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家乡西安，尤其是城墙，

我要用晚年时光为城墙做好宣传。”

8 月 19 日，谈起与古城墙的故事，冯生玉

说，自己最快乐的事，就是每年为西安古城墙写

春联，用书法的形式把古城墙历史告诉更多人。

今年80岁的冯生玉，家住西安市蓝田县，打小

就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

是拥有一本书法字帖。

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的冯生玉省吃俭用好几个月，

才买到了一本老旧泛黄的字帖。他将字帖视如珍宝，每天

带在身上，没事就拿出来临摹，长期不懈的努力，练得了一

手好字。走上工作岗位后，他经常承担替单位写宣传标

语、春联等工作，文字功底得到磨砺。

2006 年，得知西安首次向社会公开征集城墙春联，

冯生玉顿时来了兴趣。“城墙是古城西安的重要地标，我

要是能为它写一副春联，那是怎样的自豪呀！”冯生玉说。

2016年的春节对于冯生玉来说，是人生最难忘的日

子。这年的春节，他创作的西安城墙春联被挂在了尚德门

两侧。这副春联以“尚德”二字为题眼，上联为“时泰景和，

崇贤尚德门风泰”，下联为“日新月异，纳福迎春世道新”，

表达了对古老城墙纳福迎春的美好祝愿。

为创作这副春联，冯生玉前前后后构思了半个多月，

先后撰写了几十副作品，但都不尽如人意。“为城墙写春联

跟普通春联不一样，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多了一份使命

感。”他说，普通家庭用的春联多求平安福气，而城墙上的

春联，不仅要体现出新年的祈愿，更重要的是要把古城西

安的历史融入其中，让更多人了解西安、热爱西安。

自西安发起征集城墙春联活动开始，冯生玉每年都

积极报名参加。为创作出更有感染力的作品，他隔三差五

就登上城墙，观察古城西安的变化，有时还会到城墙脚

下的环城公园与锻炼身体的老人们一起聊聊，在共同回

忆中找寻创作素材。

“虽然家离得很远，但是我的心却与城墙很亲很近。”

冯生玉说，每当站在城墙上，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的西安，就会“唤醒”幼年时的记忆。多年来，冯生玉共

创作了几十副春联作品，其中有些被西安城墙、钟楼等

景点采用、收藏。

2020年春节前，西安城墙春联征集部门邀请冯生玉

参加春联主题商议工作。接到邀请后，他立刻投入创

作，最终写下“千载联盛世·年韵满长安”的主题，赢

得连连好评。

“参加春节写春联活动，不仅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

趣，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冯生玉

说，他将继续通过一联一对传递好对西安的盛世鼎赞，

讲好古城西安的故事，让五湖四海的人感受到古城的

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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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下这一件件故事，虽细小琐碎，却丰

富有趣，是那个时代真实投射的背影，是历史

写照的真实再现。”作为一位老西安人，朱文杰

退休后喜欢走街串巷，发掘西安的老故事，致

力于为这座古城留下文字记忆。

今年 75 岁的朱文杰是国家一级作家。

平日里他兴趣广泛，喜欢剪纸、集邮、绘画、

摄影，出版有《记忆老西安》《长安回望》《吉

祥西安》等作品集，曾任《西安城墙（文化卷）》

主编。

“退休后，反而焕发了我写作的青春，仅出

版作品就有千万字。”朱文杰说。

打小就生活在西安的朱文杰，早年居住在

位于西南城角的四知村、白鹭湾，自称“西头的

娃”。2008年退休后，他的足迹从儿时居住地

铺展开来，向西安城的角角落落延伸。十多年

来，他以“亲见、亲闻、亲历”的写作方式，追寻

老西安一条条街巷、一个个老建筑的前世今

生，把老西安的街道历史、风貌变迁、名人轶

事、市井生活串成鲜活的记忆……至今，《记忆

老西安》已出版四卷，共计200多万字。

在柏树林走访挖掘过程中，朱文杰听到一

件趣事：1964年，家住柏树林的一位吴姓先生

在家中发现价值连城的四颗夜明珠，传说一颗

就值6亿元，这件事被记入《文史拾趣》。为确

认此事真伪，朱文杰反复在网上搜索相关信

息，后又向文博界朋友请教，最终确认为是编

造的传说。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仍写进《柏树林》一文

中，以见证我在挖掘西安历史上所走的弯路，

也庆幸我一直抱着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所见的

一切。”朱文杰说。

“西安城墙是西安的灵魂之地，它本身就

是一种文化存在。”童年及青年时期的经历，让

朱文杰对西安城墙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生命

依恋。对他来说，西安城墙是深植于心中最

大的骄傲，是他向外地朋友夸耀西安的第一

谈资。

身为《西安城墙（文化卷）》的主编，朱文

杰聊起西安城墙有说不完的话。编撰期间，

他寻找适合的作家创作了百万字有关老西安

的作品，自己创作的约 6 万字作品也收入该

书，其中的一些故事成了他写《记忆老西安》

的“养料”。

朱文杰回忆说，儿时在西安城墙上有人

放羊，有人将城砖取走盖房，还有人干脆在

墙体上挖洞造屋居住。他曾就读的私立东

西甜水井街小学位于含光门内，彼时他和伙

伴们经常沿马道上城墙。那时有个叫“过城

门”的小游戏，小伙伴们分成两排，手拉手你

唱我答。守城的唱着问：“城门城门几丈高？”

要过城门的答：“八十八丈高。骑马带刀，让

我小孩过一过。”于是，守城的挥手放行。

“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能感觉到浑身上下

洋溢着当年青春年华的朝气蓬勃和意气风

发。”朱文杰说。

“中国的历史文化看西安，我以为第一就

是看西安的城墙。”2016年，西安城墙的南门作

为春晚分会场外景地，惊艳了全国。这让每一

个深爱西安城墙的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如今，

在空闲时，朱文杰仍会登上城墙欣赏城市景

色，俯瞰城内文庙、碑林博物馆的雄浑厚重，感

悟城墙与护城河、环城林带形成的三位一体保

护体系和特殊景观。

“老西安故事的记录是抢救性的，能抢一

点是一点。”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一路前行，有

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老街巷逐渐消失，为了让

读者更好地感受鲜活的记忆，朱文杰计划从西

安古建文化展开新一轮的抢救性发掘，为后人

留存记忆。

“奶奶，您这是画的什么呀？”

“这叫‘雁塔晨钟’，是关中八景之一。”

8 月 17 日，在西安南城墙内的碑林博物

馆西侧，记者见到了正在摊位上绘画的80岁

民间画家汤自芳老人。老人因为经常在扇

面上画画，被网友和游客亲切地称为“扇子

奶奶”。

汤自芳年轻时在一家玉石厂做雕刻工，因

为喜欢画画，打二十岁开始自学，几十年如一

日坚持不懈。退休后，家里就剩她和老伴，于

是闲暇时她就在外面画画。

“我在这画画也是为了‘玩’，年纪大了

就想找点事做，就图个高兴！”汤自芳说，之

前在书院门旁边的文化街画画，因为街上

文化气息浓厚，每天还可以和大伙一块儿交

流交流。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搬到了碑林

博物馆旁边。

“我以前主要是画国画，后来摆摊就开

始画扇面。画一把扇子要花一个多小时，

也不为赚钱，只要有顾客认可心里就很高

兴。”汤自芳说，除了画扇面，自己还画小幅

面的画，方便喜欢的游客带回家装框挂在

家里。

汤自芳的摊位正对着南城墙，游客络

绎不绝，每天都会有游客驻足看她画画，

在惊叹于她的高超绘画技艺之时，会和她

闲聊，询问关于城墙的历史故事，每次她

都会放下画笔耐心地讲述。

“现在的城墙和我年轻的时候可真是

不一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墙破损比

较严重，这些年在政府部门的修缮下，城墙

已是焕然一新。”作为地地道道的“老西安”

人，汤自芳小时候经常与伙伴们在城墙上玩

耍。说起城墙的变化，老人感慨万千。

汤自芳回忆说，上世纪 80 年代，时任

西安市长张铁民勤政亲民，组织带领市民净化

脏乱差的城市环境，维修破败不堪的城墙，

清理污浊淤塞的护城河，让古城西安重焕光

彩，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明古都。

“现在有许多老人在城墙下唱歌跳舞、

锻炼身体，也有年轻人在这边创业开店。要

说起这些变化，真的要感谢‘铁市长’，他是

真真切切地造福了西安市民。”汤自芳说，现

在城墙周围修得像公园一样，各种历史文化

景点应有尽有，每天都有游客穿行其中，文

化商业气息很浓厚，很好地展示了西安城的

悠久历史文化魅力。

如今的西安城墙，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

人，正在深情地讲述着“活”历史，点亮一代代

人的记忆和梦想。

“每个西安人都有关于城墙的记忆，这里

承载着我们年轻时的岁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

人可以走进这里，感受古城墙的魅力，让城墙

的故事一直延续下去。”汤自芳说。

“城墙是古城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也

是我们友情的牵挂，它让我们成为一家

人。”9 月2日，提起西安“城墙缘”团队，

发起人郑淑玲打开了话匣子。

退休前，郑淑玲担任城墙中山门广

场管理员，对城墙有着很深的感情。

每年秋天，城墙下的广场都会有大量

的银杏树落叶，她就把这些好看的叶

子摆成各式各样的图案供市民观赏，

由此结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城墙爱好

者，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城

墙故事。

2021年11月22日，在一次城墙银杏

落叶观赏活动中，郑淑玲把大家聚在一

起，提出了组建团队的想法，众人纷纷赞

成。于是，13位平均年龄63岁的老人成

立了“城墙缘”团队，一同探寻西安城墙

的历史。

“之所以叫‘城墙缘’，除了感恩

我们因城墙而结缘，还因为大家各自

都有与城墙有关的故事。”团队成员

韩存枝说。

71 岁的韩存枝是团队里年纪最长

者，也是一位城墙摄影爱好者。从2007年

有了拍摄城墙的念头后，光阴荏苒，

16 年来她先后用6台照相机拍摄了6万

余幅西安城墙照片。她拍摄的作品

《让世界了解西安》多次被西安城墙管

委会借用展出。

起初，团队只是抱着开心生活的

态度，每周相约登上城墙，通过拍摄、

写日记等形式，记录城墙的变化和晚

年精彩生活，但一名游客改变了大家

的想法。

在 2021 年底的一次团建活动中，

大家遇到了一位南方来的李姓女游客。

小李是一位旅行爱好者，第一次来西

安，面对壮观的城墙赞不绝口。她说，

西安城墙城门众多，如何了解每一座城

门的故事，是她此行一直思考的问题。

得知小李的需求后，“城墙缘”团队

行动起来，大家陪着小李边走边看，从城

墙修复、护城河清淤、环城公园改造等细

致讲解，几名团员还拿出全运会、奥运会

时的城墙照片让小李欣赏。

大家声情并茂的讲解，不仅赢得了

小李的好评，一些游客甚至还误把她们

当作了专业讲解员。

“这次经历后，大家提出了转型的

想 法 。”团 队 成 员 木 榕 说 ，看 到 游 客

如此“捧场”，大家决定免费当好城墙

“讲解员”。

从那之后，团队成员经常在城墙上

为游客指路、讲解、帮忙拍照，一些游客

在得知她们的故事后，还特意联系预约

“讲解”，这让大家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

快乐。

“游客越喜欢听，我们就越爱讲。

把西安城墙和古城西安的故事讲给大

家听，这是件幸福而自豪的事。”团队成

员任雅娟说。

为进一步做好“讲解”工作，大学退

休教师王莹还与丈夫一起收集了很多与

城墙有关的诗词、语句，在讲解时分发给

游客，让大家感受城墙的文化魅力。

“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多

了解西安城墙的故事，爱上古城西安。”

王莹说，自团队成立以来，大家先后免费

为上百名游客提供过“讲解”，此外还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

2022年5月，团队成员王海峰、刘雪芬

在环城公园遛弯时，碰见了一位年过

七旬的老人。老人说，“六一”儿童节快

到了，自己最想陪孙子一起度过。

“每年儿童节，孩子们都会由父母陪

着去电影院、游乐场玩耍，老人想在今

年和孙子过一个属于爷孙俩的儿童节。”

王海峰说，经过大家集体商议，决定帮

老人完成心愿。

组织人员、协调场地、策划活动……

为办好这次特殊的庆“六一”活动，团员

们个个忙得不可开交，有的团员还特意

从家里带来了篮球、沙包等玩具。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这次活动办得很圆满，吸

引了许多老人、孩子参加。

“我们想把晚年有限的时间用来做

有意义的事，快乐他人、开心自己。”团队

成员刘乡梅说，大家还一起参与过夏天

给城墙安保人员“送清凉”、轮流照顾独

居老人等公益活动，在奉献爱心的同时，

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城墙让她们成了一家人
——记西安“城墙缘”团队

□ 记者 殷博华 文/图

冯生玉和西安城墙春联的故事

朱文杰笔下的老西安记忆

“扇子奶奶”的城墙记忆

□ 记者 闫智 文/图

□ 实习记者 李济朴 记者 殷博华

□ 记者 殷博华

朱文杰在家中

实习记者 李济朴 摄

“城墙缘”团队部分团员合影

冯生玉与他的书法作品 受访者供图

“扇子奶奶”汤自芳在城墙根下画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