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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嘉州公园的沉浮（上）

■ 邱硕

■ 记者 杨心梅

乐山从古代的文化名城到现代化的
文化新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缓慢地接受现代文明体系，吐故纳新
的过程持续了近百年。古代传统的文化
空间比现代社会少得多，而且以提供公
众文化教育等为目的的公共文化空间几
乎没有。公共文化空间是城市举行各种
活动、居民进行公共交往的开放性场所，
比如室外的山林、水滨、广场、公园、道
路、体育场等，室内的图书馆、文化馆、学
校、餐饮娱乐场所等。乐山现代公共文化
空间的发展，使民众成为乐山城真正的
主人。

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园，诞生于19世
纪60年代末的上海。乐山则在民国时期
才有了城市公园——位于城西的西城公
园和位于城中心的嘉州公园。嘉州公园
的变迁可以说是乐山城市现代化的绝佳
反映。

嘉州公园原址为清代前期的上川南
道道署、清代中后期的学政试院。清末废
科举后改为嘉定府官立中学堂，民国废府
后改名嘉定七属联合中学校（七属为原嘉
定府下辖的乐山、峨眉、夹江、洪雅、犍为、
荣县、威远七县）。民国十一年（1922年），
驻防乐山的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令嘉
定联中迁走，意图改作师部，未果而下台。
之后军阀混战，此地长期荒废。

在地方人士的建议下，民国十九年
（1930 年）此处开辟为嘉州公园。1937
年，乐山县政府将县立民众教育馆设在
公园中。1942年，乐山县图书馆搬至嘉
州公园民教馆楼上。同年，专门管理公园
事务的嘉州公园管理处也设在园内。我
们当代人对于公园和图书馆很熟悉，但
对民众教育馆比较陌生。民众教育馆起
源于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当时的社会
精英认为中国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是民
众教育落后，在全国多地兴办“通俗教育
馆”以启发民智。蒋介石出于加强统治和
推行教育的目的，于1929年通令全国将

“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川政
是在1935年中央政府势力进入四川后
才统一的，所以乐山民众教育馆于1937
年才成立。大体上看，民众教育馆类似于
今天的群众艺术馆或文化馆，具体活动
涉及展览、博物、音乐、体育、演讲、戏剧
等等。

另外，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嘉州公园
内还设有新运会、蜀嘉影院等机构，公园
还曾将土地和房屋租借给《诚报》《岷江
新闻》《兴中日报》等报社，以及一些私营
商店，如松扉茶社、洞天茶社、建国照相
馆、建民金笔店等。据《诚报》1942年一
则报道，四川省第五行政专区要借嘉州
公园举办展览，需整理公园，以重观瞻，

“召集园内十三单位开会商定共同负担
整理费用”[《诚报》三十一年10月6日，
第3版。]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嘉州
公园中有十余家文化、商业机构和若干
私人店铺，它们尽管各自独立，但因为共
处一个大空间，所以使嘉州公园成为集
休闲娱乐、民众教育、知识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从武汉大学学生的文字中，我们可
以得见嘉州公园的文化盛况。武大学生
课余经常来公园，一则休息娱乐，二则聚
会讨论，三则学习自修。文法学院的蒋宗
祺特别喜爱公园茶室的“静、适、趣”，他
的《乐山忆旧》写到：

“矮方桌、竹或藤靠椅，间距稀疏，在
树影婆娑、绿荫覆盖下，显得分外清幽。
在风和日暖的日子里，要‘么师’端来一
杯清茶或一盏‘玻璃’（白开水）往靠椅一
躺，又可消磨几许时光；甚至舒舒服服地
观赏红花绿叶、斑驳陆离的公园景色，使
泡茶馆又增几许情趣。”

公园进门左侧的一间大房子，是武
汉大学“课余平剧社”经常聚会的场所。
平剧社的学生们几乎每晚都在里面敲、

打、拉、弹、唱、做、说、笑，天天都闹到街
上没有人影的时候，才一人一根火把回
宿舍。

因为民众都爱到公园来游玩，所以
这里也成为演讲宣传的场所。1939年郭
沫若回乡奔丧间隙就在公园做过讲演。
公园中还经常举办名家画展。据武大学
生孙法理回忆，公园西厢的几间平房里
曾举办过徐悲鸿的画展。展出的画有徐
悲鸿拿手的马、鹰以及喜鹊、鸭子等花鸟
小品。现在北京徐悲鸿展览馆的几幅大
型油画“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都在
那里展览过。这几间平房还展览过丰子
恺的漫画和山水画，展出时丰子恺本人
也在场。丰子恺的画迷们见到他的国字
脸、大胡子，非常兴奋。公园不仅举办艺
术观赏性画展，还举办政治宣传、知识普
及性质的展览。1942年，四川第五行政
专区区署在举办运动会的同时，就借公
园内民教馆、新运会及蜀嘉影院举行过
政治农矿展览。

上世纪30年代嘉州公园的功能已
经很多，但是公园设施的现代化水平还
不很高。据记载，1943年2月，嘉州公园
管理所新任所长唐秉乾主持召开公园各
单位座谈会，商讨公园整理事宜，决议：
一、设置路灯和垃圾箱；二、整理池塘，以
备种植荷花；三、增设园警，以维秩序；
四、增植花树万株等。可见，在1943年之
前，公园尚未设置路灯、垃圾箱等现代设
备，也没有维持秩序的专门人员。

抗战胜利后，政局变动，嘉州公园的
管理也经历了很大变动；内战期间，各级
政府经费紧张、治理松懈，嘉州公园也开
始走下坡路。1945年12月，嘉州公园管
理所新任所长余品璋刚刚上任，就接到
省上裁撤嘉州公园管理所的命令，但是
上级只要求裁撤，却没有安排后续接收
工作。此时，公园园警不足、经费无着。乐
山县两次请省府保留管理所，均未获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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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美味人生》的导演、编剧任明炀曾评价赵勇刚是
演员团队中的“劳动模范”，原因是赵勇刚在排练《美味人
生》的时候，每天在繁忙的剧院业务工作之余，努力琢磨剧
本、斟酌台词，全心全力投入排练，重视与其他演员的磨合、
切磋。

而这，也正是记者对赵勇刚的印象。
每每见到赵勇刚，他大多都是化好妆、做好造型、穿上表

演服，活跃在舞台上。即使不是排练或者上台演出，坐在办
公室里的他也并不闲着，写报告、找资料，和同事协商工作

……最近，他还在探索通过视频形式，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
进行“嘉阳河”川剧的普及和推广。

忙碌是赵勇刚的常态，川剧则是赵勇刚的精神食粮。
为川剧而忙碌，以川剧充实生活，在这条道路上赵勇刚

探索了近30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也从不为掌声和鲜
花而停留。“也许有一些外界的评价，说我演得好，或者说我
有所成就，但于我而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赵勇刚告诉记
者，他只想做一个醉心在川剧里的普通演员，尽自己的努力
把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更多的人喜爱川剧。

赵勇刚 国家二级演员，工丑行，先后师承川剧名丑许明耻、李良华、陈保全。乐山
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乐山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川剧“嘉阳河川剧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川剧表演艺术工作近30年，曾
受邀赴海外演出，涉足话剧、小品等多种舞台剧表演形式。

2007年，主演无言戏剧小品《陌生的朋友》获四川省第十一届戏剧小品比赛优秀
表演奖；2011年，主演讽刺喜剧小品《胆大胆小》获四川省第十三届戏剧小品（小戏）比
赛优秀表演奖；2012年，主演《连升店》获四川省首届“金堂·外实校杯”青年川剧演员
比赛表演二等奖；2015年，主演《审判》获首届四川艺术节·第十五届戏剧小品（小戏）
比赛优秀表演奖；2017年，主演《揭榜》获四川省第十六届戏剧小品（小戏）比赛一等
奖；2019年，主演话剧《美味人生》在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中获四川文华奖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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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承““嘉阳河嘉阳河””
探索川剧艺术的乐山味道探索川剧艺术的乐山味道

记者：您是怎么和川剧结缘的？
赵勇刚：1991年我在读高中，有一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

条四川省川剧学校招学生的公告，我就去报名，并顺利考上
了。毕业之后，我来到原乐山市川剧团，成为一名川剧演员，并
在这个城市、这个行业坚持了近30年。

记得刚进入川剧学校时，我已经17岁了，在同一批入校的
同学之中年龄是最大的，而且因为之前没有任何戏剧基础，所
以在学习上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拉筋这些动作很难做到。不
过，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由衷地喜爱这门艺术，愿意为之努力，
所以在考虑了自己的身形、声音条件之后，选择了文丑行当深
入钻研学习。虽然相较于生行而言，丑行角色不容易成为大戏
主角，但我始终认为老天既然给了你适合这个行当的先天条
件，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
到最好。

工作以后，剧团承担的作品创排任务比较重。在不断的演
出过程中，我的表演能力有所提升，同时也发现自己因为基础
薄弱而产生一些问题。为了提高专业技能，我还到北京进行专
门的声乐学习。

记者：有很多人评价您的表演清新自然、浑然天成，巧妙地
把川剧功底揉入到人物塑造之中，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

赵勇刚：“嘉阳河”川剧艺术久负盛名，是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它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囊括吸收了全国戏曲各大声腔
体系的营养，做到了与地方语言、声韵、音乐的融汇结合。要把

“嘉阳河”川剧演好，不是简简单单站在台上，把动作做好、把
唱腔唱好就结束了，更需要把文化内涵展现出来。

作为一名演员，如何来展现文化内涵？一个是不断提升基
本功，传承发展川剧韵味，另一方面则是要把人物弄懂吃透，
让表演的人物在舞台上活起来、立得住。比如2019年，我们探
索创排话剧《美味人生》，我在其中饰演的是一名和父母分别
多年，生活在乐山的跷脚牛肉店老板。尽管这是一部话剧，但
我们在其中保留了川剧锣鼓小打与帮腔，注重传统戏剧中关注
现实，批判现实，试图解释人生的意义及价值等积极的部分。
同时，我也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下了功夫——饰演一个掌握了乐
山本土文化、很有乐山味儿的人，而这个人在情感认知上，既
有对父母的孺慕之情，也有和父母分别多年的纠结惆怅。

记者：您觉得乐山的川剧发展现状如何？
赵勇刚：首先要肯定“嘉阳河”川剧处于一个积极向好的发展

态势。乐山地处三江交汇处，“嘉阳河”川剧的产生和发展一直都
在吸收外来文化，然后进行本土化的融合创新，所以现在我们的
青年演员一直都在吸收其他剧种唱腔、音乐等方面的优良基因，

和“嘉阳河”川剧进行有机整合。过去这些年，乐山每隔几年就会
有一部大戏产生，如《大佛海通》《假县令》《抓壮丁》等作品都得到
了业内认可。同时，这几年我们也一直都在进行“嘉阳河”川剧的
创新探索，在实验话剧、新编川剧等新形式上均有作品产出。

在传承发展上，我们一方面通过戏曲进校园、在中小学校
开设戏剧传习班等方式培养一批年轻的川剧爱好者、表演者，
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文艺惠民演出，让更多市民能够进入剧
场、接触川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愿意听戏，喜欢
听戏，爱上川剧的人越来越多。

但同时，川剧的传承发展也面临一些难题，一是传统文化艺
术受众面不大，很容易受到通俗文化、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的冲
击，二是随着老一批川剧演员的退休，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还需
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更大支持和关注。（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据新华社悉尼电（记者 郝亚琳 张玥）“2021欢
乐春节·江苏非遗文创精品展”当地时间27日晚在
澳大利亚悉尼拉开帷幕，为悉尼民众带来一场文
化盛宴。

展览展示了南京云锦、苏绣、秦淮灯彩、桃花
坞木版年画、昆曲艺术、金陵剪纸等独具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凸显了江苏深厚的文化底蕴。展
览将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持续至2月26日。为方
便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观众观展，利用VR（虚拟
现实）技术的在线展览也同步上线。

据介绍，今年是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与江苏省
合作的“江苏文化和旅游年”,双方将共同推出一
系列线上线下文化活动，除展览外，还有“感悟生
活——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家作品展”“天涯共此
时——中西合璧中秋音乐会”等活动。

江苏非遗文创精品展
在悉尼开幕

据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张玉洁文静）记者从27
日召开的甘肃省文物局长工作会议上获悉，甘肃省
将在“十四五”时期加强对石窟的保护利用，推动境
内石窟的标准化管理，强化科技支撑。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介绍，2020年甘肃
省启动了境内石窟寺专项调查，调查涉及石窟基
本情况、文物现状、外围环境等诸多内容。这项

“摸清家底”的工作拟于2021年4月完成。
面对各地保护能力差异较大的现状，甘肃计划

在“十四五”时期出台《甘肃省石窟寺管理导则》，
推动境内石窟寺的标准化管理。“敦煌研究院管理
着莫高窟等6处石窟，在文物保护、监测、数字化等
领域拥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基于

‘敦煌模式’形成规范性标准，为省内其他石窟的
保护管理提供参照。”马玉萍说。

甘肃被称为“石窟艺术之乡”，现存石窟205
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点）有莫高窟、麦积山石
窟、炳灵寺石窟3处。

“石窟艺术之乡”甘肃
将加强石窟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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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剧折子戏《拜新年》中饰演“窦相公”

在《连升店》中饰演“店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