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版

责任编辑：代世和 版式编辑：刘 莎
编 辑：宋亚娟

校对：刘宏伟 2020年6月28日 星期日

■新华社记者 李占轶 解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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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荔子呈祥郡馆中”（上）

■ 邱硕

北宋名臣赵抃知成都府时，有一天收到一
束鲜红欲滴的荔枝，仔细一看，这荔枝与众不
同，每根小枝顶端都长了两枚果实，此乃罕见
的连理荔枝，是祥瑞之兆。赵抃大喜，忙问荔
枝从何而来，下人回复说：“这是嘉州州署中
收获的荔枝，成都府路提刑邢梦臣派人送
来。”嘉州荔枝天下闻名，难为朋友挂念他，赵
抃欣然作诗吟咏：“嘉阳天远被薰风，荔子呈
祥郡馆中”。“郡馆”即州署，祥瑞出现在州署
当中，岂不是感应到了国家的仁政？

出产连理荔枝的嘉州州署位于何处？嘉
庆《乐山县志》载：“府署在城北，枕海棠山麓，
宋建。”而民国《乐山县志》把府署的建立时间
上推到北周宣帝二年（579年）设置嘉州时，从
此时起，府（州）署就位于城北的海棠山麓，千
百年来没有移动过。

从明清乐山城来看，府（州）署位于内城偏
东北的位置。从明代以前的城市布局来看，大
渡河北侵和岷江东退都还不甚厉害，乐山城整
体偏南、偏西，则府署在以前乐山城的位置更
偏东北方向。位于此处，一方面是由于海棠山
南麓地势较高、视域宽阔，坐北朝南、阳光充
足，风景宜人；另一方面大概也与交通分不开
关系，位于城市偏东北方位，更接近岷江航道
码头，便于信息与物资往来。

天下海棠大都没有香味，所以传统文人的
憾恨中有“海棠无香”之说，而唯独嘉州有香
海棠，号称“海棠香国”。府（州）署所倚的海
棠山大概因海棠而名，大环境非常优美。隋唐
宋时期，海棠山麓有一个人工开凿的明月湖，
湖山旖旎，府（州）署就坐落在明月湖北岸。
城西二里的石碑山上也有一座海棠山，《舆地

纪胜》记载：“周回皆植海棠。花时太守必宴
赏，花片飞坠，自溪流入城中，过郡治前”。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历代地方官又着力于
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小环境，因此府（州）署
内有着清幽的环境和庞大精致的建筑景观
群。著名诗人岑参在大历二年（767年）七月
至次年七月为嘉州刺史，他刚到嘉州时，公事
较少，有闲暇静赏署中景致。《初至嘉州作》写
到“山色轩槛内，滩声枕席间。草生公府静，
花落讼庭闲。”在州署内既看得到青翠的山
色，又听得到三江的涛声，署内青草静生，闲
花自落。

陆游摄知嘉州时，看到府署中奇石很多，
有像一辆车那么大的，也有像拳头那么小的，
都散乱地堆弃在各处。他觉得这么美的东西
却无人欣赏，很可惜。于是将这些石头捡到一
起做了个假山，将府署西斋取名叫“小山堂”，
并写了首诗记录这件事。陆游很善于创造美
丽和闲逸，把枯燥的为官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平日里，公事闲暇时，陆游还在府署东堂“闲
院自煎茶”（《乌夜啼题汉嘉东堂》）。当时，署
衙正堂旁边还有一座孙真人祠，祠前有个鸣玉
洞，盛夏时节泉脉涓涓，声如响玉。该洞有可
能类似于著名的方响洞，其实是汉墓等一类古
墓，浸水而发声。

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代代累积的精良
建筑，尽管改朝换代，府署总是被历代地方官
青睐，原地修整后继续使用。元代，嘉定总管
府设在宋府署内，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后来在
嘉定府路总管傅梦得、嘉定府同知塔海任内继
续修建完成。塔海还在谯楼前添置铸铜壶漏
刻来精准计时。

明洪武九年（1376年），裁撤嘉定府与龙
游县，设嘉定州，州相较于以前府的辖地不减
反增，而且还要兼行县事，嘉定州的行政权力
大增，这时的州署功能扩大，但仍选择以前的
元总管府扩建。此时，宋代的明月湖及湖畔楼
阁都已湮灭。经过多位知州先后补葺，州署又
宏邃如初。

可惜的是，如此齐整的州署却被明末战火
烧得精光！康熙年间的知州高仰崑又原址重
建州署，后来嘉定升府后为府署。根据同治
《嘉定府志》的文字记载和府署图可知清代府
署不断完善后的布局：府署头门东南有谯楼，
楼上有两块牌匾，朝外一块上书“汉嘉古治”，
朝内一块上书“海棠香国”。谯楼上置有钟
鼓，除了表示时间外，还可以备民伸冤，提醒、
约束官吏注意行为规范。头门外有旧州仓，头
门内有仪门，往后进是大堂，依次往后是二
堂、三堂、桂花楼，西边有经厅、科房、梨园台、
衙神祠、大堂、二堂、书房等，东边有梨园台、
荷花池、官厅、花厅、厨房等。

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地方长官都不是本
地人，他们上任时会带来家眷、仆人等，其住
房由政府提供，一般住在衙署以内，所以衙署
建筑常涉及为“前衙后邸”的形式，贯彻的是

“前堂后寝”的传统建筑制度。岑参就写了好
几首关于郡斋生活的诗歌。《郡斋平望江山》
中说“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州守的府邸
庭院中都种的是橘树，菜畦中一半种的是茶，
这橘与茶收获后应该都成为了州守家人的口
中佳品。从山腰的郡斋还看的到月下嘉州城
的万户千家：“山光围一郡，江月照千家。”郡
斋的墙壁上还有前人绘制的壁画，图案为粉色

的云朵，岑参在《咏郡斋壁画片云得归字》就
说这云朵“未曾行雨去，不见逐风归”，只怪被
这郡斋的墙壁给束缚住了，他盼望云朵“移向
帝乡飞”，这其实是岑参不安于边城戍守的心
理写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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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旭东这个名字有印象，是在采访井研农
民画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饶绍清一直反复
提到时任井研县文化馆馆长的李旭东。

在饶绍清看来，井研农民画的价值能被发
现、农民画画家和画作有机会走到更大更广的舞
台、井研农民画能发挥独特的文化品牌魅力，都
离不开李旭东的努力。

见到李旭东之后，记者对他的印象又多了三
个字——“跑龙套”，这也是他的微信昵称，个人
公众平台的名字，还是他2013年出版的自选集
书名。在记者看来，生长在民俗文化世家，七八
岁就随父辈活跃在乡间舞台，能写剧本、讲评书、
拉二胡、绘画、摄影的李旭东，和“跑龙套”这样的
小角色似乎不搭边。但听着李旭东讲述自己为
地方文化“跑龙套”，让乐山的民间艺术有了更广
阔天地的故事，记者突然觉得，“跑龙套”或许并
不是李旭东的自嘲，而是他的人生态度。作为一
名长期在文化单位工作服务群众的文艺工作者，
李旭东的理念，就是要以一个“跑龙套”的形象姿
态，为更多的民间文艺人搭建舞台，尽己所能把
文化的传播做好，让文化的种子生根发芽。

老话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生活这幕
戏里，一定得有龙套，他或许不为人注目，却一定
不可或缺，而且从来没有人说过“龙套”不能够跑
成主角。

李旭东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音乐

研究会会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协会工作），市文化馆馆长。

李旭东在绘画、摄影、美术、演艺等多个领域造诣颇深，成果颇丰。曾担纲

策划多场大型综合文艺演出，出版有《镜鉴》《灵秀井研》《金色田园》《盐马古

道》《跑龙套》等专著，有多篇论文、文学、美术及摄影作品在全国主流传媒发表，

并荣获国家、省、市级奖项。曾获原文化部、农业部、全国文联“首届中国农民艺

术节先进个人”“中国优秀摄影家”“四川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乐山郭沫若文

艺奖”“井研县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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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能讲讲对乐山民间文化的个人理
解吗？

李旭东：乐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
市，有这样的温床，民间文化的发展自然生机
勃勃，积累当然也很深厚。乐山民间文化具有
特色，比如我非常了解、擅长的井研农民画，
现在覆盖面很广，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景区
商厦，甚至是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你都能
够看到井研农民画的身影。井研农民画是乐
山民间文化的一个分支，它和其他乐山民间文
化一样，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而且主题常
常和时代紧密结合。其实，这也是乐山民间文
化的一个特色，即我们始终都是坚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来推动文化发展，自然做出来的
都是能够代表群众的一些民间艺术。

目前，乐山列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非遗有100多项，但是
我觉得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乐山民间文化只
有这些。民间文化包罗万象，比如推豆花、做
美食等传了很多代人的民间美食工艺，其实也
是民间文化的一种。作为一名民间文化传播
者，我们都需要用慧眼去发掘，并想办法传承
和保护。

记者：您现在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工作，您对协会发展有什么想法？

李旭东：我在协会人事调整时说，要“接好

棒、带好头、干好活，和大家一道打造好民间
文艺特色品牌，讲述好乐山故事，传播好乐山
声音”，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乐山拥有悠久
历史和灿烂文化，乐山民间文化不仅传承久
远，蕴藏丰富，而且特色鲜明，独具神韵。我
想，把像井研农民画、夹江木板年画、夹江竹
纸、江河号子等在内的民俗文化打造好，传播
好，不仅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乐山人特有的精神
价值和文化意识，还能够展现乐山人无限的创
造力，为乐山的文旅事业发展助力。

记者：作为市文化馆馆长，您有哪些文化
传播上的构想？

李旭东：市文化馆现在不定期举行各类展

览，展出内容既有绘画、书法作品，也有摄影
作品等。在市文化馆一楼，还有一个非遗展示
馆，市民在这里可以丰富艺术生活，开拓个人
眼界。

目前，市文化馆有一片建设工地如火如
荼，这里将新建市文化馆美术书法摄影艺术中
心、舞蹈艺术中心、嘉州小剧场、非遗与民俗
文化中心等等。对非遗与民俗文化中心的打
造，我们将会考虑到非遗文化的市场性和实用
性，计划和相关民间艺人协商，邀请他们进驻
非遗与民俗文化中心，让这里成为亲子活动、
研学体验、外地游客了解乐山非遗的一面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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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的香包挂肩上，花丝线缠绕在腕上，亲朋
好友都请上，开心地把端午节过上。”当这首青海
民歌在耳畔响起时，意味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
到了。

6月24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端午节香包“选美”大赛，给这个传统
节日带来了别样气息。

青海民间对端午节非常重视，佩戴香包是青海
人过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香包一般用彩色绸
缎缝制，将棉花、香料等填入其中，最后缝上珠串，
且配有各色丝线制作的流苏。青海香包花样繁
多、观赏性高，佩在胸前香气扑鼻，寓意健康平安、
幸福祥和。

这次香包“选美”大赛在全县19个乡镇及刺绣
企业中征集到近万个香包。十二生肖、如意莲花、
盘绣香袋……样式新颖、惟妙惟肖的各式香包挂满
了展区，充分展现了土族绣娘们精湛的传统手工
技艺。清新的香气弥漫在高原纯净的空气中，令
人心旷神怡。

37岁的胡兰索卡是参赛者之一，也是土族盘
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小我就跟着奶奶和
母亲学刺绣。每到端午节，我们会缝制许多香包
送给家人和朋友，每个香包都寄托着爱和祝愿。”
胡兰索卡说，制作香包的手艺是每个土族姑娘的

“必修课”。
为了这个端午节，胡兰索卡从一个多月以前就

开始忙活。2019年，胡兰索卡成立了一家民族工
艺品公司，专门生产各类土族盘绣工艺品。她说：

“一方面组织大家准备参赛作品，另一方面还要赶
制公司的订单香包。”

在胡兰索卡的带动下，同村的不少妇女加入其
中。东沟乡姚马村的绣娘乔生连就是其中之一。
她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由于生病干
不了重活。如今，乔生连靠着“飞针引线”的手艺，
每个月有2000多元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很大
改善。

目前，胡兰索卡的公司员工已经有100多人，
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香包等盘绣工艺品销往青
海、山东等地。胡兰索卡说，小小的香包是公司销
量最好的单品。

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香包，如今也在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在香包造型设计和表现形式上，除了传统
的荷花、生肖等题材，绣娘们开始更多地融入现代
元素，为传统香包带来了新鲜气息。

目前，互助县仅盘绣生产企业、基地、经营户达
34家，绣娘达7000余名。2019年，全县加工生产
盘绣产品10万余件，销售收入达2200万元，盘绣
产业成为助推妇女致富增收的“巧手产业”。

在互助，当地土族群众传统服饰花袖衫由七种
颜色构成，状如彩虹，互助因而有“彩虹故乡”美
誉。土族绣娘用巧手绣出了“彩虹故乡”的幸福生
活。

青海：

巧手绣香包
浓情迎端午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刘恩黎）“失落的黄金
国——安第斯文明特展”25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亮相。

此次展览汇集了来自秘鲁11家著名博物馆历
年考古发现的157件套出土文物，其种类囊括了陶
器、金器、纺织品以及木乃伊等，年代跨度约3000
年。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展览以南美洲的安第斯文明为主线，分别由“曙
光初见：探源安第斯文明奇迹”“众星璀璨：地方
文化趋于多样化”“群雄逐鹿：跨区域政治体系建
立”“命运尽头：走向失落的印加帝国”四个单元
组成。

“这是首次在中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展出有关
安第斯文明的文物展。”该负责人表示，展览以16
世纪流传于欧洲探险家们之间的“黄金国”传说为
切入点，以大航海大发现时代为背景，从手工技
艺、农业生产、建筑建造、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等
多个角度，为参观者逐步揭开了南美洲安第斯文明
的神秘面纱。

据悉，本次展览将从6月25日持续至9月15
日。

探秘“失落的黄金国”
150余件南美古文物亮相重庆

李旭东发言中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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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正门，上有“海棠香国”匾额。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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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农民画为李旭东作品，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