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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珲

评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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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⑧
东北外城：人向土的扩展

■ 邱硕

与狂暴的大渡河日益侵蚀乐山
河口三角洲南岸相反，平日里温驯
宽厚的岷江却不断在三角洲东岸沉
积泥沙并逐渐后退。人们渐渐在乐
山城外北面和东面聚居，明代北门
外已形成一条长街，叫走马街，会
江、觐阳、定波、拱辰四门近岷江河
边形成了河街。位于城外东北的兴
发街在明朝时是一片草坝，坝上有
一家较大的酒店，生意兴隆。到清
末，城外北面和东面更是新增大量
人口，民居栉比，富室居多。

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某月，
乐山城外的居民像着了魔一般，争
先恐后地搬运家什物件，携家带口
涌入城内。很快，北门外、东门外的
大片民房都空空如也，而乐山城却
挤得闷锅一般。原来，云南昭通的
破产农民蓝朝鼎、李永和率起义军
从云南攻入四川，占领犍乐盐场，很
快逼近乐山城。传说“乱贼”所到之
处，打砸抢烧，无恶不作，乐山城外
的居民闻风而动，纷纷避难。官府
怕农民军利用北门外空屋隐蔽，督
促民众拆毁、烧毁了不少房屋。

乐山城果然很快被围，明城墙
发挥了强大的军事防御作用。嘉定
知府、乐山知县部署设防，专门浇铸
了大铁炮，最大的一尊铁炮约重三
千多斤，放在高北门城楼上，其余数
百斤的铁炮二十尊，也都布置在其
他城楼上。同时在城墙上布置了铜
抬炮四十多杆。在强大的防守下，
围城一百零八日，乐山城岿然不动。

在围城期间，拱宸门之战最为

凶险。某天夜里，农民军推吕公车
偷袭拱宸门，城上官军早有防备，枪
炮齐下，密如雨点。农民军的吕公
车根本不能驶近，不得已丢弃了城
外东北的皇华台。

由于拱宸门一役大胜，当省里
派来增援的陕西援军南下追击时，
许多爱看热闹的乐山人跟着出城去
观战，不料在牛华溪遭遇埋伏，军民
死伤甚多。可见，在古代战争中，离
开城墙的保护是多么危险！

起义平息数月后，本地士绅向
官府建议，在乐山城的东北面再筑
一道外城墙以保护彼处居民安全。
官府倒是满口同意，但经费却无法
解决。大役之后，各方吃紧，于是实
行“厘金制”，设厘局抽收厘金。厘
金制是镇压太平天国时，为筹措军
饷而临时实行的商业税制，一般针
对行商征收货物转运的通过税，针
对坐商征收产地或销地的交易税，
通常是值百抽一。这一税制的执行
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对镇压
太平天国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乐山
官绅打算采用厘金制时，该制度已
经在全国各地广泛实行。

因为是士绅要求修外城，官府
也乐得将征收权交给本地士绅们，
一来省事，二来可以避免贪污渎职
的指责，当时商定由士绅自收，零星
物不抽，以城工完竣撤局。利益丰
厚，又缺乏完善的监督体制，必然产
生权力寻租，厘金局不久开始提留
厘金，后来由省里派员监收，不过，
省里派来的官员基本还有名无实，

权力大半仍然掌握在本县士绅手
里。然而，同治三、四年，厘局的权
力完全转移到外来官吏占绝对优势
的官府手里，抽取苛索，民怨沸腾。

民间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强烈，
终于在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六日
到达顶点。这天午后，乐山城的多
名苦力突然蜂拥到东、西、北各门厘
局，七手八脚将几个厘局砸得稀
烂。局绅翻墙逃走才没被收拾。这
一下子就吹响了民众反抗黑暗政治
的号角，全城随即罢市。

这下，不仅乐山地方政府乱了
套，省里也着了慌，连忙派官员来乐
山处理此事。此时乐山城的商贸已
陷入瘫痪状态，办案官员哪里有功
夫仔细巡查，胡乱抓住一个当时看
热闹的郭姓市民抵案，草草把案子
了结了。事后，乐山知县被撤职。

从同治元年到同治五年这几年
内，外城墙从城北海棠山下的得胜
门起，经过最北边的嘉乐门，沿岷江
河岸一路南下，一直修到了城东南
的安澜门。乐山城东北外城套内城
的格局基本形成。外城城门共计17
座，从北到南依次为：得胜、嘉乐、兴
发街、承宣桥、平江、人和、大码头、
二码头、三码头、水星、福泉、太平、
涵春、天禄、紫气、凌云、安澜。

在随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外
城墙的加固维修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然而当初为了修外城才设立的
厘局却仍然还在运行，只是性质目
的完全变了。到光绪中叶，厘局里
的本县士绅只占十分之二三了，再

后来派来的官员大多是道员一级，
本县人基本上就被淘汰完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足县
余栋臣率众起义，几个月时间就波
及三十多个州县。咸丰朝农民军百
日围城的阴影重新浮上嘉定官民心
头，而当前的嘉定外城已有损坏，安
澜门到肖公嘴会江门一段城墙还未
衔接好，外城培修必须提上日程！

这时在川东南治理盐局、厘局
颇有政绩的雷钟德接任嘉定府知
府，决定培修外城，并委派本地颇有
人望的唐祖荣、金玉蕃、杨世兴、王
畏岩四人经理修城工事。雷知府向
省上请求从厘金中拨款，未准。这

厘局本就是为修筑外城开办，当时
规定外城修筑完毕就撤局，现在要
培修外城，竟然还要向上申请，而且
竟然还不被批准！雷钟德又援引旧
案全力恳请，才最终从厘金中争取
到了二千余两。

资金落实后，乐山外城才又开
始第二次兴工，培修了城墙，并修筑
了从安澜门到肖公嘴一段城墙。至
此，乐山外城墙终于完善。如果说
内城的修建洋溢着乐山人战天斗
地、官民同心的豪迈与刚健，那么外
城的修建则充满了乐山人与极权苛
政抗争的勇毅、艰辛与无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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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届乐山·峨眉山佛光花
海音乐节开幕式上，与著名男高音
歌唱家阎维文合唱《乐山乐水乐中
华》，将诗情画意的乐山风光唱进
人们心中；在第二届中国茶乡峨眉
山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开幕式
上，以一曲《问茶山水间》诚邀八方
宾朋；2017年，凭借《千古绝唱》《断
桥一梦》等参赛曲目，斩获东京国
际声乐大赛银奖……素有嘉州“百
灵鸟”之称的曹红英，近年来活跃
在国内外各大赛事和舞台上，她高
亢深情的歌声、清越嘹亮的嗓音，
总能牢牢抓住听众的心，让人忍不
住赞叹。

从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成长
为声动舞台的歌者，曹红英在采访
中感慨万千地谈道，“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的刻苦练习是必不可
少的，她很幸运，一路走来有众多
良师益友的鼓励和支持，让她更加
坚定对民族声乐的热爱和对艺术
的追求。

谈及挚爱的音乐和背后的故
事，曹红英自信从容、娓娓道来。
不时示范演唱一段——“世上有朵
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声音倾泻而出，清亮悦耳，令人惊
艳。

曹红英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

演员、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乐山文化发

展研究中心歌舞艺术研究院院长、乐山市青年

联合会常委、乐山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师从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多次参加国内外声

乐比赛，曾获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一等奖、

2015新加坡国际声乐大赛银奖、2017年日本东

京国际声乐大赛银奖等，多次代表中国侨联、

四川省侨联赴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日本、新加坡、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进行文

化交流和慰问演出。

对话

印象记声
动
舞
台
的
歌
者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职业歌者的道路？
又是怎样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梦想，不
断提升专业水平的？

曹红英：我从小喜欢唱歌，但起初并没有
想过当一名专业的演员。直到高中毕业后的
一次同学聚会，我现场演唱了一首《小背
篓》，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惊讶，觉得我
很有天赋，鼓励我走歌唱专业这条路。虽然
那时父母极力反对，但为了心中的追求，我
不顾一切地踏上了梦想之路，从自贡来到乐
山。

之后，我参加了一场比赛，至今记忆犹
新。当时我报名参加了“嘉州杯”歌手大奖
赛，想挑战下，看看自己的水平如何，没想到
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获得了专业组三等奖。也
正是因为这个奖，让我更坚定地走上了歌唱
艺术之路。

为了更系统地学习声乐理论，我报考了
乐山师范学院音乐专业，2002年又如愿考进
了市歌舞剧团，也就是现在的乐山文化发展
研究中心歌舞艺术研究院，成为了一名专业
的声乐演员。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专业的
提升。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更具辨识度，演唱

功底更扎实，我专门到北京、成都等地拜师
学艺，参加各种民族声乐大师培训班，得到
了阎维文、马秋华、吴碧霞等民族声乐大家
的悉心指导。

学习的过程很艰苦。周一至周五在乐山
上班，周末坐车到成都上课，我这样坚持了
十几年。

期间也会有一些人不理解，但我知道只
有“台下十年功”的努力，才会有“台上三分
钟”的精彩。对专业的热爱和执着是每个演
员都必须具备的，不然走不远。

记者：这么多年不断地学习、表演，您觉
得自己在民族声乐演唱上有怎样的转变？

曹红英：随着专业理论知识、舞台经验的
不断积累，我的演唱技巧、艺术修养不断提
升并成熟。

以前更多是用技术技巧唱歌，会专注自
己声音漂不漂亮，音唱准不准，现在逐渐突
破技术技巧的桎梏，真正地在用心唱歌，将
不同的情感带入不同的歌曲表演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感情经历、生活经
历更丰富，也能更好地用心去理解歌曲所要
表达的意境和情怀。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绒花》这首歌，“世

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如果
不理解歌词，可能觉得歌里的绒花并没有什
么特别，但深入了解后就会知道，这里的绒花
其实是象征英雄的性格和品行。有了这层理
解，才能更好地表达歌里蕴含的情感。

近年来，民族声乐也在不断发展、创新，
更加注重吸收、融合美声、通俗等唱法元素，
在保持民族音乐特色的基础上，又不失时代
气息。

我在演唱《问茶山水间》时，就在以前民
族唱法的基础上融入了通俗唱法，呈现出不
同以往的演唱风格，效果很不错，也让我看
到了更多可能性。

记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未来您有什么
计划呢？

曹红英：这些年，我到国外参加了不少演
出和比赛。一方面，在对外交流演出中，能
感受到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民族声乐
的喜爱。另一方面，在各种国际比赛中，民
族声乐还是不具有优势。

如今，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不断
发生变化，民族声乐很难吸引当下的年轻
人。民族声乐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创
造，身为一名文化传播者，我有责任和义务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也希望
更多人听到并喜爱民族音乐，为民族声乐的
普及和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力量。同时，
呼吁相关部门搭建专业平台，建立长效机
制，挖掘、培养更多民族声乐人才，尤其是通
过民族声乐进校园等方式，在年轻人中传
播、推广民族声乐，营造民族声乐发展的环
境、氛围。

我是在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歌舞艺术
研究院成长起来的，怀着这份感恩的心，我
愿意扎根乐山，驻守基层，为弘扬中国传统
民族音乐服务。歌舞艺术研究院也将继续做
好文化艺术传承、研究、发展工作，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精心打造一批精品力作，更
好地为乐山人民奉献精神盛宴。

当然，在专业上我始终要求自己不断学
习、提升。我期望能在2021年办一场独唱音
乐会，展示、检验这些年来的艺术学习成果，
也希望乐山各艺术领域人才一同加入，组织
举办形式多样的专场演出，让乐山艺术百花
齐放。我会在声乐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把
民族声乐推向世界，为乐山文旅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鲁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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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粉彩十六子灯笼瓶、清娃娃门神、红呢
平金彩绣百子双喜炕围……“六一”儿童节前夕，
沈阳故宫推出“古趣童心——清宫文物中的儿童世
界”展，共展出 50 件馆藏珍贵文物，带领小朋友和
大朋友一窥清代儿童生活。

据了解，此次沈阳故宫通过对馆藏清宫文物的
梳理，用传统文化为儿童过节的形式，在全国博物
馆中并不多见。用今天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审
视古代同龄人的生活，这场穿越了百年之久的“文
化对视”反响如何？在沈阳故宫展出的红呢平金
彩绣百子双喜炕围是首次展出，由红呢地制成，表
面平金彩绣百个双喜文字，围心开光内彩绣有祝
寿、庆元宵、老鹰捉小鸡、放风筝、堆雪人、放鞭炮
等儿童游戏场面，整个画面充满喜庆祥和的气氛，
不仅让参观的孩子兴趣盎然，也让大人的眼睛停
不下来。

近年来，传统文化进课堂等诸多弘扬中华文化
的举措在全国各地落地，引发了人们的“寻根之
旅”，也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可
贵。但如何让传统文化入心，使之成为莘莘学子
内心一粒坚定的种子，还需要打开传统文化的内
核，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和弘扬。正如
此次沈阳故宫相关负责人在回应“古趣童心——清
宫文物中的儿童世界”展举办初衷时说的那样，希
望通过本次展览，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更加
鲜活、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

传统文化不是死的，它不仅仅站立在文字上，
博物馆里，某栋建筑物上，相反，传统文化历经岁
月的洗礼和人类文明的传递，每一页都充满生机
和时代赋予的创造力。读懂了传统文化，就能鉴
古知今，开创个人和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呼
唤传统文化回归，树立青少年儿童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的当下，有必要让传统文化回归

“古趣童心”，让孩子们在趣味和鲜活的生活场景
中，与古人“对话”，与文化拥抱。

将传统文化植入“童心童趣”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 邓瑞璇）广州正在积极
打造电影产业集群，通过政策、资金等支持，提升
电影产业集聚效应，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发展，
这是记者27日从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的。

27日，广东博纳影业传媒有限公司在广州揭
牌。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说，广东一直是电影
创作的热土，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影票仓。在发展
电影产业上，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广州南沙区制定出台电影产业专项扶持政策，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集聚发展。南沙区委
宣传部部长段德海介绍，南沙将重点引进电影产
业总部企业落户，针对性扶持电影后期制作企业，
提升南沙对电影产业的集聚效应，吸引上下游配
套企业落地。

广州黄埔区则重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后
期制作中心，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产业人才团队、数
字技术企业、数字经济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的扶
持政策，并建设4K内容创新制作基地、影视后期
特效工业化制作基地等，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和

“5G+数字创意”基金，支持影视产业及数字技术发
展。

广州将打造电影产业集群
助力大湾区电影发展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白明山）记者从河北
省望都县文保部门获悉，当地日前邀请专业技术
人员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望都汉墓的壁画进
行数字化采集，这将为壁画保护修复提供数据支
撑。

望都汉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所药村
东，推测为东汉郛阳侯孙程墓葬。汉墓长 46.7
米、宽32.7米，封土最高处11米。墓内出土文物
主要有：三层陶楼、石棋盘、涂朱陶盘、涂朱陶碗、
陶灶、陶井、龙首陶勺及残损的陶鸡、陶鸭、陶楼、
陶缸、陶猪圈残片等。上述文物全部由故宫博物
院收藏。

望都汉墓壁画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
东汉墓室壁画之一。东汉时期绘画艺术形成了雄
厚博大、昂然向上的时代风格，加之不断吸收域外
艺术因素，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及技法方面，较
战国绘画有了提高和拓展。

望都县文物保护所所长计志广说，在汉代墓室
壁画中，望都壁画具有独特的风格，显示了魏晋以
后人物画的更大进展，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
演变及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国保单位河北望都汉墓
对壁画进行数字采集

舞台上的曹红英舞台上的曹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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