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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马妍

4月 6日 10时整，常年在北京工
作的韩石打车经过新华广场时，正好
听见那一声声让他魂牵梦萦的报时
钟声，他特意让出租车司机开得慢一
些，想再多看几眼位于新华广场东侧
信息大厦楼顶上的那座景观塔钟，再
听一听那久违的钟声。

据韩石介绍，他以前一直跟着父
母居住在新华广场南侧贝尔路十八
号院（现已拆迁）。“那会儿我们家住
的楼正好能看见这座塔钟，所以家家
户户都买时钟时，我们家就没买。”韩
石说。

“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了北
京。刚结婚那会儿回来探亲，一出火
车站就能看见塔钟，只要看到它我就
知道到家了。坐在父母家，还总能听
到塔钟准点报时，感觉特别亲切，仿佛
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后
来有了孩子，我回来的机会就少了。

特别是父母搬家后，就算回呼市，去新
华广场的机会也不多。再后来听家人
说塔钟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聊起这
个话题时心中难免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感。没想到这次回来又听见了这久违
的钟声。”韩石激动地说。

听到韩石的感慨后，出租车司机
王先生说：“过去不少人都会根据这
个塔钟来安排生活，我们也早已习惯
了那清脆钟声的陪伴，特别是我们跑
车的，有多少人是听着这钟声工作
的。可是前几年有挺长时间没有听
到它的响声了，最近一两年才又重新

修好……”
信息大厦目前的产权公司为内

蒙古祥嵘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据
物业经理郭二子介绍，信息大厦建于
1983年，大厦建造时安装了塔钟，但
是原有塔钟在1997年被更换了。

郭二子的说法得到了烟台持久
钟表公司内蒙古大区经理张利茂
的证实。张利茂说：“我当时接到
公司指派来到呼和浩特，了解情况
后得知原有塔钟年久失修出现破
损。当时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50周年前夕，由呼市政府出资对信
息大厦顶部塔钟进行更换，并在
199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50周年
大庆前安装完成。”

自1997年被安放至今，这座塔钟
已经矗立在大厦顶部近27年。2024
年新年跨年夜当天，在耀眼的彩灯的
照射下，老塔钟与一旁的投屏时钟相
互辉映，给跨年夜广场上的人们带来
极大的震撼。人们纷纷在塔钟和投
屏时钟前倒计时，一起奔赴2024年。

新华广场处于呼和浩特市中心
繁华地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是
人们游览、留影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镌刻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也承载了很
多呼市人的情感寄托。但不知从何
时开始，这台塔钟停摆了，而且一停
就是十多年。2021年7月，家住呼铁
局家属院的热心市民魏老先生曾两
次拨打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市长热
线，提出修缮塔钟的诉求。很快，关
于塔钟修缮的“接诉即办转办单”被
转办到中山东路街道办事处。

与此同时，很多生活在新华广场
附近的市民也表示，成为城市地标的
老塔钟停摆很可惜，希望还能听到它
悠长清脆的报时钟声。面对这样的局
面，通过时任中山东路街道办事处武
装部部长李俊标（现任锡林北路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和中山东路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萨如拉、张霞等人的多次

协调和奔波，历时一个多月后，到2021
年9月，塔钟终于又恢复正常工作，不

少路人纷纷停下脚步，欣喜地聆听着

这久违的钟声。
“塔钟内的机械全部老化，电机

与电子电容等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损坏。经过多方联系协调，新城区政
府给予了资金保障，并得到现产权管
理方内蒙古祥嵘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的支持配合。我又千方百计查
找到塔钟原生产厂家的维修分支机
构，更换了钟表马达、驱动、控制等多
个系统，才对塔钟进行了彻底修理。”
李俊标介绍说。

建筑是时代的镜子，是城市的名
片，是人们寻路的地标，也是一种带着
城市文明与神韵的时空存在。随着时
代的发展，呼和浩特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地上地
下焕然一新，呼和浩特早已变了模

样。现如今，景观楼上的塔钟已被修

好，它那清脆悠长的声音再次回响在

呼和浩特的上空，这是青城人记忆的
苏醒，也是人们情感的共鸣。

记录历史，展示文化，载托情
感……这或许就是塔钟于青城人的

独特意义和价值。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璐
最美人间四月天。一到春暖花

开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外出去欣赏美
妙的自然风景。由远方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路上风景》让读者足不出户，
就能看遍路上的风景。这是一本游

记，但也不仅仅是游记。作者用她细
腻的笔触，带读者踏上旅程，追寻每
一个她落过脚的地方。

正如书名所写，本书中有着美
丽的风景。作者借鉴了库尔曼·塞
萨尔在《旅行者的悖论》中提到的游
记的起源和共性的研究，将游记的
核心理念——感知与理解世界，置
入本书的主题核心位置。在把旅行
写成游记的过程中，作者运用了敏
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游走在
风景、历史和人文之间，力图展现出
旅行的丰富饱满。

此外，这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关
注点，遥相呼应通史学家福山在《历史
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提述的历史文
化的传承与重现主题。作者通过亲历

的方式，寻访名胜古迹、追踪历史脉
络、探寻文明文化，传承时代精神，以
此提醒读者珍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呈现方式上，文字和图片恰到好
处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整部作品既有
诗一般的优美，又带着一种独特的生
动感。它充满了对于路上未知的渴
望，对于生活中细微之处的观察，也
展示了作者一路走来的种种体验和
所得。值得注意的是，《路上风景》采
用了融合出版的方式，使用武汉数传
的RAYS平台，为本书配置了配套视
频、图文，其中，有作者精心录制的图
书推荐视频和作者简介，有书中收录
的作者创作的歌曲作品的配套视频，
有作者的摄影作品展示，大大丰富了
读者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在笔尖下，

还是在镜头中，作者均留下了自己的
所见、所闻、所感。在阅读中，读者可
以寻找并认识一个个不平凡的世界。

总体来说，《路上风景》是一部
充满了自然风景、心灵风景与文学
风景的书籍。作者以其敏锐的观
察、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的叙述，
带读者游览一路风景。期待每位读
者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旅
程，找到那些极具感染力的风景，以
此感悟人生真谛。

带你看遍路上的美丽风景

塔钟：镌刻在青城人记忆里的光阴
“当……当……当……”走到新华广场周

围，您是否会停下脚步，来细细聆听那清脆悠

长的钟声，是否会被那钟声勾起尘封的记

忆？位于新华广场东侧的信息大厦建于

1983年，自大厦建成投入运行后，楼顶的那

座塔钟就在默默地转动着，并逐渐融入了青

城人的生活。曾经，很多人根据塔钟的钟声

来安排一天的生活。现在，很多人在这钟声

中找寻过去的生活，寻味曾经的记忆。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城市记忆

塔钟 镌刻青城人的记忆

塔钟 青城特殊老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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