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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未完的故事：巧遇虾蟆口5号（下）

■ 邱硕

罗先生带我参观了堂屋、卧房以及院落内外，向我介绍了
屋内的种种陈设和他珍藏的家族物品，还谈到外祖父创办孤
儿院和孤儿院小学的事迹。临走前，他送给我一本乐山县私
立孤儿院附设小学校友联谊会编的《乐山孤小校友园地 翰苑
流芳》。

回到家，我打开民国《乐山县志》，上面对罗先生的祖父、
外祖父皆有记载。卷8记载：“罗文辅，明治大学”，寥寥几个
字，遗漏了一个人太多的人生信息。卷4、卷5则有大量关于

“孤儿院”“孤儿院小学校”的信息，再加上《翰苑流芳》所刊文
章，杨新泉的慈善人生被完整地勾勒出来。

杨新泉的慈善事业开始于“十善会”，该会成立于1920
年，由乐山十家大商号的老板杨新泉、杨彦之、叶春海、汪华
之、赵华楼、何卓元、杜子茂、李鸿恩、贺永顺、罗光廷等组成，
主要是在每年底给穷人施米、施棺材。后来“十善会”看到社
会上一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便商议创办孤儿院。1927年由

“十善会”成员和地方士绅组成孤儿院董事会，杨新泉担任董
事长，赵华楼担任院长。孤儿院开办时选用了顺城街原来丝
厂的厂房，还同时设立了孤儿院附属小学（简称“孤小”），资金
主要来自“十善会”和商会，不足部分都由杨新泉承担。杨新
泉除了出钱，还参与管理，亲自聘请教员。孤小的师生碰到杨
新泉，都会尊敬地叫一声“八老师”（杨新泉在杨家行八）。

由于孤小管理严格、教学质量好，很快就吸引了社会上的
自费生，一个班激增到八个班，只好另外购地，从顺城街迁到
徐家 。徐家 “校园很宽阔，房屋也多，除教室外还有办公
室、师生宿舍、操场花园、蔬菜地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个
读书的好地方。”孤小在每年的会考中都名列第一，成为民国
时期乐山小学校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它的慈善性质也从未改
变，选拔成绩优秀的孤儿进中学读书，并继续资助考上大学的
孤儿学生。

孤小的新校址紧邻嘉乐纸厂，彼时著名文学家李劼人在
嘉乐纸厂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非常欣赏孤小“有教无类”的
办学理念，常用陶行知在重庆办育才学校的实例鼓励杨新泉
办学。于是，杨新泉与李劼人结下深厚友谊。1940年代，孤
小在办学资金上遇到了重大困难，主要是杨新泉家遭遇了日
机轰炸和嘉定布案两次重大损失。李劼人领导的嘉乐纸厂董
事会慷慨解囊，资助孤小办学。抗日战争胜利时，孤小交由嘉
乐纸厂办校，名誉董事长变为李劼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
管了学校，将学校先后改名为“乐英小学”“嘉乐纸厂子弟学
校”。

据幺子杨宗迹回忆，当年杨新泉还想在孤小的基础上，筹
建中学，甚至大学，然而这些都难以付诸实现了。新中国成立
后，杨新泉在虾蟆口5号闲居。街坊邻居照顾他，说：“你是大
好人，我们都知道，年纪大了不要搞什么劳动，糊个火柴盒，也
不累，倦了就在河边走走，也有益健康。”杨新泉戴起了老花
镜，每天在家里专心致志糊火柴盒，很自得其乐。

孤小的老师和学生也常来看望八老师，在这里坐一阵。

有一天，虾蟆口5号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手里拎着鸡和
鸡蛋。来人是一路问到这里的，要找“杨新泉先生”。但杨新
泉与他素未谋面，正感莫名其妙，老者却开口说“你是我的救
命恩人呀。”原来，三十多年前，此人长背瘩险些丧命，送到杨
新泉任董事长的仁济医院救治好了。医院见此人贫困，就没
有收取费用，使用的是医院专门的救济基金和床位。谁知他
一直记在心上，在物资奇缺的困难时期，还专门找上门来送稀
缺营养品。杨新泉就是这样在助人为乐中升华了生命。

杨新泉人生的最后八年时光是在成都金牛区红石十队幺
子的岳家度过的。他与农民交朋友，常常坐在田坎上，同他们
聊春耕秋收。每逢星期天，都有一位孤小毕业的公费学生赵
培德前来看望他。亲友和儿子还常买来他爱吃的鲜花饼。时
代的云卷云舒，人生的大起大落，如同一张书页被他轻轻翻
过。

（未完待续）

封神大战后，姜子牙率领众神伐纣，赢得封神
大战胜利，以为可以唤回世间安宁。然而，一次偶
然，姜子牙发现原来“封神大战”之下酝酿着更大
的阴谋。姜子牙开始踏上探寻真相的旅途……今
年国庆上映的动画电影《姜子牙》借《哪吒之魔童
降世》余热，再次火了一把，目前的票房快要登顶
15 亿元。尽管《姜子牙》口碑呈现两极化，热度不
如当年的“哪吒”，但国产电影引爆的“动画热潮”，
才刚刚开始。

9月27日，作为2020青岛影视博览会主题活动
之一，中国动画产业主题活动在青岛进行项目路
演，多部动画电影项目亮相，动画行业大咖们以

“动画点燃心中梦想”为主题，共同探讨动画技术、
分享行业经验。活动现场，友梦影业联合云端动
画、仙山映画、核子章鱼发布 3 部动画电影项目。
其中，《山海经·御兽少年》《钢铁之心》《一只叫薛
定谔的猫》等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它们将目光或者
聚焦传统神话故事，或者着力于未来和科幻，让动
画电影穿梭于时空隧道中，给人以想象的力量。

细数近年来风靡一时的动画电影，无不披着神
话和科幻的铠甲。《狮子王》《花木兰》《白蛇缘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放眼国内外的动画电影市
场，神话和科幻题材都是坚定的“试金石”。特别
是国产动画电影，大力挖掘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制
作出了一大批相当有分量的作品，《大圣归来》《新
愚公移山》等动画电影，将传统神话故事进行重新
演绎，在张扬正义与力量的同时，也为动画电影的
转型贡献出了喜人的果实。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座亟待开发的金
山，那么，如何在宝山中掘到“真金”，并为我所用，
还需要真正读懂传统文化蕴含的内核。国外动画
电影市场早已相中了这座金山，《功夫熊猫》《花木
兰》……中国元素正被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西方的动
画电影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国产动
画的创作团队应该好好“扎根”传统，着眼未来，筑
牢在世界优秀动画电影中的一席之地。

动画电影，
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掘金”

研学旅游洞见文旅发展新空间。10 月 19 日至 21

日，继四川省三大文旅盛会后，又一文旅盛事聚焦乐山，

2020 世界研学旅游大会将在乐山举行。作为首届世界

研学旅游大会主办城市，乐山发展研学旅游有何优势？

乐山文旅如何借助大会东风再上新台阶？在世界研学

旅游大会开幕前夕，记者就此专访了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局长宋秋。

打好“研学牌” 做强“旅游+”
——专访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秋

记者：在乐山加快建设世界
重要旅游目的地，加速推动文旅
融合的背景下，发展研学旅游能
为乐山带来什么？

宋秋：2020年是乐山文旅发
展年。今年以来，乐山坚持“旅游
兴市、产业强市”，加速推动疫情、
洪灾之下文旅产业复苏，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上个
月，我们举办了2020年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第六届中国
(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第七届
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这是
三大盛会首次在乐山聚首，为乐
山文旅产业复苏奏响了“最强
音”。着眼当前和今后，实现文旅

产业高度融合、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旅游目的地，是我们应该坚持
的方向和路径，而研学旅游为我
们提供了新的角度。

随着经济发展，旅游消费市
场已进入需求多元发展、结构优
化升级的新阶段，当前各地正在
积极推动传统旅游业转型，加快
推动文旅融合。如何实现文化
与旅游高度融合，研学旅游就是
一大抓手。研学旅游将旅游与
教育相融合，挖掘文化内涵，盘
活旅游经济。近年来，研学旅游
渐成热潮，成为旅游市场新的增
长点，为文旅产业发展开辟新的
空间，刺激地方经济发展。乐山

具有发展研学旅游得天独厚的
资源，从数据来看，全市研学旅
游的游客占年接待游客量的
20%。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
产峨眉山—乐山大佛为核心资
源，乐山研学资源类型齐全，并
孕育出茶文化研学、佛学研学、
峨眉武术研学等高品质研学旅
游产品。世界研学旅游组织
（WRTO）落户乐山，将成为乐山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入境旅
游市场、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的重要突破口，为研学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全球智库。此次世
界研学旅游大会召开将更好地搭
建起研学旅游的新平台、新纽带。

记者：借力世界研学旅游大
会，我们如何走好研学旅游“乐山
路径”？

宋秋：研学旅游是融合旅游
与教育的全新旅游形态。今后乐
山将下力气打好“研学牌”，推动

“旅游＋教育”深度融合。本届世
界研学旅游大会上，乐山将向公
众推出由峨眉雪芽村、乐山大佛
景区、夹江大千纸故里三个研学
旅游基地全新打造的研学体验课
程。这些课程是由世界研学旅游
组织基于乐山文化特色，实地考
察后设置的。景区既“卖”风景，
也“卖”文化，既卖门票，也卖课
程，这对于传统旅游来说是全新

的体验，也给其他传统景区转型
提供了参考。

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敦煌研
学旅游已经受到市场青睐，敦煌
研学课程以“敦煌学”为文化支
撑，将深奥晦涩的学术知识变得
生动有趣，实现文化品鉴与旅游
益趣的有效衔接。

借鉴敦煌的研学旅游发展经
验，乐山可以探索打造“峨眉学”
研学课程。“峨眉学”分为自然学
科和文化学科两大类别，自然学
科涵盖地质学和生物学，文化学
科涵盖佛学、武学、茶学、书画、中
医、手工。我们可以在“峨眉学”
的基础上，打造佛禅文化主题研

学产品、武术文化主题研学产品、
茶茗文化主题研学、美食文化主
题研学、非遗记忆文化主题研学
等6大研学旅游基地。而这之中
每一个主题都大有文章可做。比
如美食文化主题，我们可以从食
材采集阶段就带领游客一起参
与，让游客了解食材的生长环境，
品尝和了解乐山美食特色佐料的
味道、制作程序，示范乐山美食的
制作流程，最后让游客亲自体验
制作乐山美食。正如美食研学不
仅是品尝美食的味道，更重要的
是传播美食文化，让游客在体验
秀美的风景时，更好地感受乐山
文化。

记者：本届世界研学旅游大
会上，乐山研学旅游有何亮点呈
现？

宋秋：本次大会以“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为主题，聚集了世
界范围内研学旅游的专家、学者、
从业人员。大会邀请了 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国内外研学
行业和教育行业的权威专家学
者，300多名国内外文化旅游相关
单位负责人、研学基地营地、景区

运营商、教育机构、投资机构、旅
行社代表将共同参会，一同谋划
研学旅游发展新格局。大会将研
学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聚集在一
起，提供了一个让世界各地对话、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大会还将发
布系列研学旅游标准与导则，将
为研学旅游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指
导。

作为首届世界研学旅游大会
主办城市，乐山研学旅游发展将

聚焦国内外关注。本届大会上，
乐山将推出三个研学基地，经过
精心筹备设置的研学课程也将一
一亮相。大会期间，乐山还将集
中展示研学主题成果，举办“乐山
之夜”特色体验活动，集中考察乐
山文旅项目，全面展示乐山的旅
游资源和文化底蕴。大会在乐山
的举办，对于进一步展示乐山文
旅产业，促进行业交流与合作有
着重要意义。

■若珲

乐山孤儿院附属小学 （资料图片）

宋秋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 宋宇凡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