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迎昭

夜幕降临，江风拂面。
千厮门嘉陵江大桥人行道上，视

频博主倩倩正在直播。她左手紧握手
机，右手指向渝中半岛，提高声调：

“看，洪崖洞！”
这是今年元旦假期发生的一幕。

洪崖洞，一个每逢节假日便“热”得发
烫的地方，元旦3天假期共接待游客
13.5万人次。毋庸置疑，游人钟爱洪
崖洞，就是冲着它蔚为壮观的吊脚楼
建筑群来的。而这样的建筑风格，是
由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的。

源远流长的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这条大江
横贯重庆全境，在它的滋养下，吊脚
楼、移民会馆等各式建筑在这片沃土
上茁壮生长，不仅为这里生活的人们
提供了居所，更成为一张张重庆的金
名片，彰显着这座城市厚重的文脉。

奔涌之江
造就坚韧顽强的建筑秉性

一条大江，养育了重庆儿女，也造
就了重庆民居依山傍水的特性，使其
坚韧、顽强地挺立于山水之间。

历史上，巴人喜欢依山靠水而
居。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酬乐天》有
句：“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栏都大似巢
居。”元稹自注说：“巴人多在山坡架木
为居，自号阁栏头也。”阁栏就是干栏，
也就是吊脚楼。吊脚楼，代表了古代
巴人对崎岖不平地势的亲密回应。

如今，酉阳龚滩、綦江东溪、江津
中山等古镇仍保留着古代木构吊脚楼
的传统样式。屋宇重叠、柱脚下吊、廊
台上挑，古道盘旋、榕树庇阴，呈现出
山地建筑特有的空间层次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吊脚楼在重庆
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洪崖洞就是经典
一例。曾几何时，洪崖洞的吊脚楼在
风雨洗礼中变得沧桑。但是，它们仍
然不失为一部活态的历史档案，彰显
着巴渝先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

“传统吊脚楼最主要的建筑材料
是木头。几番权衡之后，我决定规避
木头易腐蚀、易着火的弊端，采用
GRC（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复合材
料，用现代手法建一座展现巴渝文化
的吊脚楼。”“洪崖洞洞主”何永智说。
2006年，历经重重磨难，洪崖洞涅槃

重生，让游客在繁华都市中品味到渝
水乡愁。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重庆吊脚楼
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周
毅说，洪崖洞脱胎于吊脚楼，但又超越
了传统的吊脚楼，“洪崖洞分为11层，
高达79米，沿嘉陵江全长约600米。
传统吊脚楼中没有这样大开间、大跨
度的‘高层建筑’。”

十八梯经典的吊脚楼形态也受到
瞩目。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延续了原有
的“七街六巷”街巷格局和肌理，吊脚
楼的悬挑阳台和屋面层层叠叠，宛若
一幅立体风景画。自2021年9月30
日开街以来，许多市民游客来到十八
梯重拾山城记忆。

移民之江
成就异彩纷呈的建筑华章

一条大江，促成各种文化在巴渝
大地交相辉映，让重庆建筑形式变得
异彩纷呈。

重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
元文化交融之地。今天的重庆人，十
之八九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
代。在移民潮中，会馆应运而生，成为
落户客地游子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家
园。清代西南地区的会馆有“繁不胜
举”之称，正所谓“争修会馆斗奢华，不
惜金银亿万花”。

放眼巴蜀大地，重庆是会馆的主
要分布区域之一。究其原因，重庆作
为长江沿线主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是
湖广移民沿长江水路入川的必经之
地。

重庆现存的会馆中，位于渝中半
岛长江之畔、紧邻东水门的重庆湖广
会馆最为恢弘。它由高墙环绕的禹王
宫、齐安公所、广东公所三大会馆组
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的古会馆建筑群，已在江边伫立近
300年。

进入重庆湖广会馆，高大巍峨的
禹王宫映入眼帘。禹王宫面向长江，
依山而建，上下高差达十余米。史料
记载，当年建设禹王宫所用木材，均从
楚北运来。宫中，奉祀着一尊高达5
米的大禹雕像。

“湖广地区多水患，湖广移民祭拜
大禹，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舟楫平
安。”周毅说。让这位重庆土生土长的
建筑师感触颇深的是，湖广地区的会

馆通常是在平地上展开布局，而重庆
湖广会馆却因地制宜，建筑群落和山
势完美结合。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赵逵曾指出，湖广会馆
的风格和特色不仅体现出移民者对故
土的留恋与热爱，同时也表现出移民
者对巴蜀地区的接受和适应。

重庆湖广会馆的封火山墙也颇具
特色。重庆本土民居朴素简洁，一般
没有封火山墙，而且传统封火山墙多
呈阶梯式对称造型，重庆湖广会馆的
封火山墙则多为曲线，连绵不断的封
火墙依山势而下，蔚为壮观。这些封
火山墙和美不胜收的建筑装饰，给重
庆建筑注入灵动气息，增添了风格迥
异的文化元素。

湖广移民还将先进的建造技艺带
到了乡村地区。如江津真武场的南华
宫（广东会馆）、天上宫（福建会馆）和
万寿宫（江西会馆）等，各种建筑的交
融，碰撞出巴蜀建筑文化的崭新乐章。

文化之江
铸就厚重绵长的建筑底蕴

一条大江，文脉延绵不休，为重庆
建筑注入精神之魂。

历史上，一大批名人曾经驻留巴
渝大地，并留下璀璨诗篇，重庆古建也
因此更加厚重。

云阳博物馆教育展陈部主任肖
京，曾在云阳张飞庙做过20年讲解
员。她说，张飞庙是为纪念三国时期
蜀汉名将张飞，由云阳民众自发修建
的，相传始建于蜀汉末期。它依山就
势，沿长江一字排开，将北方建筑的雄
奇与南方建筑的俊秀融为一体。

历史上，因为战争、洪水、火灾等
原因，张飞庙不断毁损，云阳民众怀着
虔诚之心，一次次重建张飞庙。在三
峡库区地面文物搬迁中，张飞庙从长
江下游32公里的老庙搬到了新家，与
云阳县城隔江相望。

古人为何将张飞庙建在长江边
上？肖京说，长江自古便是交通要道，
但是，长江上游水急滩多，行船甚难。
在江边建造张飞庙，或许是为了镇“水
妖”。张飞庙门前，有一副云阳籍京官
彭聚星所书的楹联，其中，“舟船助顺”
四字流露出古人的类似心愿。

既然地处交通要道，如何让张飞
庙更加醒目呢？古人在张飞庙面江庙
壁上镌刻上“江上风清”，每个大字两

米见方，格外引人注目。这四字也出
自彭聚星之手。

肖京说，清末，彭聚星对张飞庙进
行“文化包装”，翻刻各地名碑在庙中
陈列，使张飞庙逐渐变成“文藻胜
地”。张飞庙中珍藏着苏轼《赤壁赋》
石刻，不知彭聚星是不是受到“惟江上
之清风”一句启发，才挥毫写下“江上
风清”，吸引更多人前来感受张飞庙挺
立江边的美景呢？

长江三峡两岸奇峰陡立、峭壁对峙，
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尽的主题。

在云阳的邻县奉节，有一座白帝
城。历史上，它是兵家必争之地，亦成
为众多英雄与文人墨客的栖息之所。
如今，游人踏上338米长的廊桥，走进
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可饱览白帝庙大
门、武侯祠、明良殿等建筑的魅力，以
及建筑承载的厚重的三国文化。

其中，武侯祠距今已有400多年
历史。祠中，对联“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十分醒目。杜甫十
分崇敬诸葛亮，这副对联就摘录自杜
甫的《咏怀古迹》。建筑和诗歌、楹联
文化完美融合，在景区中随处可见，带
给游客多重审美享受。

希望之江
谱写品质生活的壮美篇章

一条大江，孕育无限美好与希望，
为人们的品质生活增色不少。

冬日暖阳中，彭氏宗祠门前一派
忙碌，工人们正修整路面，一个漂亮的
坝子已具雏形。

这座宗祠位于云阳县凤鸣镇黎明
村，距长江直线距离7公里，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云阳博物馆馆长温
小华说，宗祠已修缮完成，外围环境整
治、内部展陈设也在进行，“通过修缮
建筑和挖掘、提炼建筑蕴含的价值，必
将重塑村落、再拾乡愁。”

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也是可以触
摸的历史记忆。在重庆城市更新、乡
村振兴进程中，像彭氏宗祠这样逐渐

“苏醒”的建筑还有很多——
在重庆母城渝中半岛，山城巷、十

八梯等能品味山城建筑特色的建筑群
已然重焕新生。身临其境，听一场分
享会、喝一杯大碗茶、看一场艺术展，
让历史与现实完美邂逅；

在山水浑然一体的南岸区南滨
路，历史文化遗迹串点成线，法国水师

兵营、安达森洋行、立德乐洋行等“洋
气”的文物建筑也活了起来，摇身一变
为咖啡厅、多元文化空间、遗址公园
等，“山水城市会客厅”的魅力扑面而
来；

在红色沃土綦江，红一军团司令
部旧址、红军桥和中共綦江支部旧址、
王良故居等革命文物建筑得到合理利
用，吸引人们在建筑中重温初心使命，
感悟英烈“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顽强意
志。

值得期待的事还有很多。“十四

五”期间，重
庆将结合长
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实施

“重庆院子”文物
建筑保护利用示范项目，重
点加强丰都小官山古建筑
群、云阳张飞庙、石柱湾底谭氏民居等
价值高、基础好、代表性强的古建筑进
行活化利用，助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为市民呈现一批传承文化根脉、承载
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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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渔

梁平的个性，在于一个“平”。
打小知道“开县举子云阳盐，梁

山坝子新宁田，万县锅儿双沿沿”。
俚语里的梁山，就是梁平。因为与

“水泊梁山”重名，取了“高梁山麓平
畴远”之意，更名为梁平。

梁平平得名副其实。巴渝第
一大平坝——梁平坝子方圆1000
余平方公里。置身偌大的坝子，让
人能分明地感受到天高地迥，时光
流变。初晨梦醒，清风拂面，明月
入怀，有许多细微的声音窸窣而
来：仿佛青石板驿路上的沓沓马
蹄，仿佛西南祖庭里的声声木鱼，
仿佛柚乡田畴的抬工号子，仿佛百
里竹海的穿林打叶，仿佛双桂湖畔
的嘤嘤细语。过去与现在，当下与
未来，全都融汇交错在这些咏叹调
里。

梁平坝子中的一块坝子，曾与
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战时期，中、美、苏联合空军
部队战机集中入驻梁山机场，与敌
展开殊死搏斗，立下赫赫战功。因
是援华苏联空军驻扎地，让人自然
想到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他长眠
在万州西山公园，一对母子，接力为
他守陵。因是飞虎队主战基地，自
然让人想到陈纳德。2018年初，我
在外学习，车过华盛顿，来自北京的
一位纽约客（在纽约工作的北京人
——编者注）突然指着车窗外，说那
里是陈纳德墓。纽约客解释，他曾
陪同一位中国人，专程前往寻找此
墓，见到墓碑正面是英文，背面用中
文书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
公墓中唯一的中国字。后来，他们
对着墓碑，恭恭敬敬行了三个礼。

我无法确定，于是现场请教了

梁平当地专家，他也不能确定，当年
的库里申科和陈纳德，是否在梁平
逗留，是否在某个假日，或是某次任
务之后，惬意地坐在梁山的街巷，吃
得兴起，大声吆喝：“老板，再来一份
土豆泥。”他们的许多行动，至今都
是秘密，包括当年飞虎队及苏联空
军飞行大队的人员名单。

然而如上所述中国人、如今所
在梁平博物馆，无不昭示：“你的名
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梁平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历史
遗迹富集之地，除开抗战风云和战
地沧桑，还涵养了许多历史名人、传
统文化。当地人说来知德，是继孔
子后用象数结合义理注释《易经》取
得巨大成就的惟独学者。说杨利
伟，是梁平孕育过的“中国太空第一
人”。说邓平寿，是“新形势下基层
干部的杰出典型、新时期共产党员
的优秀楷模”。说非遗，列入国家级
的就有一长串：梁山灯戏、梁平木版
年画、梁平癞子锣鼓、梁平竹帘、梁
平抬儿调……

梁平的非遗，大多数来自既种
庄稼又搞创作的农人，题材无非山
乡风情、田园牧歌、家庭趣事、民
间轶闻，主人公无非村姑、农夫、
樵夫……庄稼人用这种特有的方
式告诉你，现代文明走得越远，便有
越多的人只能到乡土中去寻根。只
要父辈们还在那片土地上播种、收
获，乡土世界就是我们的精神纽带
和精神家园。

“爹妈生我人一个，一个脑壳两
个脚。两只脚儿闲游逛，游游逛逛
骗吃喝……”这是梁山灯戏里的一
段。戏谑、自嘲、幽默。在乡音里，
这一段是合辙押韵的，所以很想听
到一次这种纯正的乡音。到达猎神
村的时候，我便努力寻找。然而，猎

神村却以另外一种声音示人。
猎神村地处梁平百里竹海的核

心区域。东望是竹，西望是竹，南望
是竹，北望是竹。竹子漫山遍野，满
目苍翠，涌上心头的，也全都是竹。

当那群美女围着一个地洞叽叽
喳喳，而终于忍不住风情万种留影
连连的时候，我们读懂了猎神村的
前世今生。

那个地洞，是一个幽深的矿
洞。沿着洞口走进时光深处，你能
触摸到猎神村的过去：社社开矿，人
人采矿，山山面目全非，个个灰头土
脸。站在洞外，你能嗅到猎神村的
现在：在“两山论”的实践路径中，矿
山停采，洞口被包装成了取景地，旁
边的小洋房叫矿山遗址咖啡，举目
四望是百里竹海。

像猎神村的竹子一样，梁平的
一些植物，注定会成为传说，甚至被
穿凿附会，成为神话。

据说，梁平的贝叶经失窃后，原
本成对的金桂银桂树中，金桂一夜
凋零。来年秋天，银桂树开花，神奇
地开出半树金花，半树银花。再后
来，植物专家与僧人一道，千般尝
试，想尽办法，才在老金桂的位置，
成功植活一株新金桂。

这个传言，有人认为是玄化，
有人认为是自然现象。无须考证，
我情愿相信是真的。在神奇的土
地上，自然会发生许多神奇的事
情。大地上的禽兽草木，以至一滴
晨露，一粒微尘，它们自有自己的
基因，自有自己的理由，自有自己
的秩序。

坝子，让梁平走进历史烟云里。
调子，让梁平走进精神家园里。
洞子，让梁平走进时代洪流里。
树子，让梁平走进宇宙无穷里。
它们是梁平的胎记。

梁平的胎记梁平的胎记
□瞿庭涓

从来没有想过，一部没有一句台
词的舞台剧会成为重庆演出市场的

“爆款”：原定的两场演出火速售罄，紧
急加演一场，演出票又在8小时内售
罄。因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施光南
大剧院在2022年年初迎来高光时刻。

重庆人对这台剧的两位导演并
不陌生。被称为“中国舞坛双子星”
的周莉亚、韩真之前联手执导过重庆
市歌舞团的民族舞剧《杜甫》。

《只此青绿》的创作发端于韩
真。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博
物院展出时，韩真就是其中一名观
者，她当场深受触动。后经过近一年
半的精心筹备，五个月的艰苦创排，
2021年，由周莉亚、韩真二人共同执
导的《只此青绿》与观众见面。

熟悉两位导演作品的朋友会觉得，
从《沙湾往事》到《杜甫》《花木兰》《永不
消逝的电波》再到《只此青绿》，是她们
一贯娴熟的编排手法和周全的表现方
式。只是这一次，她们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进行得更为彻底。

舞剧《只此青绿》选择了与中国
画审美一脉相承的“弱叙事、强意蕴”
的表达形式。它的主线条很简单，讲
的是当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作为“展
卷人”在研究《千里江山图》时，与18
岁的天才画家王希孟神交的过程。

与西方戏剧不断用冲突推进剧
情发展不一样，《只此青绿》通过“展
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
画”等篇章，以片段式的表现、大量的
留白，用“展卷人”的设定达到了“草
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目的，营造出舞
剧整体丰盈的模样。观看过程中，观
者的呼吸不会急促，就像看一幅国画
长卷缓缓展开，可能会被创作者在某
一处或连续多处重重敲击，但更多的

时候会在绵密悠长的节奏当中，听风
看雨观山河。

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创作，
“守正”是核心要义。《只此青绿》主创
团队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后，将中国十
大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拆解为
两层，第一层是画家王希孟，第二层
是支撑这幅画作的篆刻人、织绢人、
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

他们邀请故宫博物院专家以及
国画颜料、徽墨、宣笔、双林绫绢织造
等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担任顾问，
对传统技艺的舞台呈现一点一点细
抠，确保每一个手法、规矩在融入舞
蹈动作时还能看出是宋人的习惯。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向为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默默奉献的手工艺
人和守护者的致敬。这，是导演对

“正”的坚守。
对舞台的极致苛刻可以从“习

笔”篇章中唱词女子的打扮中看出，
女子所穿的衣服、戴的头饰几乎就是
宋代古画的复刻。这，是服装造型设
计师对“正”的坚守。

王希孟的饰演者为了体验角色，
专门请央美专研青绿山水的博士生
教画《千里江山图》，在作画过程中一
遍遍入戏，有时甚至哭到不能自已。
这，是演员对“正”的坚守。

《只此青绿》的“创新”是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底色和哲学思辨的。它的舞
台呈现出“天旋三圈，地转四圈，上下
左右皆可以移动”的全新舞美效果，上
部巧妙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画卷的“展
卷”过程，下部则呈现出“相遇”的主
题。整个舞台设计、舞蹈编排中遵循
了虚实相间的规则：展卷人是实的，

“无字无款”的王希孟是虚的；所有劳
作者是实的，女子“青绿”是虚的……
全场最让人惊艳的是将《千里江山图》
里的一众山峦，化身为女子“青绿”，根

据山形山貌摆出了如静待、望月、垂
思、独步、险峰、卧石等的造型动作，让
人感受到画作中山石轮廓的硬朗感。

《只此青绿》将充沛的感情融于
作品当中，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观众。
在看剧的最后 30 分钟，能明显听到
周围有啜泣声——但在这之前，可能
没有人想到，一部一句台词都没有、
一个唱段都没有的舞台剧能如此打
动人心。

全剧还原了王希孟人生历程，有
18岁少年唱丝听雨的青春可爱，有“数
以画献，未甚工”的挫败与坚韧，有画
作终成的落泪狂喜……有学美术的学
生说“快哭瞎了”，所有场景都感同身
受；有青年舞蹈家认为：“最打动人的，
是最后希孟对展卷人深深的一躬，这
何尝不是我们应该给希孟的一躬。”

我还看到了外国友人对“青绿”
高耸入云的宋代发髻的好奇、对“青
绿腰”的惊叹，还有对群舞中“雕塑
般”定位的赞美……这些都是中国传
统文化在当下对世界的影响。

今日的《只此青绿》更体现出一
种包容和从容。而青绿之色在中国
画作中的嬗变亦体现了中国开放包
容的文化品格。青色、绿色在儒家传
统的色彩观中被视为“间色”“贱色”，
但随着敦煌壁画受犍陀罗艺术影响
大量使用青绿色后，中原传统绘画开
始了新的色彩感知。到唐代，李思
训、李昭道父子把青绿山水发展得更
加完善，李昭道画于川渝地区的《明
皇幸蜀图》就是画法更为细致周全的
青绿山水图，这也影响到了《千里江
山图》的诞生。

《只此青绿》自觉地吸收、接纳、
借鉴现代舞的有益成分，并深植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使之转化为新的
文化活力，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只此青绿只此青绿》》为何会成为为何会成为““爆款爆款””
【
文
艺
评
论
】

▼彭氏宗祠入口。
本组图片由赵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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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水门长江大
桥人行道视角眺望湖广
会馆，连绵不断的封火
墙依山势而下，蔚为壮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