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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⑥
未完成的半边街河堤整修

■ 邱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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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筑堤修城一事来说，乐山人的金钱、精
力与生命多半被狂暴的大渡河耗去，东边城垣
因为岷江性情和缓而投入稍逊，然而岷江也并
不是“善类”。前面提到，乾隆老丙午大水就
冲毁了城外临江街道，后来这一段临江用地还
是因为洪水时常垮塌，道光二十年（1840年）
嘉定府知府刘用宾沿岷江西岸修建了防洪堤
坝，名之为“刘公堤”，后来渐渐演变为街道，
民国时期嘉乐门外半边街就在刘公堤的范围
内。

半边街在民国时期地位特别重要，因为
它位于乐山至成都的交通要道，扼乐山北大
门之咽喉。如此重要之地位，一旦被洪水冲
坏，地方政府势必要全力抢修。因此，我们得
以看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与三十八年
（1949年）两次刘公堤整修留下的详细档案，
从中可推知千百年来为了与洪水作斗争，乐
山人在修筑城堤上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
力。

1948年秋天，乐山前后经历三次洪水，在
乐山县政府呈送四川省第五区行政公署、县党
部、参议会、外城镇公所等机构的公函中，惊
恐地描述道：

“惊涛骇浪，势急力猛，实为民纪以来所未
有，所有被毁桥涵堤岸，不可胜计，本县外城
镇营门口新修旧有堤岸均被冲毁，又半边街刘
公堤亦挫陷两市尺，……”（乐山市档案馆藏民
国乐山县政府档案，档案号：6-1-439）

10月，乐山县县政府开始组织修复从营
门口经半边街到嘉乐门的堤岸。此时已是民
国晚期，修堤施工技术自是比以前先进许多，
档案记载：

“下层长条砌筷子形，内填坚石；中层除一

部分外用筑筷子形外，余者砌丁字形，内填费
泥及鹅卵石压实，上层至街面用长条石顺砌，
封顶筑石栏。竣工所用砌填石条，一律用石灰
作健。新堤竣工街面坍塌部分用碎石、费泥加
入石灰筑城三合土，以资坚实。”

然而，就是这样历经四月修复好的半边街
河堤，在 1949 年的夏季洪水中又被冲崩坍
塌。按说根据现代工程方法修复的河堤不应
该如此豆腐渣啊！我们只有从工程的实施过
程中寻找蛛丝马迹。

从档案材料来看，此次工程从1948年11
月 2日开工，到 1949 年 2月底竣工，动员民
工、石工及各级管理工作人员共 10102 名。
如此漫长的施工周期，如此庞大的工程队
伍，所需钱财着实不少。当时国民政府已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经费左支右绌，因此该次
工程筹措资金的办法，在公告中说的是“义
务劳动征工”“慈善事业劝募”。工人伙食
费则来自于库存的县粮黄谷和县田粮处收
来的碛米。最大宗的工程材料——条石，
全部来自嘉乐门城墙石，总数计“二十九层
砌填条石一五〇〇〇个”。所需工具全部采
取征借和低价购买的方式。一切都省得不能
再省。

大概由于钱少，针对半边街毁坏的一百米
河堤，工程采取的原则是“以坍塌陷下部分填
平原街面，原有石堤补平，仍将石栏砌高，与
两方街接并，筑三合土与旧街相衔接”，并没
有按照前述“堤中砌石”的方法来执行。因
此，1949年夏洪中，新修复的营门口等处都扛
住了，只有半边街堤坝崩溃。

在寒冷的冬季，从事高强度、重体力的义
务劳动，工人消极怠工实在是意料中事。开
工才第四天，就有两名泥石工旷工两日。时
任县长兼建设委员会主任王运明气急败坏，

亲书手令道：

“开工伊始，泥石工胡万清、李克熏二名竟
于昨今两日无故不到，致使工作停顿，若不予
以惩处，将何以儆效尤而利推进。仰该（石业
工会）理事长即同警士二名前往将石工胡万
清、李克熏唤押来府，听候议处，切勿袒维为
要。此令！”

县政府还令技士密查，凡是发现石工，一
概强行征召来修建河堤。这样的强制命令，当
然不得人心。12月30日，县长王运明又手令
斥责督工员，说 27名石工在 26日领了米之
后，27日竟然不到工，规定以后务照军事方法
管理，并查处具报。如此这般，工程质量可想
而知。

没办法，堤坏了，就要修。1949年10月，
乐山县建修半边街河堤工程委员会又成立起
来。这一次工程施行当然也是困难重重。一
会儿是中城镇镇长向工程委员会要回先前借
调的修建喊噹街水沟的石工；一会儿是赔偿三
三五师因搬运泥土过道而拆卸竹园的损失。
然而，此时这些问题都已不是县政府和工程委
员会面临的大问题了，他们更为焦虑的是整个
政权的崩溃。关于半边街河堤工程的民国档
案在1949年12月2日戛然而止，最后的几页
档案材料是一批管理人员和工人领到四十二
天伙食费的收条。幸好他们领到了这最后的
银元、角币和米粮，因为不出半月乐山城就将
迎来解放。

1949年12月15日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一支队伍从大石桥和任家坝的国军阵地之
间穿插，进至乐山城北岷江东岸，并从那里偷
渡过江。这支偷渡的小分队一定经过了尚在
整修的半边街河堤。黑暗中，堤坝无言，战士
无语。他们迂回至乐山城背后，向城区制高点

老霄顶靠近。一天后，这支部队配合江面正式
进攻的主力部队攻占老霄顶，再攻占城区，乐
山城宣告解放。

乐山城解放后，半边街河堤一定得到了完
善的修缮。无论政权更替或兴衰，乐山人与水
的战斗从未停止，乐山人对居处的捍卫永不止
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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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在四川省舞蹈学校系统学习中国舞
4年的张艳，来到了和她缘分不浅的乐山，成为
乐山歌舞艺术研究院（时为乐山市歌舞团）的一
员。“和乐山非常有缘分，当年考学初试的地方就
在乐山。我和母亲从内江出发，坐了将近8个小
时的车，来到乐山参加考试。当时在乐山走了
走，觉得这个城市很舒服，适合生活，没有想到毕
业后会来到乐山，而且整个职业生涯、成家立业
也都在乐山。”回忆与乐山结缘，张艳印象深刻。

尽管出生、成长、接触舞蹈都是在故乡内江，
但从来到乐山的那天起，张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这片热土。如今，25年过去，她已然成为了一个
地道的乐山人。

而在和乐山歌舞艺术研究院共同成长的25
年时间里，张艳从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成长为舞
蹈队领队、国家一级演员。一步一个脚印，张艳
跳出自己动人舞姿的同时，也陪伴着这个团队逐
渐成长，经历所有的辉煌与沉寂。“我们这些学艺
术的人很纯粹，很简单，认定了一件事情、一个地
方、一个团队，那么就会在这里尽情地燃烧自
己。”

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专注于一件事，并尽
力把这件事做好，这样的人生简单、纯粹，但炽
热。在记者看来，张艳不仅是一个在舞台上发光
发热的舞者，更是一个在艺术上有执着追求、不
懈努力的强者。

张艳，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歌舞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乐山歌舞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市文联委员。

从 1995 年参加工作至今，多次参加“全国舞蹈比赛”、中国舞蹈“荷花奖”比

赛、“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四川省舞蹈新作比赛”等重大艺术赛事，获国家

级二等奖2次、原文化部“文华集体优秀表演奖”3次、省级一等奖10次、巴蜀文艺

奖3次。2006年获”四川省优秀演员奖”。

在与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联合制作现代舞剧《断层线》项目中，担任中方

主要负责人和导演助理、主要演员，为该剧的成功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该剧被

文化部外联局评价为“开创了中国演艺产品走向世界的新型合作模式”，为文化

部“十大走出去”项目之一。

■记者 杨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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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很多人看来，在舞台上轻盈舞动
是一件很优雅的事情。但我们同样也知道“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
下这份美好背后的故事吧。

张艳：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子功”出
身，我初中才开始学习跳舞。练了一年多后，
遇到当时四川省舞蹈学校招生，就想挑战一
下。当年学校在四川只招8个男生、8个女生，
但报考的人数超过了400人，竞争相当激烈。
可能正是因为这次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我选
择坚守在舞蹈行业里。

舞蹈演员看起来在舞台上游刃有余，但要
呈现这样的效果，不容易。舞蹈演员每一个动
作都会在排演的时候给出一个标准，比如胳膊
伸出去要伸多远、手臂要弯成多少度，但我们
人体并不是尺子，所以就需要反复练习，形成
肌肉记忆。很多时候，歌舞团排练参赛或者表

演作品，演员有可能一天12个小时都泡在练
功房面。

也正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出
效果、感染人上，很多舞蹈演员难免遇到磕磕
绊绊。爱美的漂亮小姑娘离开练功房都不会
穿短裙，因为会把身上青紫的伤痕暴露出来。
我记得刚刚到歌舞团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
是“150元+8元”，多出来的8元就是专门为我
们准备的医药费。

记者：您到乐山25年，您会觉得整个舞蹈
生涯和团体是一体的吗？

张艳：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我个人和歌舞
艺术研究院一直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关系。我刚到乐山一年多的时候，是有机会去
上海市歌舞团的，但当时考虑到在乐山的整个
生活状态很舒服，加上团队成绩也不错，所以
就选择留下来，一直到现在。

乐山歌舞艺术研究院作为市级歌舞团体，
在全国范围内名气很响。像中国舞蹈“荷花
奖”这种国家最高规格的比赛，我们也经常拿
奖。以前文化部组织的国家级晚会，我们也曾
经一台晚会担任过10余个节目的伴舞，这种
强度市级歌舞团很少。

汶川地震后，我们排演了《手·重生》，一经
演出感动了很多观众，甚至吸引了国外的艺术
界人士和我们合作，现代舞剧《断层线》应运
而生。该节目多次在国外各大艺术节展演，好
评如潮。

记者：这么多年都沉浸在舞蹈世界里，您
每天会花多少时间跳舞呢？

张艳：我现在基本没有参与舞台演出了。
演员只要站上舞台，就想有最好的表演，所以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步转型，现在把更多的心
思放在了舞蹈教育和文化传播上，希望把自己

的经验分享出去。
去年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全国级别的舞蹈

大师培训班，门槛很高，四川只有两个名额，
但是我还是主动申请了一个名额，希望能够
提高自己的舞蹈理论知识修养，以后培养年
轻人的时候，能够给他们更充分的指导。在
提升乐山舞蹈艺术和培养人才方面，我会和
研究院的老师将编排的舞蹈更多地融入小凉
山特色元素，展示小凉山风采。此外，我始终
认为，开展舞蹈培训需要因材施教。学习舞蹈
的人，首先要热爱舞蹈，如果不适合跳舞，或者
说没有兴趣跳舞的学生，我们就不会强求。以
前学跳舞的男孩子比较少，很多地方都是男孩
跟着女孩一起，由女老师教学。现在我们摒弃
了这样的习惯，让男老师教授男孩子，这样他
们跳出来的舞姿就很豪爽，不阴柔。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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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周玮）2020年全国舞台
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15日启幕，以22部优秀剧
目打造国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本次展演是文化和旅游部首次以线上形式开
展的全国性展演活动。参演剧目分别选自第十六
届“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扶持工程扶持剧目、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重点扶持剧目、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
作扶持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和“黄河文化”题材优秀
剧目。其中，现实题材歌剧《有爱才有家》作为特
邀剧目参演，以艺术形式表达武汉文艺工作者对
社会各界给予巨大支持和帮助的诚挚谢意。

据介绍，展演活动在剧目组成、惠民手段、呈现
形式、推广渠道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参演作品涵
盖京剧、地方戏、话剧、歌剧、舞剧、交响音乐会、民
族音乐会等多个艺术门类，均为近年舞台艺术领
域的精品之作。此外，活动还重点关注剧目视频
呈现效果，以期带给广大观众身临其境的观演体
验。

此次展演既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京剧《红
军故事》、儿童剧《火光中的繁星》、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歌剧《沂蒙山》、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等，
也有现实题材作品，如歌剧《道路》《马向阳下乡
记》、舞剧《天路》《草原英雄小姐妹》、豫剧《重渡
沟》、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民族交响合唱
《畅想京津冀》等。

据悉，22部剧目全剧视频将同时在文化和旅
游部政府门户网站上线，所有剧目均为免费观
演。

文化和旅游部22部优秀剧目
打造国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童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 14日公布，在成都市南部发现战国至明代的
6000余座古代墓葬，出土数万件珍贵文物。

据现场考古发掘领队左志强介绍，2015年 3
月至今，为配合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的建设，经报
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连
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硕。不仅发现有
新石器末期居址遗存，还发掘了6000余座古代墓
葬。墓葬类型主要为崖墓、岩坑墓、砖室墓等，时
代自战国至明代，出土数以万计的陶、瓷、铜、铁、
玻璃、石质等不同材质文物，其中以战国末期“郫”
戈、西汉时期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新莽时期
错金“一刀平五千”钱币、东汉时期画像石棺、晋代
印度-太平洋珠等文物最具历史与艺术价值。

“上述考古成果为探索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
交流、古代社会变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非常丰富
的实物资料与历史信息。”左志强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雨茂认为，新川
园区墓葬遗存年代延续跨度长达2000多年，期间
没有大的时代断层，堪称埋藏于地下的半部“四川
通史”，是珍稀的“通史式”古代墓群。

成都发现有6000多座墓葬的
“通史式”古代墓群

新华社耶路撒冷电（记者 陈文仙 尚昊）以色
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13日推出“一点点心意
——致敬凡人英雄”抗疫主题线上书画展，旨在向
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挺身而出的凡人英雄致敬。

据文化中心主任陶晨介绍，本次抗疫主题线上
书画展由文化中心携手江苏南京书画院、金陵美
术馆共同举办，得到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大力支
持，计划持续半个月。书画家们用自己的专长表
达抗疫情怀，用艺术战“疫”，勾勒出一幅幅令人动
容的画面。

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60余幅，涉及
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等，既有描绘抗疫一线的紧
张场景，也有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的纪实画面。
书画家们通过作品讲述抗击疫情的点滴故事，体
现了同舟共济、共同抗疫的精神风貌。

陶晨表示，文化中心希望通过真实的艺术作
品，还原中国人民的抗疫生活，展现中国的抗疫决
心，向以色列民众传递中国社会面对疫情、与疫情
抗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抗疫主题线上书画展

舞台上的张艳舞台上的张艳

现代舞剧现代舞剧《《断层线断层线》》剧照剧照 参演国家级晚会演出参演国家级晚会演出

和学生在一起和学生在一起

《《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剧照剧照

《乐山县长王运明致石业工会理事长曾
林山的手令》，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乐山县政
府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