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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磁器口古镇

黄龙溪古镇 重走川渝古镇
找寻巴蜀韵味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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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纯 杨柳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倢

一湖、两河、三寺、七街、九巷子，位于成都
双流区的黄龙溪古镇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
古镇里，清代穿斗式木结构传统建筑极具风味。

古镇中的三县衙门历史文化街区始建于清
代，有全国唯一现存的三县衙门旧址。“整个古镇
的结构就像是一条水龙，有龙头、龙身、龙尾。沿
着小溪一直走下去，最里面就是核心古镇区，三
县衙门就位于此处。”站在黄龙溪古镇的入口
处，景区工作人员温夏燕介绍道。

8月3日，记者来到三县衙门历史文化街
区，探寻其魅力。

沉浸式剧本杀、文旅康养，老街
区兴起“新潮流”

走在黄龙溪古镇，随处可见玩水的人们。
在龙潭广场、镇龙街、龙尾戏水区，游客们正在
欢快戏水。

据温夏燕介绍，黄龙溪古镇是一个因水而
兴的古镇，也是三县之地的水运交通枢纽。历
史上，黄龙溪属于华阳县、彭山县和仁寿县的

“金三角”地带。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古码
头社会治安复杂，时常困扰着三县，遂设三县
衙门，共管民事、水政及匪患。

走到三县衙门门口，记者看到右边有个大
鼓。左边的墙面书写着“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
德之不崇”，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经典的“政德观”。

过道右边的揭事栏，记载了引锦江水灌溉
三县万亩良田的水利历史，体现了三县衙门促
农增收，为民办实事的政绩。

大堂两旁门柱上挂着“法重如山一衙三
管”和“心平似水两造兼听”两块牌子，道出了
管理权限和判案方针。大堂里面的一组雕塑
展现的是修古佛堰时华阳、彭山、仁寿三个知
县在一起议事的场景。

“三县衙门”这种联合治理、积极作为的工
作机制，有力维护了古码头的安宁和兴盛。“三
县衙门”的历史，就是一部演绎和诠释官德文
化的生动教材。

走出三县衙门外，便是三县衙门历史文化街
区。青石板路面、木制房屋……穿着汉服的游客
行走在街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的街巷之中。

“街区还有许多当铺、茶楼的场景，都可以
提供给一些剧本杀商家免费使用。因此，也有
许多‘沉浸式剧本杀’业态入驻，‘剧本杀+特
色民宿+地道美食’的模式吸引了许多年轻
人。”温夏燕说。

由于黄龙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不少周
边老人都选择搬到古镇养老。

黄龙溪镇党委副书记王宁介绍，古镇正积
极探索打造各类景区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向
游客展示古镇创新融合新面貌，不断提升游客
体验品质。

烧火龙、打更，保留多种传统
民俗文化

“前不久，这里举办了2023年首届黄龙溪
端午龙舟大赛，吸引了54支队伍、500余名队
员参赛。”温夏燕说，这是古镇时隔23年再次
举办端午龙舟赛。“今年再启端午龙舟赛，既是
锦江、鹿溪河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果的重要体
现，也是黄龙溪古镇厚重历史文化基因、古镇
魅力进一步释放的表现。”

除了龙舟赛，古镇锦江湖面上还举办了桨
板赛。桨板作为一种新兴的潮流玩水方式，与
传统古镇结合，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民俗文化是古镇的一大特色。”温夏燕介
绍，古镇每周都会表演“烧火龙”。随着铁水抛
洒空中，火花从红色变为橙色再变为白色，照
亮现场。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舞龙队伍登场，
高举纸龙在火花中舞蹈。

“起初，‘烧火龙’表演用的是烟花，后来变
成打铁花，‘烧火龙’的精彩是一定要在现场观
看才能够体会到的。”温夏燕说，黄龙溪被誉为

“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乡”。
2009年，“黄龙溪火龙灯舞”被列入四川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另外，这里还保留了川剧座唱、打更等传
统民俗项目。

“我们将以龙文化为核心，整合府河号子、
川剧座唱、幺妹儿灯、牛儿灯、女子龙等当地文
化资源，壮大演艺团队，进一步激发传统文化
活力。”王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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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磁器口古镇大门处，众多游客在此游玩。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磁器口古镇宝善宫，游客们正在欣赏精彩的川剧变脸。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黄龙溪古镇。杨柳 摄

磁器口古镇宝轮寺。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李秋燃

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地处闹市，历
史可追溯至千年前。

在这里，千年历史与新锐业态和谐
共存，传统山水格局与周边城市繁华融
为一体，成为一种独特的气质。仅在今
年端午节假期，就有超过22万名游客涌
入磁器口。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磁器口的规划修编工作在2019年完成。
修编后的规划提出，要保护街区空间格
局、街巷、文物古迹等历史文化载体的真
实性，保护与历史遗存相关联的非物质文
化要素，延续街区的传统空间格局。

8月6日，记者来到磁器口历史文化
街区，探寻历史空间格局，寻找磁器口独
特魅力的秘密。

重庆完整的山水格局街区
的典型代表

磁器口古镇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磁器口最早名为白岩场，始于宋真宗咸平
年间（998—1003年）。1918年，本地商绅
集资在磁器口创建了新工艺制瓷的“蜀瓷
厂”，远销各地。“磁器口”因此得名。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党委书
记李和平介绍，天然的山水格局，是磁器
口的第一重魅力。

记者在地图上看到，磁器口历史文化
街区背靠歌乐山，面向嘉陵江，马鞍山自
西向东蜿蜒伸展横亘整个街区。街区内
地形起伏多变，南边和北边有清水溪、凤
凰溪环绕街区交汇于嘉陵江中，外围的凤
凰山和金碧山形成对街区的环抱之势。

山环水抱，是对磁器口街区结构布局
最准确的诠释。李和平表示，磁器口是重
庆完整的山水格局街区的典型代表。

从空中俯瞰，磁器口正街、磁器口横
街、幸福街、金碧街4条街道和黄桷坪巷、
温家巷、郎家巷等10条巷子，形成了“鱼
骨状”街巷格局。这些街巷中，最早的形
成于宋代，最晚的形成于清代。传统的历
史空间格局被保存下来，成为磁器口厚重
历史记忆的载体。

不仅如此，磁器口历史文化遗产也颇
为丰富。街区内包括文保单位12处，未
定级不可移动文物3处，历史建筑2处，
传统风貌建筑约670处。

重庆市优秀历史建筑宝善宫，就是磁
器口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这是一座穿
斗式木结构建筑，建于清代，也是一处兼
具开放胸怀与传统气质的场所。

李和平介绍，这是典型的山地台院式
建筑，既具有四合院的形态，又因地制宜
利用了山地高差。

走进宝善宫院内，记者看到，院落由
一层层台地组成，建筑随着地势逐步“长
高”。第一层台地上，可以品盖碗茶，看川
剧“变脸”表演；第二层台地上，是磁器口
古镇书法创作基地；第三层台地上，还有
一座百家姓文化馆。驻足片刻，便能听到
天南地北的方言和欢笑声一起，回荡在这
座上百年历史的院落中。

“老地方”茶馆见证古镇几
度兴衰

磁器口的第二重魅力，便是厚重历史
与当代潮流的融合。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商铺的吆喝声、游客的谈笑声不断敲击着
记者的耳膜。糍粑、麻花等传统小吃和奶

茶、咖啡店并排经营，汉服爱好者和“潮
人”共同行走在青石板路上。

在这里，历史也是生动鲜活的，活在
充满烟火气的“老龙门阵”中。

磁器口居民曹青的家，是磁器口历史
的见证者。从曹青的曾曾祖母辈开始，四
代人在磁器口翰林院的老建筑里生活超
过百年。

如今，始建于清代的翰林院房屋依然
挺拔，夹泥墙、石柱础、雕花窗一如百年前
的模样。院落中开起了一家名为“老地
方”的民居特色茶馆。

茶馆的主人是曹青的父亲、今年80
岁的“磁器口活字典”曹培熊。记者探
访时，曹培熊有事外出，茂密的黄葛树
下，55岁的曹青摇着扇子摆起了“老龙
门阵”。

“我在磁器口土生土长，见证了磁
器口的几次‘变身’，也见证了茶馆的发
展繁荣。”曹青说，过去的磁器口有火花
塞厂、丝纺厂、鸽牌线缆厂等单位，区域
内有电影院、医院、学校、小吃店、杂货
铺等，基本“自给自足”。但随着社会发
展，区域内的多个工厂迁走，街区陷入
了落寞。

直到2000年，磁器口启动保护性开
发，大批游客涌入。昔日安静的街巷变
得人声鼎沸，不少老居民都把临街房屋
租给人家作店铺，当起了房东。

曹家居住的翰林院，紧邻磁器口历史
街区东南门，是一处闹中取静之地。因
此，曹培熊选择在自家院坝里开一个茶
馆，让来往游客休息喝茶之余，还能听一
听磁器口的历史和故事。

在人来人往中，在讲述与聆听中，老
院落人气旺盛，仍然充满活力。

无独有偶，磁器口的古寺宝轮寺也深
受各地游客青睐。宝轮寺大殿兴建于明
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是重庆中心
城区现存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在千年历史的街区里面，还有数百
年历史的古寺，非常有韵味。”江苏游客章
可是古建筑爱好者，来重庆旅游前做了功
课，专门到磁器口来参观宝轮寺大殿。他
感慨，热闹的人间烟火气，更显出古建筑
的经典之美。

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和改造
街区，推动古镇魅力不断焕新

文化，是磁器口的第三重魅力。抗战

时期，以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为依托的沙
磁文化在沙坪坝和磁器口地区巍然崛起，
梁濑溟、胡庶华、丰子恺、丁肇中、韩子栋
等文化名人和革命家都在磁器口留下了
足迹。

如今，沙磁乱针绣、毛血旺、川剧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仍在磁器口传承延续。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磁乱针绣”
传承人罗泽霖介绍，“沙磁乱针绣”将画
理与绣理结合，以错综复杂、长短不一、
交叉重叠、分层加色赋予个性的“乱针
法”，在作品中呈现出细微光感和颜色的
变化。

罗泽霖师从母亲闫永霞，而闫永霞已
经在磁器口经营了10多年绣坊。磁器口
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作为文化的一部
分，非遗也会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令人欣喜的是，今后，磁器口的魅力
还将在“焕新”中延续。

沙坪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刘源介绍，修编后的规划优化
扩大了保护范围，分类细化了保护措施，
补充了综合防灾专项内容，更符合新时
代新重庆发展要求。在尊重街区历史、
保持原貌和历史氛围的前提下，磁器口
将采用城市更新的方式进行街区保护和
改造。

今后，磁器口将打造嘉滨巷—禹王巷
等新动线，推进完成清水溪“诗意田园”

“两溪花谷”建设与凤凰山1.5万平方米
绿化景观整治。

同时，还将打造文商旅融合的歌乐山
—磁器口大景区，形成磁器口的古镇游、
滨江游文创产业游、特钢和重庆大学创意
产业园工业遗产游、歌乐山乡村休闲游以
及白公馆、渣滓洞红岩文化游等优势互
补、共同发力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