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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双塔，傲然高耸入云
霄，似在俯瞰着世间万象；十
里迎泽街，气势恢宏，尽显磅
礴气魄，令人心生豪迈！

这座有着 2500多年建城
史的古都并州，承载了太多的
风雨沧桑，宛如一部厚重的史
书等待人们去翻阅。迎泽人
历经数十载的拼搏奋斗，一路
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铸就了
如今的辉煌。

迎泽，从来都是历史与现
代交织碰撞的奇妙之所。行
走在千年古街——钟楼街，那
深处巍峨矗立的古钟楼，曾经
钟声袅袅，回荡在街巷之间，
每一声都仿佛在娓娓诉说着
一段故事。踏入纯阳宫，宛如
走进了古色古香的历史画卷
里，建筑群错落有致，飞檐翘
角灵动精 巧 ，雕 梁 画 栋 细 腻
精 美 ，处 处 都 散 发 着 历 史 的
温 度 ，彰 显 着 匠 人 的 非 凡 智
慧。走进肃穆庄重的太原文
庙，红墙黄瓦的古老建筑，古
朴典雅之气扑面而来。这里
作为儒家文化传承的神圣殿
堂，每一块石碑、每一间屋宇
都 承 载 着 岁 月 的 记 忆 ，似 在
轻声诉说着古时学子们对知
识 的 渴 求 和 对 真 理 的 探 索 。
如 今 ，它 已 华 丽 转 身 成 为 山
西 考 古 博 物 馆 ，珍 藏 着 数 万
件历史瑰宝，虽默默无言，却
展现着往昔的辉煌。

漫步在食品街，徜徉于钟楼街，全国各地的美食琳
琅满目，香气四溢，令人垂涎三尺。那一道道美食，承
载着家乡的味道，也勾起了人们对岁月的美好回忆。

走进工人文化宫，山西梆子那激昂高亢的腔调、太
原莲花落诙谐幽默的韵味、孝义皮影戏活灵活现的演
绎，让人沉浸其中，尽情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
受艺术带来的无尽韵味。

迎泽公园，是我每次进城必去的心仪之地。美丽
的迎泽湖，碧水蓝天相映成趣，鱼儿水中欢跃，鸟儿空
中翱翔，繁花似锦，芬芳馥郁。湖中心的七孔桥，承载
着诸多人文故事，别具一番韵味。那一棵棵参天大树、
一座座精美古建、一处处宜人美景，让人沉醉其中，流
连忘返。

柳巷里，各种专卖店、美食店密密麻麻、井然有序，
顾客游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浓郁的商业氛围和烟火
气息相互交融，奏响了一曲热闹非凡的都市乐章。

迎泽大桥以崭新的面貌横跨在美丽的汾河之上，
连通了东西两岸，雄伟壮观，气势非凡，成为汾河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

太原，这座底蕴深厚的老工业城市，正迈着坚实的
步伐迈向新时代。西北二环即将在三晋大地全线贯
通，太忻一体化稳步推进，引领高新产业蓬勃发展，迈
向更高峰。迎泽啊，你是我的骄傲，更是太原转型发展
中璀璨夺目的亮点所在。

纵有千言万语，却仍觉意犹未尽，只恨自己笔拙，
难以尽抒心中对迎泽的深厚情感。

虽说我还没走遍大美迎泽的诸多景点，还未深入
了解更多关于迎泽的人文故事与情怀，可这里的不少
地名都已牢牢装在我心里。比如，提到老军营，就想
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大营盘，似乎能瞧见太
原师范学院旧址院内，海校办公楼旧址和陆军墙遗迹
的独特风貌；还有原来太原府城的承恩门，曾因晋王
出行和迎接皇帝圣旨而得名，辛亥革命爆发时，见证
了山西新军夺取政权那血与火的历史，解放太原战役
中，它和太原城一同历经炮火洗礼，现在得以重现容
颜，那壮丽雄伟的城门，已然成了锦绣太原的新地标，
吸引着众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放眼未来，迎泽区的现代工业和高科技园区正逐
步建成；地下交通枢纽地铁 1 号线、地铁 2 号线也已贯
通太原全城东西南北，城市交通将实现质的提升。

在环境保护方面，迎泽区加大污水改造工程力度，
增加土地绿化面积，深化城中村改造，使得居住环境越
来越舒适宜居，营商环境也更利于青年人创业发展。

生于 太 原 ，何 其 有 幸 ！ 居 住 在 迎 泽 ，倍 感 舒 畅 ！
今天，就让我用这略显笨拙的笔尖，在纸上为你尽情
讴歌。白天，改造升级后的迎泽大街车水马龙、红旗
飘扬，一片热闹繁荣景象；夜晚，十里长街华灯璀璨，
座座地标性的高楼大厦流光溢彩，彩灯映照在汾水之
上，如梦如幻，美不胜收。太原人引以为傲的迎泽大
街，以崭新的面貌贯穿城东城西，直达西山脚下，那雄
伟壮丽的桥头堡更是成为人们竞相打卡拍照的新景
点呢！

古老的并州大地，底蕴深厚的首善迎泽，皆得益于
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深厚文明的熏陶。

朋友，千年府城迎泽欢迎你，这里既有深厚的文化
沉淀，又有令人垂涎的舌尖美味，你定会喜欢上南肖墙
的丸子、老鼠窟的元宵、双合成的点心、六味斋的酱肉，
还有那香飘四溢的宁化府陈醋。天冷了，到认一力来
一碗头脑、一笼烧卖，那滋味，一切都刚刚好！

12 月 1 日 ，农 历 十 一 月（也 叫 冬 月）初 一 ，难 得 双
“一”合璧，吉日，又逢周日，我们走山团成员们相约登临
崛山围山 。

节令将至大雪，天亮得愈发晚了一些。清晨 5 时 40

分出发，到崛山围山脚下刚好 6 时，天色漆黑，走在山径上
步履有些趔趄，神志有些恍惚，偶尔有登山者手持强光
手电，一晃一晃的光线耀得更是不知脚步的深浅。走
到崛山围山第三根电线杆时，天色还是混沌的，山路还是模
糊的。

天色的黑，突出了山下城市灯火的明亮。远处城市
的灯光星星点点，街道两边的路灯整齐有序。站在崛山围
山的半山腰上回望那片熟悉的土地，有种隔世的感觉，
而自己刚刚从那里走出，被窝里的余温还在周身留存。

今晨的天空格外地蓝，像一面巨大无朋的天幕，星星
出奇地多，平时看不到的各种星座都会出现，什么七勺
星、启明星，有名的、无名的，可谓繁星点点，群星荟萃，
整个崛山围山笼罩在星空之下。心下窃喜，幸亏起了个大
早，不然赖在温暖的被窝里，怎么可能欣赏到深邃夜空
的繁星呢。

记忆中，看到这样灿烂的星空要追溯到远去的童年
时代，在乡村生活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时期。炎热的夏
天，夜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凉快时，仰望星空是自然而
然的事。爷爷奶奶手持蒲扇，边摇动蒲扇边讲天上的故
事。冬天看星空往往在不经意间，比如下山赶集时走夜
路、到公社看电影回来时，夜空会用无数的星星伴随你、
照亮你，让你没有了丝毫夜行的畏惧和恐慌。回忆是不
能打捞的，一旦钩沉起来会如涌泉汩汩而出。

行至半山腰，听到了零星的鞭炮声响起，这应该是民
间风俗的体现。芸芸众生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会记起某
些特殊的日子，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像划破宁静的刀片，
打破了夜的宁静，让我也忽然清醒了许多。

在星光照耀下的山路上行走，但闻人语声，不见人踪
影，这是夜色所带来的神秘感。此时的崛 山围山是静默
的，像是在沉睡，又像 是 在 聆 听 。 聆 听 走 山 人 的 脚 步
声、呼吸声、心跳声……这些声音带着人类的生存和生
活 密 码，对崛 山围山是有益的。舍利塔高高地矗立在山
顶，给了崛山围山以禅意，只有人的行走才能赋予崛山围山
以人气。

攀爬过程中，忽有一种登天的感觉。由于穿着厚重
的衣服，步履明显迟滞，不像夏日那样轻松地跨越每一
个台阶，脚步踩在台阶上的声音都是沉实的、疲沓的。
满天的星斗在招手，俏皮地眨着眼睛，一颗特别亮的星
就像一盏明亮的灯，悬挂在庄头村的上空，仿佛在热情

地招呼着：“上来一起玩啊。”我心里暗想着：“你们能这
般照耀着我，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要邀我上去玩，可真
是做不到啊。”

夜色一点点褪去，山路一点点地清晰了，天空繁密的
星星也隐去了身影。回头一看，原来星星都落在了庄头
村，把天空让位给了即将冉冉升起的太阳。

今天的日出格外地壮观，东山上先是一片殷红，持续
时间较长，就像剧团演出前炒场子一般，锣鼓钹铙一阵
响，把人召集进场。再是一片浅黄，浅黄是最没有诗意
的，就像演员还未出场，观众静等的过程。然后日出的
地方又一次燃烧起了绛红色，浓墨重彩的太阳一点点露
出了头，硕大、滚圆。

太阳出来了，崛山围山上的事物活泛了起来。小鸟在
萧瑟的林间细声细气地啁啾，松鼠在山崖上你追我赶地
乱窜。走山人披着熹微的晨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满
血复活地行走在山道上。

去年 11 月，我离开温暖的广州，来到太原，开启 4 个
月的工作之旅。原以为只是一段寻常的时光流转，却没
料到，太原的冬天如同一本韵味悠长的书，越翻阅，越让
人着迷。

初到太原，正值寒冬，凛冽的北风呼啸而过，那股子
冷意直往骨子里钻，和广州的气候差别极大。清晨，天刚
蒙蒙亮，街道上行人还稀少，就有阵阵热气从街边的早餐
店飘出。我裹紧棉衣，好奇地跟着公司的“太原通”走进
一家老字号，去探寻那传说中的头脑。时间尚早，这家老
字号店内却已坐满了人，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唠着家常，
格外温馨。一碗头脑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中，药香、肉

香交织在一起，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我学着邻桌食客
的样子，轻轻搅拌，舀起一勺放入口中，先是那醇厚的汤
汁在舌尖散开，接着绵软的羊肉、脆嫩的莲菜依次呈现，
口感层次丰富极了。随着这一口口的吞咽，暖意从胃部
缓缓蔓延，仿佛在身体里燃起了一团小火苗，将寒冷一点
点驱散。听说头脑是傅山为母亲研制的，我不禁对这道美
食肃然起敬，它承载的不仅是独特的味道，更是太原人代
代传承的孝道以及对生活的热爱。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
像触碰到了太原这座城市深厚文化底蕴的一角，也对即将
度过的这个冬天多了几分期待。

羊汤，同样是太原冬日里的暖心宝藏。有一次加班
到很晚，饥寒交迫时，街边一家羊汤馆透出的灯光和飘出
的香气吸引了我。推开门，暖融融的气息扑面而来。我
要了一碗羊杂汤和半斤葱花烙饼，看着老板熟练地从大
锅里舀出奶白色的汤，撒上葱花、香菜，再放上切好的羊
杂，一碗羊杂汤就上桌了。只看羊汤的色泽就诱人不已，
轻嗅一下，鲜香扑鼻。喝上一口，浓郁的汤味在口腔中弥
漫开来，羊杂煮得恰到好处，鲜嫩又有嚼劲，每一口都饱
含着醇厚的肉香，再加上胡椒粉带来的微微辛辣，让我整
个人都热乎起来，寒意全无。

冬日午后，阳光努力地穿透云层，洒下丝丝缕缕的暖
意，给城市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我喜欢在这样的时
光里，漫步在太原的老街老巷，去探寻那些藏在市井深处
的烟火气息。路过一家家面食店，那玻璃橱窗里摆放着
的各种面食，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让人目不暇接。
有一回，在一排平房间，我瞧见一位大妈正在家门口摆弄
着刚做好的花馍，那模样别提多精巧了，别致的造型，有
花朵、有动物，栩栩如生。大妈瞧见我好奇的目光，热情
地招呼我进去，听说我是南方人后，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
花馍的制作过程，从揉面、发面到捏造型，每一个步骤都
饱含着她对生活的用心。大妈还让我走进屋里，箅子上
摆满了像元宝一样的饺子，她说，后天家里要办喜事，这
些都是为后天来的客人做准备的。我顺着大妈的手往里
屋 一瞧，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中，包着饺子。
在广州，虽然美食也众多，但这般的面食盛宴，却有着别
样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站在一旁看着，仿佛也成了这
个大家庭的一员，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面食对于太

原人来说，早已不仅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亲情的寄托，
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温暖味道，也让我对这座城市的生
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融入。

要说太原冬天最让我惊艳的景致，非柳子沟的冰挂
莫属。一个大雪过后的休息日，我随着本地的同事前往
柳子沟。刚踏入那片天地，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
不出话来。原本灵动的溪水，在冬日严寒的魔法下，变成
了一片冰挂的世界。那冰挂形态各异，沿着崖壁、树枝蔓
延生长，有的宛如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倒挂半空，剑
尖直指地面，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清冷的寒光，透着
一种冷峻而磅礴的美；有的则似层层叠叠的珠帘，从高处
垂落下来，晶莹剔透，仿佛是仙女撒下的水晶帘子，微风
拂过，似乎还能听到那清脆的声响。我小心翼翼地穿梭
在这些冰挂之间，伸手触摸着它们，冰冷的触感从指尖传
来，内心为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折服，满是对太原冬天的
赞叹与喜爱。这种独特的冬日景观，怕是只有在太原这
片土地上，在这寒冷的冬季里，才能有幸目睹，它就像是
太原冬天的一张绝美名片，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去年第二场大雪后，我慕名前往蒙山。一路上，白雪
皑皑，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白色覆盖，静谧得只剩下脚下踩
雪的“咯吱”声。当蒙山大佛映入眼帘时，我震惊了。大
佛庄严肃穆地屹立在山间，身上落满了洁白的雪花，像是
披上了一件圣洁的袈裟。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落在大
佛的眉眼、肩头，却丝毫不影响那慈悲祥和的神态，大佛
就那样静静地俯瞰着这座城市，仿佛在默默守护着生活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守护着太原的岁岁年年。我站在大
佛脚下，仰头凝望，心中一片宁静祥和，尘世的喧嚣、工作
的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与这
座城市的距离更近了，仿佛已经真正成为了她的一部分，
感受着她的历史、她的温度、她的灵魂。

在太原的 4 个月，我品尝着独具特色的美食，欣赏着
别具一格的冬日美景，感受着太原人热情质朴的情谊，从
最初对这里的陌生与不适，到深深融进了这座城市的生
活节奏，爱上了太原的冬天。太原用她独有的方式接纳
了我这个异乡人，我与她 之间的故事，值得我用心去感
受、去融入、去珍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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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的太原，寒风凛冽，似在无情地宣告着什
么。下午 5 点多，带着孩子外出归来刚坐下，不经意间瞥
向手机，“迦陵门下”微信群里小师妹的一则消息如同一
记重锤砸向心头：“师兄师姐们，我听说先生走了。”刹那
间，心里咯噔一下，脑子一片空白，不愿相信，也不敢相
信，只盼着这是一则假消息，赶忙拨通陆有富师兄的电
话去核实。可那残酷的现实还是来临了，陆师兄告知，
下午 3 点，先生已然辞世。挂了电话，默默走进小书房，
关上门，眼泪便如决堤的江水，怎么也止不住。敬爱的
叶嘉莹老师，那风雅无双、堪称“诗词女儿”的先生，走过
了整整一百年的人生旅程，却终究没能在这寒冷冬日战
胜病魔，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回溯过往，2010 年秋，我正式前往南开大学跟随先
生攻读博士。还记得 2010 年 3 月 20 日上午，刚结束南
开大学博士笔试的最后一门课程，先生就委派助理张静
老师通知我们，说想见见报考她博士研究生的几位学
生。那一瞬间，我们几个考生激动不已，对于能否考上
南开、投入先生门下，本就没太多把握，可单单能见先生
一面，便觉此行已然无憾了。

下午，大雪纷飞，我们早早等候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门口，古有程门立雪，今有叶门立雪，当时还暗自思忖，
这或许是个好兆头，说不定能有幸进入先生门下呢。一
颗心期待又忐忑着。不久后张静老师将我们带到了先
生的寓所——南开大学西南村 8 号公寓。屋内陈设简

单，却满是书籍，彰显着主人的志趣所在。那时的先生
已然 87 岁高龄，可精神矍铄，坐在椅子上与我们亲切聊
天，还问了些诗词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回答得不尽人
意，一来硕士论文是以明清文人年谱为研究对象，并非
主攻诗词方向；二来太过紧张，大脑空白，说话都结结巴
巴的。在先生面前，我们就如同小草仰望参天大树、微
尘之于泰山般渺小。离开先生家后，我心情复杂，既为
见到心中敬仰的先生而激动，又因初次“面试”表现不
佳，觉得很难再有机缘见到先生而惆怅。

然而，两周后笔试成绩公布，我竟排名第一，怀着激
动的心情给先生发了邮件。先生很快回复说，已返回温
哥华，无法参加我的面试，还鼓励我好好努力，认真准备
复试，期待 9 月相见。在先生的鼓励下，我用心准备，顺
利通过面试。我深知自己资质愚钝，能忝列先生门墙，
全赖先生的接纳与教导，心中满是感激。

叶嘉莹先生授课时，那真是神采飞扬、气度不凡，语
言清晰婉转，恰似黄莺出谷。衣着虽不奢华，却简洁高
雅，正如诗人席慕蓉所言：“叶老师站在那里就是一首
诗。”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陶慕宁先生也说过，先生走
路、说话乃至端茶的姿态，皆是典型的名门风范，而在先
生身上，更承载着传统士大夫的担当、坚毅与博大精神，
时刻以天下为己任，以家国为中心。

《论语》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生
一生历经诸多忧患，却始终屹立不倒，成为备受仰慕的

诗词大家与教育大家，根源便在于那坚毅的个性与伟大
的人格。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贡献堪称卓越，她从中
国传统文论的比兴寄托出发，提出“感发”一词，强调“读
诗可以使人的心灵不死”。在当今时代，古典诗词的价
值常遭质疑，可先生指出若能真正读懂诗词，便能与陶
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人结为精神之友，从古人那里汲取
智慧，助力自身人格与心性的养成，这实则是对“诗可以
兴”在当代的精妙阐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
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先生从古典诗词中汲取
营养，历经忧患却不改初心，弘教不辍，还提出“弱德之
美”，那是逆境中的坚守、热烈中的清醒、躁动中的自持，
恰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也彰显着整个
民族顽强坚韧的志意。

《论语·里仁》又提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先生一生生活俭朴，却将平生积蓄以及北
京、天津的房产出售，把款项悉数捐给南开大学，用作教
育基金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者采访这一善举
时，先生平淡且略带不满地表示本不想公布，是校友会说
出去的。当被问及是否很有钱时，先生回应自己是辛苦教
书，早年还过着困苦生活，睡过人家走廊，强调人格心性
的修养在于内心的坚强与自足，而非依赖外在财富。这番
话语尽显先生境界之高远、德行之高尚、志意之宏远，这
般胸襟与境界正是古代士大夫担当与责任在当下的生动
体现，称先生为“穿裙子的士”，再恰当不过了。

如今先生虽已离去，可她的精神与品质永远熠熠生
辉，激励着我们前行。她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必将被永远
传承。就如她《浣溪沙》中所写：“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
易老梦偏痴，千秋犹待发华滋。”先生已然将诗词的种子
播撒在每一个热爱诗词、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人的
心田。

崛 围山日出（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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