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版

责任编辑：陈兴鑫 版式编辑：刘莎
编 辑：宋亚娟

校对：刘宏伟 2020年7月19日 星期日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丣

《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县署到底在城外还是在城内

■ 邱硕

亮相川剧舞台亮相川剧舞台

隋代开皇年间所设的龙游县，是乐
山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县级行政单
位，直到明洪武九年（1376年）被废。文
献对县衙位置的记载多有不同，实在令
人困惑。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龙游
县紧郭下，本汉南安县地”，《太平寰宇
记》说“县在大江之西”，《舆地纪胜》记载

“龙游县，倚郭”，《图书集成》引《总志》又
说“龙游废县在州治东南二百五十步”。
民国《乐山县志》卷4认为前三个文献记
载的隋唐宋时期的龙游县衙在当时乐山
城北江滨的护国寺东岳庙，因为以前此
处旧名“龙游寺”，而《总志》记载的是元
代的龙游县署。后来的诸多文献都沿用
民国《乐山县志》的说法，将隋唐宋时期
的龙游县县衙定在城外的护国寺东岳
庙。

历史上的龙游县县衙真的曾位于护
国寺东岳庙的地址吗？这几乎是不可能
的！根据乐山城的筑城历史，城池总体
上是由南往北扩张，到清末时嘉定城的
外城郭最北端为嘉乐门，护国寺还在嘉
乐门以北，而隋唐时期的嘉州城郭按理
是抵达不了护国寺所在地的。中国古代
的县署都在城内，万没有将如此重要的
行政机构置于城外的做法。就算城中有
府（州）署，也没有把县署挤到城外的道
理。护国寺东岳庙之所以原名“龙游
寺”，大概是因县而名，而非位于龙游县
署原址而命名。

实际上，《元和郡县志》“龙游县紧郭
下，本汉南安县地”，这句断句应为：“龙
游县。紧，郭下。本汉南安县地”。“龙游
县。紧”，是说龙游县是地位比较重要的
紧县。古代地理志一般根据州县地位的
轻重、辖境大小、人口多少和经济收入判
定其是否为“紧”。“郭下”，是说龙游县是
一个附郭县，县城即州（府）城。《舆地纪

胜》记载“龙游县，倚郭”，也是说龙游县
是附郭县。《太平寰宇记》说“县在大江之
西”，只是表明龙游县在岷江西岸，并不
表示龙游县县衙的位置。

那么，龙游县县衙必定在嘉城中，绝
非城墙以北之江滨。民国《乐山县志》仅
从城北江滨护国寺曾叫“龙游寺”而推断
以前龙游县县衙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倒是《图书集成》引《总志》说“龙游废县
在州治东南二百五十步”，此处很可能就
是自隋代起龙游县的县衙所在地，即当
时之河泊所街，今之育贤街。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州县合一
后，乐山便没有县级政府，原龙游县衙先
后改做递运所、嘉定州同知署。递运所
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官署机构，负责运递
官方物资和军需。据万历《嘉定州志》记
载，递运所拥有马舡13只、红舡8只、水
夫280名。从船只和人员规模来看，该
官署占地应该较大。育贤街很短，街南
便是育贤门，临大渡河，递运所设置在此
处，非常便利调度人、船、物。

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在乐
山重新设置县级行政单位，乐山县衙又
设在育贤街此处。但短短三年之后，乾
隆三年（1738年），县衙由时任知县江吴
鉴迁到了邻近的望洋门内，一直使用到
清末。从嘉庆《乐山县志》的县署图上可
以看到清代县署布局，中轴线上依次为
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凌霄亭，大
堂与二堂的东边厢房为科房、厨房，县署
东面有衙神祠、仓库若干、五祖祠、空翠
亭等，西面有书房、画房、庭院若干。乐
山县署与嘉定府衙的布局和建设理念是
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线与东
西附属轴线的设置、门堂的重复叠沓、后
半部分园林式的设计都仿佛是府衙的模
仿，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官署标准模式

的完美体现。
民国元年，乐山县政府曾短暂迁移

到旧府署，民国三年仍迁回原地，继续沿
用清代县署房舍。民国二十年（1931
年）县署已破旧不堪，县长、财务局局长
和地方法团筹款培修，将县衙头门改为
牌坊式。县政府仍然保持了“前衙后邸”
的形式，县长家属都住在县衙后半部的
院落中。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县衙中发生
过一件很滑稽的事。当时国民党的统治
已经岌岌可危，学校的反抗活动也暗中
涌动，有一次，时任乐山县长的王运明亲
自到某中学去逮捕了一个可疑的男学生
回县衙。哪知第二天那名男生又神不知
鬼不觉地出现在课堂上。原来王运明的
女儿在“家”中闲逛时发现自己的同班同
学居然被扣押在此，于是就偷偷把他放
了。这名男生的“解放”实在是得益于衙
邸合一的建筑形制。

新中国成立后，乐山县政府、乐山市
市中区政府仍因沿旧地。也就是说，乐
山地区县级政府所在地从未位于过城市
中心地带，一直位于乐山城南离大渡河
不远处。县衙位置反映了乐山政治分级
的事实。乐山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
里，属于府（州、郡）、县多级政权同治之
所，府（州、郡）署比县署的地理位置优
先，占据了城中地理环境最好、交通条件
最优的东北海棠山麓，此外历史上还有
中都督府、提点刑狱司署、节度使署、川
南道署等等更高级的行政署衙位于乐山
城中，因此县署不可能位于乐山城内的
最佳位置。另外，龙游县署、乐山县署设
于临江不远处，在水路功能甚于陆路功
能的古代，大概也有便于交通、优先得到
水运物资和讯息的考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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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戴梀，她是棠棣剧社排演的话
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光彩夺目、柔情娇俏的

“红玫瑰”。再次见到她，她是洗尽舞台妆容，打
扮素雅低调的家庭花园园丁，细致地照料着自
家小院里的每一株花草。

这样的她让记者有些迷惑，这个传说中的
“刀马旦”似乎并不英武，也没有“川剧程式”。
但在坐下闲谈交流之中，当她说到川剧唱腔时，
立即直起腰背，拉开架势，唱出浑厚的台词的那
一瞬间，记者猛然发现，川剧的魂、武旦的精气
神早已经融入了她的身体。这似乎也解释了为
什么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她养的宠物是一只
看起来“无害”、但默不作声中又会突然奋起啄
人的鹦鹉。

从艺近30年，川剧已经成为戴梀生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戴梀在

川剧以外的生活追求——除了川剧之外，她积
极实现个人表演的转型，常常在颇为小众的话
剧、舞台剧等演出中发光发热；同时，广泛涉猎
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门类外，通过艺术的融
会贯通，增加自己在川剧人物角色表演中的立
体感。在艺术的海洋中尽情徜徉，用不断增加
的艺术阅历和积累丰富个人内涵，却又在人生
的旅途上不去过多追求得到了什么。在记者看
来，戴梀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展现了什么叫“随遇
而安”，也告诉所有人不强求有时候更是一种

“得到”。

戴梀 国家二级演员，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乐
山市市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嘉阳河”流派）代表性
传承人，工武旦、刀马旦。代表剧目《擂鼓战金山》《假县令》《拦马》

《射雕》《白蛇传》《杨八姐盗刀》《碧波红莲》《十字坡》《老人与少年》
等。

1999年参演作品《老人与少年》，获四川省第十届戏剧小品（小
戏）比赛表演一等奖；2006年参与无伴奏合唱作品《唤山》演唱，获第
五届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二等奖；2014 年参演作品《擂鼓战金
山》，获第二届四川省青年川剧演员比赛一等奖；2015年参演作品

《路》，获四川省第十五届戏剧小品(小戏)优秀表演奖；2019年，导演
川剧小戏作品《致青春》，获四川省第十七届戏剧小品（小戏）比赛表
演一等奖第一名；2019年，作为副导演排导的方言话剧《滴灌》被评
为“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剧目”，获四川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 ■记者 杨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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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是怎么走上“刀马旦”这条路的？
戴梀：我进入川剧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机缘巧合的。我

14岁的时候，正好碰到有学校招川剧演员，我的老师建议我去
试一下。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幸运地考上了。进入学校
以后，因为协调性好，力量足，专业老师建议我选择武行。我
在选择以后也认真钻研起了这一行，成为大家觉得在舞台上比
较酷、比较厉害的刀马旦。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
乐山川剧团，和川剧团一起走来，一走就是近30年。

记者：有人说“干一行，专一行”，您为什么会在川剧表演之
余涉猎不同的艺术门类呢？

戴梀：说实话，现在的戏曲演艺并没有非常火热，也不能让
演员得到理想的物质满足，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培养了人的艺
术审美，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贯通的东西。

比如我们说“唱念做打”，这是戏曲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
同时也是戏曲表演的四项基本功。“唱”指唱功，“念”指具有音
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戏曲表演艺术两大要
素之一的“歌”，和歌唱、话剧的台词念白是挂钩的；而“做”指
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
合，构成歌舞化戏曲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又和我们

的舞蹈表演、武术套路表演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看起来像是
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艺术门类，但归根结底都是在向观众呈现最
好的舞台表演效果而努力。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戏曲演出非常困难，很多人选
择离开这个行业。但我当时的选择比较“轴”，我到山东艺术
学院脱产学习了两年舞蹈，当时的想法就是从专业角度提升自
己，让自己在川剧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吸引人。后来，我还陆陆
续续学习了专门的歌唱发声等。在把这些积累的成果转换到
戏曲之中后，我感觉到自己的表演有所提升。后来参与演出话
剧这种贴近群众生活的表演形式，我也是希望在不同的舞台表
演形式上真听真看真感受，让自己在长期的川剧表演中固化的
一些程式得到解放。

记者：我觉得您的生活态度是“在艺术上做加法，在人生选
择里做减法”，您觉得恰当吗？

戴梀：很感谢你对我的认可，但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纯粹地想把自己的专业做好、把川剧演好。当然，这可能
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担任什么职务，也不追求
什么演出角色大小的人，我更多的心思就是放在表演上。从艺
这么多年，我也从小姑娘成为了很多川剧新人的前辈、长辈，

这么多年里，我始终坚持的一点就是尽情去享受过程，但一定
不去苛求完美的结局，因为我觉得过于执着的话，反而不容易
得到所谓的“完美”。

以前我选择学跳舞、唱歌，是觉得对我的表演有好处，而现
在，我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好的演出状态以外，也会给剧团的新
人做配角、尝试导演川剧剧目等。我希望可以带动更多的川剧
新人真正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能在川剧的发展中奉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同时，我也愿意参与到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中，吸引
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关注川剧。我相信在越来越多的观众

“刺激”之下，我们的川剧会有更多的创新改变，也能得到更好
的传承。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正在为登台做准备的戴梀

现代戏中的扮相现代戏中的扮相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白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办公厅16日下发通知，要求做好纪念抗战胜利75
周年电视剧播出安排，并公布了24部参考剧目，包
括《太行之脊》《彭德怀元帅》《河山》《猎手》《誓盟》
《天下娘亲》等。

通知说，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和播出机
构要展播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壮阔进程、
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电视剧，引导人民群众牢
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
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
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传承
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和播出
机构要积极探索多种艺术呈现方式，通过文艺专
题节目、经典剧目汇编、主创人员访谈等形态，深
层次、多角度挖掘展示抗战题材优秀电视剧的思
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更好地满足观众多样化收视
需求，提高抗战题材优秀电视剧的播出影响和宣
传效果。

参考剧目还包括《谍战深海之惊蛰》《东北抗日
联军》《太行山上》《黄河在咆哮》《巨浪》《刀尖》《南
侨机工英雄传》《历史永远铭记》《二十四道拐》《亮
剑》《八路军》《延安颂》《新四军》《吕梁英雄传》《正
者无敌》《战长沙》《51号兵站》《我的故乡晋察冀》。

广电总局推荐
《太行之脊》等24部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