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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在军

隶属于工学院的武大实习工厂，设在高西
门外先农坛（今赛公桥街乐山师范附小校址）。

武大实习工厂是全国各大学内迁较早得
到恢复的一个工厂，也是川西一带少有的机械
厂。工厂包括机工厂、模工厂一大栋，铸工厂
一栋，锻工厂一栋。三栋工厂共计有各类车、
铣、刨、钻、镟、磨床30余座，动力机2座，熔铁
炉等机器5座。上述各工厂于1939年初装置
完毕，开始工作。各工厂除同时容纳学生20
人实习外，并雇工人多名逐日工作。据14岁
进厂做学徒的乐山人何国清晚年回忆：“（实习
工厂）拥有车工、钳工、锻工、翻砂铸造、木模
制作等各个车间。车间内，各式大小车床、旋
床、铣床、钻床、刨床等大型精工设备应有尽
有。还有设计制图、财会、业务、厂长等各科室
及一个器材仓库，有一间陈列飞机、轮船、汽车
发动机、组织机械部件的大型实习室。职员的
食堂设在厂部，工厂的食堂和宿舍在露济寺
（现六中校址旁现存石牌坊处）。车间里有工
程师、领班技工、学徒工、粗工等各级人员……
这样规模大、设备好的工厂，就是现在已大为
发展繁荣的乐山也不多见。五十多年前乐山
的工业水平，还十分低下，还没有铸造加工能
力。那时牛华溪一带盐厂用的立式和卧式推
卤机，大多是武大工厂的产品。”

实习工厂自1939年初开工主要为学生实
习服务，但是后来由于战时物价飞涨，财政困
难，不得不对外承接一部分订单，以增加收
入。它也成为武大开拓财源的最大机构，得到
校方的重视。武大档案资料表明，1942年工
厂为各单位生产了漏纸铜板、单轮滑车、齿板、
马达轧、拉杆、皮带轮、汽缸盖、车轴、车汽缸
等，还为航空委员会制造了一台机密设备——
拉力机。工厂也修理一些设备，如汽车等。再
以1942年为例，全年共有订单38件，订单金
额为3168527元。这些生产任务完成后，即可
带来可观的收入。

工厂开工后，为了加强其管理，在管理人
员的聘用和规章的制定上做了不少工作。工
厂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工务部和业务部。
1941年，聘请工学院教师赵学田为工厂厂务
主任，兼工务部主任，娄道信为业务部主任。
1943年，工学院院长谭声乙兼任实习工厂厂
长。这年12月7日，冯玉祥将军为抗战募捐
来到工厂参观，谭声乙单独捐款十万元。后来
冯玉祥在自传里说，“工学院的设备还算不错，
他（按，指谭声乙）制造了很多机器，卖给别的
机关。一个学校能制造钢铁的东西卖给别的
机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过。”（《我的抗战生
活》）

实习工厂培养出来的各种学徒工众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工厂随武大迁回武汉，大
多被遣散了。有的转到乐山护国寺保险伞厂，
有的转到其他工厂，如四川亚西机械厂。

武汉大学实习工厂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张清 文/图）为迎
接第二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
会，让外地游客感受乐山城市魅力，
连日来，乐山市广场管理处组织绿
化工人用鲜花精心装扮乐山广场。

16日下午，记者来到乐山广场，
见10多名工人正在摆放花盆。在广
场一号喷水池的旁边，已经摆上了
不少姹紫嫣红的鲜花，品种有一串
红、红雀草、牵牛花、波斯菊、海棠
等，令人赏心悦目。

乐山市广场管理处管理科科长
林立法介绍，此次在乐山广场一号
喷水池、二号喷水池旁边和舞台前
方将使用15万盆鲜花，鲜花造型包
括花球、地面摆花、绢花柱。大花球
的直径2.5米，小花球的直径2米；4
根绢花柱，每根的直径均为1.2米，
其中两根高5米、两根高4米，在绢
花柱上设计有“乐山欢迎您”、“乐山
乐水”、“天府乐山”字样，表达乐山
对各地游客的欢迎之情。

喜迎盛会 15万盆鲜花扮靓乐山广场

绿化工人在乐山广场摆花

乐山非遗蓉城绽放精彩

■ 本报记者 曾文 文/图

国际非遗博览会、非遗国际论
坛、非遗大戏台、非遗进万家、印道·
第二届中国篆刻艺术双年展，9 月 11
日至9月20日，以“传承文脉，创造未
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举行。乐山
夹江年画，峨眉山佛教音乐，井研农
民画，彝族刺绣、漆器、银饰、服饰等
7个项目参展。

据了解，本届非遗节是备受瞩目
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
地的 400 多个项目，数百个传承人参
展。加上博览园常态展的展示项目，
参展项目超过了 1000 项，展览面积
近 5 万平方米，是国内乃至世界范围
内规模最大的非遗主题展览。

乐山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235项，已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分别为4
项、36项、67项、128项。参加非遗盛
会，不仅推动乐山文化走出去，也为世
界了解乐山打开了一扇窗。那么，本
届非遗节上，乐山馆有哪些看点？通
过对外交流和学习，乐山对于非遗的
传承和保护，又学到了怎样的经验？

非遗节期间，我市各县（市、
区）代表团集体参观了台湾工艺
创意馆、中国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四川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等，通
过实地考察，学习、交流非遗保
护经验。

台湾工艺创意馆内，精选了
近百件台湾地区的传统工艺精品
展出。12位工艺大师现场演示了
染、竹、织、茶、漆五大类工艺。近
80岁高龄的竹编工艺传承人李荣
烈，亲自演示竹编制作工艺。现
场展示的“篮胎漆器”作品，结合
竹材强韧、漆料温润的特性，在李
荣烈的精心构思下，有了更多创
意和价值，很受观众喜爱。

五洲情展厅内，传统的夏布
织造技艺、藏族唐卡、中国年画、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等精品非
遗项目，摇身一变，成了精致服
饰、床上用品、伴手礼袋、饰品等
现代产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让
人眼前一亮。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一
项系统性工程，要注重生产性保
护。也就是说，要通过生产、销
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
化为能产生效益的产品，才能真
正让它在社会发展中立足。”在
市文广新局局长谢晓明看来，深
入挖掘非遗项目的多重价值，发
挥其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对外
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保
持本真特点和核心技术工艺的
前提下，探索资源合理利用，将
其积极融入到乐山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中，乐山非遗将更具
活力，进一步为文化产业和旅游
业发展做贡献。

集体观展
探讨乐山非遗发展

刚进入乐山馆，由乐山文化艺术
发展研究中心演绎的峨眉山佛教音
乐《小板参台》便声声入耳。宁静、清
新、淡雅、自然的韵律使人在听闻
间，不知不觉慢下脚步。木鱼、铃、
鼓、铛……发声清脆，音极和畅，营造
出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首曲目是音乐家亚欣等人
1955年在峨眉山寺院收集整理的，
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经典曲目。”据
乐山川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戴梀介
绍，《小板参台》是峨眉山佛事活动的
一项仪轨，因年代久远渐渐失传，选
择这首歌作为峨眉山佛教音乐代表
参加非遗节，正是想通过非遗平台，
展示乐山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
愿望。

据了解，峨眉山佛教音乐是峨眉
山僧人千百年来进行佛教仪式过程
中，经过集体完善、口传心授而保留
下来的寺庙音乐。目前，峨眉山寺庙
所用佛曲有100多首，融合了本地语
言、民歌和川剧曲调，形成独具乐山
特色的艺术语言，是我国宗教音乐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佛教文化发展
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梵音袅袅
走进乐山佛文化

“彝族姑娘都会刺绣吗？”
“这就是彝族器皿吗？花纹好
精美。”“看，这儿正在现场做银
饰呢！”……非遗节期间，乐山
馆内的小凉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快成为一大亮点。阿咪子身
穿彝族传统服饰，三三两两围
坐着，一边刺绣，一边聊天，俊
俏的脸蛋，精湛的技艺令观众
直呼“真美呀！”

“ 这是你们的传统工艺
吗？我们也是这样织披毡。”来
自攀枝花馆的傈僳族人贺树美
听说乐山馆有传统彝族文化，
便赶过来和这里的阿咪子交流
手工技艺。她说，傈僳族和彝
族同属一个族源，所以一见到
彝族人就感到亲切，希望通过
非遗节了解更多彝族文化。

小凉山彝族服饰在质地、
款式、纹样等设计上有着明显
的地域特征，彝族妇女心灵手
巧，刺绣、贴花、镶嵌工艺娴熟，
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动植物都能
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并升华为
艺术品。银饰被认为是美和富
有的象征，在彝族人的生活和信
仰中有着重要地位。彝族小伙
子现场打造银饰时，熟练的功夫
更是叫人连连称赞。千年传统
工艺银饰文化是小凉山彝族人
民智慧的结晶，动植物花纹的戒
指、手镯、衣扣皆打造精巧，雕刻
别致。

“展示了刺绣作品40多件，
彝族男女盛装8套，还有很多银
饰品、漆器，我们想通过这些展
品突出纯手工制作这一特点，
因为手工技艺是传统文化的重
要体现。”峨边彝族自治县文广
新局文物股股长吴树芳说。

现场刺绣
彝族文化夺人眼球

“对，就是这样，先把颜料
涂在雕版上，再把纸放上去，来
回轻刷……”在夹江年画展示
台前，传承人张荣强正在教观
众制作年画。“原来夹江年画是
这样做出来的，太有趣了，这幅
亲手完成的年画很有意义，我
会好好收藏。”来自成都的周玉
琼告诉记者，她早就听说过夹
江年画很出名，但一直没机会
了解，这次通过现场制作，让她
对夹江年画产生了更浓厚的兴
趣。

张荣强告诉记者，夹江年
画与绵竹年画、梁平年画并称

“四川三大年画”，历史悠久。
凭借构图丰满，色彩鲜明，浓郁
乡土气息的艺术特征，于2008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目录。“随着科技进
步和社会发展，要将传统工艺
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很困难，我
们正在努力挖掘年画中更多的
文化精髓，以年画的工艺为载
体，创新表现形式，让这项文化
更多地融入百姓生活中。”张荣
强说。

另一边，被誉为全国农民
文化艺术“一村一品”优秀项目
的井研农民画也正以画师现场
作画的方式引人注目。笔尖在
纸上来回游走，颜料不断填充，
一幅色彩艳丽，乡土风味十足
的农民画就完成了。“不仅有
画，我们还以这种表现形式开
发了陶瓷、丝巾、折扇等系列艺
术品。”在井研县文广新局局长
李旭东看来，只有不断发挥创
意，开发新产品，让传统艺术以
生活化方式融入百姓生活，才
能将它更好地传承下去。

动态展示
年画、农民画跃然纸上

9月14日，在非遗博览园世纪
舞广场上，乐山代表团以饱满的热
情为观众献上了一台乐山味十足
的文化大餐。

曾获得四川省首届农民艺术
节“群星奖”音乐类一等奖的《乡
绊》一登台，就将观众带入浓郁的
彝族风情中。阿咪子婉转动听的
歌声在广场上回荡，许多观众闻声
而来，驻足欣赏。而动作灵活多变
的峨眉武术，借传统拳术、舞刀、棍
棒，在时快时慢，快慢相间中将峨
眉派武功“刚柔并济、内外皆修”的
独特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独具
乐山特色的“嘉阳河”流派川剧作
为乐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
分，在登台表演时，格外吸引眼
球。除了变脸、吐火等经典内容，
幽默风趣、生活气息浓郁的表演形
式，更是受到观众连连称赞。

“真是看过瘾了，特别是彝族
的姑娘，个个都能歌善舞，真的很
精彩！”成都市民杜女士说，自己到
过乐山好几次，以前只知道乐山大
佛、峨眉山，看了表演后，她对乐山
彝族文化很感兴趣，希望以后有机
会再到乐山，好好感受民族风情。

主题展演
乐山元素闪亮登场

▲向家班舞狮
▶峨眉武术

井研农民画院院士现场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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