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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陈文静区县观察·荣昌

荣昌取“繁荣昌盛”而得名，雅称“海棠香国”，距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建县已有 1265年历史。明洪
武六年（公元 1373年），取古昌州和荣州（今自贡一带）首字，设立荣昌县，距今得名650周年。2022年，获评
重庆市级历史文化名城。

自6月 18日起，荣昌将举行为期7天的“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活动，讲述荣昌千年历史特色文化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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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非遗城 繁荣昌盛地
6月18日—24日，请来市级历史文化名城看——

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
的古道水网，不仅使荣昌成为巴蜀文
化的交流融合之地，也使荣昌成为重
要移民集散地。

明清时期，荣昌因交通便捷、山
少田多、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成为

“湖广填四川”重要聚集地和中转站，
“首领渝西，名冠全蜀”定位了荣昌在
“填川移民”中的重要作用。境内“五
方杂处”的移民，带来了多元文化因
素的融合创新，为荣昌后来乃至当今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丰厚的历史文
化基础。

明初以来荣昌人口众多，位居全
省前列。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争之后，
四川人口锐減、耕地抛荒、社会经济
破坏现象极为严重，《康熙三十三年
招民填川诏》鼓励从湖南、湖北、广东
等地移民入川垦荒。从各地进入重
庆地区的移民要迁往川西、川西南，
除长江水道外，陆路多经过荣昌。根
据嘉庆初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结束不久时的统计，以荣昌、永川、大
足三县为中心的渝西区域，一跃而成
为重庆府首屈一指的人口密集区；其
所开垦的田亩数已占到重庆府的
41.76%。在当时重庆府所辖的18个
州县中，渝西区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随着清代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
发展，移民带来的生产经验和智慧，
推动了生产关系的一些改变和整个
社会经济的活跃，创造出了以荣昌
猪、荣昌陶、荣昌夏布、荣昌折扇“荣
昌四宝”为著名品牌的荣昌经济特
色。

抗战时期的中央畜牧实验所、中
央血清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落户
荣昌，使荣昌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教
重地。三线建设时期，荣昌区作为成
渝公路沿线工业遗产集聚带上的重
要节点，永荣矿务局、华江机械厂、益
民机械厂等大放光彩，为荣昌的工业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移民文化包罗万象，内涵丰富。
发展至今，荣昌形成了以填川移民文
化为统领，客家文化、折扇文化、夏布
文化、陶文化等为补充的文化氛围。

唐德宗贞元年间，贾耽为相，著《百
花谱》，书中誉海棠为“花中神仙”。此
后海棠作为观赏植物的地位与声望日
益突出，宋代达到顶峰，出现研究海棠
的专著《海棠记》和《海棠谱》。

地接巴渝据上游，棠香自古属昌州。
新红屡乞春阴护，嫩绿徐看翠叶浮。
百里芬芳风遍拂，一亭浓淡雨初收。
坡公旧梦黄州记，多少词人递唱酬。
这是清代诗人谢金元所作《棠堰

飘香》。
要说荣昌文化的影响力，海棠当

属之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古代文
人对海棠花有香无香的争议。

海棠花姿潇洒，花开似锦，自古
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素有“花中
神仙”“花贵妃”“花尊贵”之称，皇家
园林中常与玉兰、牡丹、桂花相配植，
有“玉棠富贵”的意境。唐明皇李隆
基曾将海棠比作杨贵妃，并留下了著
名“海棠春睡”典故。

但古代文人普遍认为海棠无香，而
又有部分文人则认为海棠有香，南宋诗
人杨万里诗曰：“老子侵星起，蜂儿先我
忙。渊才无鼻孔，信口道无香。”

唐贾耽所写的《百花谱》是关于
昌州海棠独香的最早文献记载：“海
棠为花中神仙，色甚丽，但花无香无
实。昌州产者，有香有实，士人珍为
佳果。”

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舆地纪胜》
记载：“昌居万山间，地独宜海棠，邦人
以其有香，颇敬重之，号海棠香国。”

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记载：
“世谓海棠无香。西蜀潼川府所属昌
州而海棠独有香。故昌州号曰海棠
香国。州治前有香霏阁。每花或二
十余叶。香气浓郁。”

有关海棠有香无香的争议，在中
国文人中持续了上千年，而“天下海棠
本无香，独昌州海棠香气扑鼻”的荣
昌，则因这一文化现象而声名鹊起。

海棠由此也成为荣昌独特的文化
符号，荣昌八景之首的棠堰飘香就在
吴家铺（吴家镇）。同治《荣昌县志》
载：“在吴家铺，县北一百二十里，堰有
香霏阁，阁下有香霏桥，古名胜也。”

时至今日，海棠仍是荣昌种植面
积最大的花卉，总面积超过10万亩，
几乎城区的每个公园、每个小区，都
能看到海棠。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
视文艺的开拓者、央视“春晚”的始创
者、荣昌的女儿邓在军，推出纪录片
《故乡的海棠花》、著作《海棠花前》等
作品，均是以海棠花为背景，讲述海
棠儿女浓浓的爱国情、家乡情。

在荣昌历史文化展览馆，二楼专
门设有一个沉浸式体验空间“海棠香
国”，恣意绽放的海棠，在风中、在雨
中、在夜晚、在荣昌的历史天空中满
天飘舞。

这次“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活
动的一大看点，就是荣昌历史文化展
览馆开馆。

荣昌历史文化展览馆位于该区夏
布小镇，共3层，约1300平方米，设“千
年荣昌 巴蜀明珠”“昌州故里 锦绣棠
城”“移民填川 融合共进”“荣昌四宝
源远流长”“家国情怀 先贤风范”“踔厉
奋发 勇毅前行”等6个单元，深入挖掘
了荣昌的历史文化脉络。

展览馆展出的一组历史地图，分
别展示了从古巴国到秦、汉、唐、宋、
直至明清时期，荣昌在中国历史地图
中的区域位置，并通过多媒体影片，
将“时光罗盘”与地图联动，展示荣昌
的建置沿革及其历史文化形成过程。

其建置沿革表明：
秦时期，荣昌属巴郡。
汉时期，荣昌是犍为郡江阳、资

中及巴郡垫江三县的属地。
唐乾元年（758年），始置昌州，下

辖昌元、大足、静南三县，州治位于昌
元。

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设
置荣昌县，隶属重庆府。昌宁县废，
其地并入荣昌县。

清朝荣昌县属川东道重庆府。
民国时期，先后隶属重庆蜀军政

府及四川省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昌先

后隶属璧山专区、江津专区、永川地
区。

1983 年 4月，荣昌区从四川划
回，成为重庆市属县。

为什么说荣昌是巴蜀明珠？从
建置沿革和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到，荣
昌就在巴蜀文明交融的黄金地带。
汉代以前，荣昌更多接受来自川西平
原益州政治中心的影响。自宋末元
初以来，因战乱而撤销的昌州，在元
代划入合州，至明初设荣昌县，正式
并入重庆府。

成渝古道上的荣昌也证明了这
一点：川渝地区有首童谣是这样唱
的：“胖娃儿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
渝驿道成形于汉代，兴盛于明清，又
称东大路。这条道路就像纽带一样
连接着成都和重庆，荣昌位于这条道
路的黄金联结点上。自陆路从重庆
到成都要过五驿、两关、一岗一坳、五
镇、三街子、九铺、七十二团，全长
1080里，按一天行程90里计，约需
12天到达成都。荣昌的安富场和峰
高驿（铺）赫然列于其中。

当大江大河的山城遇上沃野千
里的平原，自古就是巴蜀陆路交通要
道的荣昌便一直担负这两地人文交
流的桥梁作用，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这
里交汇融合，沉淀出独特的地域文
化，粗犷与精致在这里碰撞出火花，
朴素与典雅在这里交织出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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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琳 任悦 马菱涔
图片除署名外由荣昌区委宣传部提供

荣昌区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兼具资源丰富、特色突出、优质
传承三大特点，堪称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杰出彰显地。

一是资源丰富，所属“非遗”范畴
有传统技艺、杂技体育竞技、民俗、传
统戏剧、民间文学、民间舞蹈等13个
大类；国家级、市级、区级共计125
项。二是特色突出，拥有3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是夏布织造技
艺、陶器烧制技艺、制扇技艺·荣昌折
扇，体现了独特的艺术特点和重要的
历史价值；“荣昌四宝”（折扇、夏布、
白猪、土陶）作为荣昌的特色产品享
誉全国。三是优质传承，全区共有非
遗传承人501名，其中国家级5名、
市级30名、区级466名，建设了“中
国安陶小镇”“中国夏布时尚小镇”等
非遗文化展示与观光基地，以及多处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基地）、非遗传承教育基地，振
兴传统工艺，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技
艺。

时至今日，荣昌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非遗”之城。截至去年底，荣昌区
三大非遗项目关联产业产值约160
亿元。接下来，荣昌将会突出非遗体
验、运动健康、美食休闲特色，着力打
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休闲旅游目
的地，构建中国西部陶瓷之都、非遗
体验之城、运动健康之城、美食休闲
之城“一都三城”文旅品牌体系。

独特的地域文化、千年的海棠文
化、厚重的移民文化、富集的非遗文
化交相呼应，沉淀出千年荣昌的古朴
底色，催生了千年荣昌的灿烂文化，
成为了“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最醒
目的亮点，也让“千年非遗城、繁荣昌
盛地”的独特魅力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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