盼！

刺 梨 花 开
吴秉泽 杨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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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亚矫

图① 山西朔州应

县木塔。（视觉中国）

图② 山西平遥镇

国寺内精美的城隍出巡

图壁画。（视觉中国）

①①

②②

山西太原晋祠屋檐一角山西太原晋祠屋檐一角。。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