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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巧，同煤集团又出了一位民间文学家。 早就听说同煤集

团晋华宫矿工资科有一位叫任学良的人，自学成才，利用业余

时间走遍了云冈峪的山山水水，搜集民间故事和传说，颇有硕

果。35年前，我也是在大同煤矿集团（原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

工作，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在云冈沟到处采风，然后编成故事，

自娱自乐。 众所周知，我现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专业户”。

感谢上苍，任学良现在的工作环境、政治环境、生活环境和我

当时相比是天壤之别，强我一百倍。

任学良把他的心血汇集成册，在正规出版社出书，这在我

当时写书的时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据说矿领导及工会领

导对他特别支持，格外地厚爱，生活上关心，精神上鼓励。 晋华

宫矿是我生命的摇篮，事业的起点，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亲戚，

现在晋华宫矿又出来一位民间文学家， 走我当年没有走完的

路，是巧合，是天意，还是国运昌盛给我们带来的佳音。

今天，任学良把他的书稿清样送给我，我捧着还带着油墨

香味和体温的书稿激动万分。 他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以云冈石窟和晋华宫矿附近区域的线索为主， 文字通俗，流

畅，清新典雅，是来自最基层作者的上乘之作。 其中不乏具有

民俗、文化、历史、地理极高研究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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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们正迈进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来之

不易的盛世。 盛世可以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盛世也需要文

化来记录和反映。 我希望同煤集团多出一些像任学良这样的

“基层学者”。提醒大家热爱、继承、传承民族、民间的优秀文化。

任学良是我的继任者， 也是开拓者， 他身上有矿工的影

子，也有我的记忆。 矿山这座大熔炉，出煤，也出钢，更出人才。

以此为序，感谢培育我的晋华宫矿和工友们。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常嗣新

201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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