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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钢笔画线条细致，一处处峨眉山风景跃然纸上。11月19日，当记者与年近古稀的中国山水画研究会
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江苏无锡画家江云龙见面时，一下子就被他的作品吸引

了。
喜爱游历山水，立志传承徐霞客精神，从今年9月来到峨眉山，江云龙用两个多月时间走遍峨眉山各个景点角落，

以钢笔作画，将峨眉山的山色与景观、历史与人文，变成永久镌刻在画纸上的流动线条。他说，“徐霞客旅行几十年撰写
游记，我也想游历名山大川，为祖国山河立传，创作一部画记。”

“有一天，一个妇人在河里洗衣裳，看
见河上漂来一个大竹筒，还听见竹筒里面
有娃儿的哭声，妇人便把它捞起来，抱回
家，把竹筒弄开，里面睡着一个白胖胖的
小娃儿，妇人把这娃儿喂养起来，取名竹
娃。

“竹娃一天一天长大，又很精灵，妇人
便让他去拜师学武艺。几年时间，十八般
兵器都学得很精通，武功出众，大家都喜
爱他。

“那时，乐山城一带兵荒马乱，盗匪到
处骚扰百姓，人们白日黑夜都不得安宁。
不是这家被偷，就是那户遭抢。竹娃就用
自己学的武艺，整治强盗，保护百姓。经
过几年时间，竹娃扫平了盗贼，乐山才得
了太平。后来，竹娃活到七十多岁死了，
大家怀念他，就在竹根溪上建起一座庙
子，塑了竹娃的像，取名竹王寺，又把竹根
溪改名为竹公溪。”（引自《中国民间文学
三套集成·四川乐山市卷》1990年）

这则乐山地区流传的传说，与晋代常
璩《华阳国志》中女子破竹得儿的传说记
载，以及西南地区彝、仡佬、布依、壮、侗等
西南少数民族流传的竹王传说都大同小
异。这些夜郎故地都广泛流行竹王崇拜，
与乐山的青竹祠崇拜一脉相通。

现代人知道夜郎，多半是从“夜郎自
大”这个成语来的。该成语出自《史记·西
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
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说的是汉武帝
的使者相继到西南的滇国和夜郎国，滇王
和夜郎王都狂妄无知地问汉使：“汉与我
谁大？”其实，夜郎王确实有底气这样问汉
使，西汉时夜郎国在滇黔桂地区拥有广袤
的土地。至于夜郎国的诞生，史籍无考，
最早的记载是战国时期楚襄王派军讨伐
夜郎。到西汉成帝时期，夜郎王因为反叛

汉朝，被灭国，夜郎人四散流落。
然而，在西汉时就消失的夜郎，其传

说和信仰不仅在其故地存在，还辐射到蜀
中各地，在嘉定绵延了两千年。唐代女诗
人薛涛写有《题竹郎庙》：“竹郎庙前多古
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江村有笛声，
声声尽是迎郎曲。”薛涛曾在嘉州短住，这
首诗多被认为写的是嘉州竹郎庙，竹郎即
为竹王、夜郎王。直到清末，乐山城北十
五里处还有祭祀夜郎王的青竹祠。

夜郎文化的流传大概与乐山特定的
地理位置和城市特质相关。乐山城处于
四川汉地与周边民族地区的缓冲带，是蜀
地通西南夷和西藏地区的主要古道，承担
着多民族之间交往融合的城市功能。一
方面，乐山在历史上本来就曾长期被周边
少数民族占据，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北
上的僚人所据。另一方面，乐山长期处于
民族杂处的状态。唐宋时期到嘉州宦游
的外地官员，经常把乐山视为边城夷乡，
刺史岑参说“尚以名宦拘，聿来夷獠乡”，
刺史薛能在嘉州写的诗歌题目和诗中常
有“边城”二字，如《边城寓题》、《边城作》、

“边城不是意，回首未终恩”。宋初乐史
《太平寰宇记》还写：“州民与夷獠错居。
华人其风尚侈，其俗好文。夷人椎髻跣
足，短衣衽，酷信鬼神，以竹木为楼居，不
知礼义，法律不能拘。”书中又记载说，宋
初嘉州犍为郡土著主户5691户，外来客户
23207户。大量的外来人口一定会带来原
乡的文化，因此，从南方来的少数民族很
可能也带来了他们的夜郎文化，并在乐山
扎下根来。

乐山历来的地方志都很维护乐山的
夜郎竹王文化，与地方志一般将非官方信
仰斥之为“淫祀”判然有别。比如同治《嘉
定府志》卷12说：“《漠书》称夜郎，不忘王
德，立祠以祀。郡属，古夜郎国也，其有
祠，亦宜。”修志者把嘉定看作是古夜郎国

的国土，认为立祠祭祀夜郎王是适合的事
情。

《嘉定府志》在按语中甚至花大量篇
幅证明夜郎国竹王生于嘉定竹溪，民国
《乐山县志》同样如此。论证思路大致是：
汉武帝以夜郎旁小邑设置犍为郡，犍为郡
下有南安县，我们这个地方就属于汉南安
县的旧地，因此乐山曾经实际是在夜郎地
域范围中的。尽管竹公溪距离夜郎王兴
起的遯水（今北盘江）很远，但是《蜀记》
《华阳国志》里说的是夜郎王兴于遯水，没
有说他生于遯水。这就像开明王朝都城
在其他地方，后来迁都到成都，夏禹生于
四川石纽而在山西安邑称王一样，夜郎王
应该是生于乐山而兴于遯水。这样，乐山
地方志生生地将夜郎王说成了嘉定籍的
人。

我们读历史，重要的不是看事实到底
是怎样，因为历史记录都是被记录者们选
择和修改过的，历史事实也许早就消失在
岁月的烟尘中；我们可以把握和真正有价
值的是，史家对他们所记历史的态度和情
感，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所谓历史的生成和
构建。从乐山青竹祠的地方志记录中，我
们其实很难知道夜郎王真实的生世和事
迹，但是我们可以得知乐山民众真的崇祀
夜郎王，而地方修志者也肯定民间对夜郎
王的崇拜，乐于构造出一段夜郎王生于嘉
定的历史。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想借夜郎
国来丰富乐山的上古史，靠夜郎王的名声
来提升乐山的名声。总之，是为了打造地
方认同感和自豪感。

抗战期间来到乐山的武大教授钱歌
川，面对乐山当地深邃的“蛮子洞”时，就
思绪万千：“蛮洞凿得那么深，那么大，断
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难道这地方原是
蛮子的区域吗？竹公溪是夜郎国的发祥
地，夜郎当然是蛮子。”这种看法显然是受
了乐山夜郎文化的影响。 （未完待续）

说起江云龙和峨眉山的缘分，时
间得退回到40年前。

“当时也是机缘巧合，见到一位本
地画家所画的峨眉山、青城山景色，我
一下子就被蜀地的自然之美吸引了。”
江云龙告诉记者，怀着对峨眉山的无
限憧憬，年轻的他和父亲一路乘火车
向西南而来，第一次造访峨眉山。

这一次的经历让江云龙记忆犹
新，尽管当时的峨眉山景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旅游服务远不如今天这么完
备、舒适，但映入眼帘雄奇壮丽的峨眉
山景观却让他刻骨铭心。江云龙笑着
说：“那时候没有索道，只能徒步登山，
虽然觉得很累，但这么多年来我始终
对这座大山念念不忘，洪椿坪、万年

寺、伏虎寺等人文景观给我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

从那以后，再游峨眉山成为江云
龙心中的一个愿望，但由于工作忙碌、
距离遥远等原因，他一直未能如愿。
40年时间里，江云龙非常关注峨眉山
的发展变化，经常从电视、画册、摄影
作品等途径多角度了解峨眉山，成为
身边人眼里的“峨眉痴”。

近年来，江云龙前往五台山、崆峒
山、栖霞山、普陀山等十余处名山大川
创作，可他心中始终还有一个牵挂，那
就是峨眉山。“在游历大好河川的过程
中，我一直坚持作画，画技日趋成熟，
觉得可以再续峨眉山之缘，所以我来
了。”

在江云龙眼中，峨眉山是一座有
故事的山，必须要深入了解，才能真正
走进这座仙山。

于是，带着提前做足的功课和峨
眉山文化书籍，江云龙来到“老朋友”
身边。抵达峨眉山之后，他不断行走，
将记忆中和现实中的峨眉山形象进行
重叠，再通过与寺庙里的师父攀谈、向
当地农民请教、实地探访等方式，挖掘
心里的峨眉山奇观。

转眼，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江云
龙的足迹遍布峨眉山的角角落落，无
论是古朴庄严的寺庙、秀丽的山水，还
是旅途中所见的人事，都在他的画纸
上留下了痕迹。而当他不经意间翻阅
自己的作品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创

作了近百幅作品。
江云龙笑着对记者说，过去的两

个多月时间，他曾数次比照书本介绍
最后才找到山中最大的“树王”；为了
画出一幅透视完整的立体图像绕着某
座寺庙转了好几天，最辛苦时，连自己
的鞋也走破了，山间的湿气还打湿了
袜子……“其实来之前我打探过，这个
季节峨眉山少雨，但没想到今年偏偏
例外，几乎天天下雨。我只好见缝插
针，一遇到天气放晴就上山。”江云龙
表示，尽管天气多变，但他却觉得这也
是一种别样的缘分，“正是因为有了这
样的天气条件，我才能感受到雨后初
晴、云腾雾绕，如仙境一般的水墨峨
眉。”

翻看江云龙的画稿，大到整座寺院，小到
一棵铁树，一笔一画都是惟妙惟肖。与很多画
家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全部为钢笔作画，题跋
注解较多，不少画作的题跋占据了画面1/3，
甚至1/2。

江云龙有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他说：“画画
的人很多，我想和他们不同。添加题跋注解不
仅能充实画面，也能让观者快速了解创作者意
图，获取画面关键信息。”

江云龙认为，别看钢笔画用笔单一，其实
创作并不简单，他每次作画全程至少需要站立
4至6小时。如果画面过于复杂，他可能一个
星期都得耗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线条里。话语
里的风轻云淡、眼中的坚定与执着，让人很难
想象江云龙已是满头银丝、年近古稀。

采访过程中，每每兴之所至，江云龙都会
翻找出满意的作品，仔细向记者介绍他的创作
故事。他告诉记者，每次和当地人交流时，他
都能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找到新的关注点，

“总感觉画不完，比如最近在峨眉山脚下看到
一组拟人化的猴子雕塑，有指路的、玩电脑的、
挑滑竿的等等，特别有意思。我认为峨眉山人
和峨眉山的悠久历史、山水人文一样，都是峨
眉山美景的一部分，所以未来我会再来峨眉
山，再续前缘。”

40年前的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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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幅画作描绘“水墨峨眉”

不解情缘

期待“再续前缘”

精心创作

《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乐山是夜郎王的诞生地？

■ 邱硕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 邓瑞璇）四年一度的羊城
粤剧节是全球粤剧表演艺术家和粤剧爱好者的盛
会。17日晚，一部展现广东近年来乡村振兴的现
代粤剧《清水河畔》在广州大剧院和线上网络直播
平台同步演出，拉开了第八届羊城粤剧节的序幕。

第八届羊城粤剧节于11月17日至25日在广
州举办。本届粤剧节包含优秀剧目展演、华人华侨
社团粤剧粤曲联展、粤剧电影展映、粤剧研讨会以
及粤剧名师讲座、艺术沙龙等多个活动板块。

据介绍，受疫情影响，众多海外粤剧爱好者无
法如往年一样来到现场观看演出。今年的粤剧节
新增“云上”直播渠道，在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演
出。组委会还挑选部分优秀剧目进行云上展播，让
全球粤剧迷足不出户也能参与此次盛会。

优秀剧目展演将在广州大剧院、广东粤剧艺术
中心、江南大戏院等多个会场展演来自广东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15个专业院团的21台精品剧目。
华人华侨社团粤剧粤曲联展将由来自粤港澳地区
和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的38个社团，组成21台华
人华侨粤剧粤曲晚会进行展演。

粤剧节期间，广州多个电影院还将展映《刑场
上的婚礼》《花月影》《南越宫词》《柳毅奇缘》《传奇
状元伦文叙》等20部粤剧电影。

羊城粤剧节自1990年开始举办，是国内规模
较大的粤剧文化交流品牌。

羊城粤剧节上“云”端
全球粤剧迷足不出户看好戏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 黄浩铭）2020广西民族
志影展暨非遗影像展日前在广西民族博物馆落下
帷幕。本届影展历时5天，影展期间共公开播映42
部民族志影片。

本届影展共收到北京、上海、重庆等23个省份
及国外的民族志影片近200部，涉及扶贫、手工艺、
饮食、戏曲等题材，涵盖汉、壮、瑶、苗等多个民族。
经过激烈角逐，影展主展映单元评出《大河唱》等2
个优秀影片奖和《保苗祭》等2个评委会特别奖；乡
村影像单元评出《和里记忆》等3个优秀影片奖和
《八仙舞》等2个文化遗产贡献奖；新锐单元评出
《我是贝侬》等2个优秀影片奖。

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研究部主任麦西介
绍，广西民族志影展起源于乡村纪录影片展，目前
已举办6届，部分参展作品的记录者是当地村民，
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讲述民间故事、挖掘乡土文化、
记录淳朴乡愁，向观众展示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
文化变迁以及当地人对民族文化的珍视与传承。

2020广西民族志影展
暨非遗影像展
评出11部获奖作品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 刘明洋 丁梓懿）位于
维多利亚港沿岸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大楼主体
结构18日正式竣工。博物馆预计将于2022年中
开幕，届时将有约800件文物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
抵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是一座世界级的
中国文化艺术博物馆。据项目承建方中建集团旗
下中海集团介绍，博物馆在设计上将“传统中国视
艺文化”、“传统中国空间文化”与“当代香港都市文
化”有机结合，整体的建筑造型呈现“上宽下聚，顶
虚底实，巧妙平衡，变换肌理”的视觉效果，内部结
构为中庭空间垂直递进，以纵向、立体的中轴线将
不同楼层的中庭串联在一起。七层楼高的博物馆
建成后将成为维多利亚港畔的新地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一座以香港策展方式
展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博物馆。据了解，博物馆将
以崭新的策展手法，展出故宫博物院及其他世界重
要文化机构的珍藏。

2017年6月，香港特区政府与故宫博物院签署
《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2019年4
月，该项目主体结构工程正式开始动工。博物馆由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款35亿港元兴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坐落于九龙半岛的西九
文化区西端，面向香港地标性的维港景观。博物馆
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相当于建筑
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7800平方米。
馆内外有宽敞的休憩空间，并设有演讲厅、中庭、教
育活动室、纪念品店及餐厅，还提供无障碍设施与
育婴室。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大楼主体结构竣工

江云龙绘《伏虎寺牌坊》

江云龙笔下的峨眉山滑竿师傅

江云龙绘《洗象池》

竹公溪河畔 资料图片

江云龙在峨眉山江云龙在峨眉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记者 杨心梅 翻拍

■ 记者 杨心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