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灭 的 记 忆
——2013中国沈阳（铁西）国际工业摄影展纪事

本报记者 邓 维摄影报道

今年是我国实施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10 周年。9
月 15 日 ， 2013 中 国 沈 阳 （铁
西） 国际工业摄影大展在沈阳中
国工业博物馆开展。该馆陈列厅
大部分设在原大 型 国 企 沈 阳 铸
造 厂 保 留 下 来 的 老 厂 房 内 ，
3000 余幅描述国内外工业发展
史 ， 特 别 是 展 示 新 中 国 工 业 历
尽 艰 辛 、 奋 发 图 强 、 锐 意 进 取
的 优 秀 图 片 ， 在 依 然 散 发 着

“ 老 车 间”特殊气息的环境中，
激起参观者太多不灭的记忆——

许多“老铁西”住户举家前来，告诉后人“那时候

⋯⋯”

许多照片就放在已退役的老设备上，让记忆与展

望有根可寻。

⇧悬挂着记载我国工

业发展成就的图片旁，是栩

栩如生的原车间生产场面

雕塑群像。

⇦在铁西区专馆入口

处，巨型铜雕描绘了铁西工

业从 1948 年新中国成立之

前支援解放战争，到改革开

放后振兴铁西老工业基地

的历史征程。

专门设立的我国工业百年人物志展区，资料翔实，

吸引观众驻足。

一位沈阳老太太专程坐着轮椅前来参观，并执意

要在展区内老火车头旁留影。

本版编辑 翟天雪 梁 婧

午后，我从贵阳驱车前往青岩古镇。29
公里的路程走走停停，私家车像约好似的，一
溜儿朝古镇驶去，而离开古镇的车，又与我们
相向而行。离繁华都市如此近的古镇，成为
游人没法拒绝的选择。

贵阳的雨，总在不经意间飘来。朦胧小
雨中，青岩古镇变得绚丽多彩，撑起的伞，像
盛开的花朵在游移；一会儿，雨倏地去了，纷
至沓来的人群，又搅热了小镇的吆喝声。

踩在青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上，时间仿佛
凝固了。我在悠远的时空穿行，触摸着古镇
的历史。这座明清时期的军事古镇，曾乃兵
家必争之地，久经600年而不衰。可如今，它
静静地耸立着，承载着岁月的沧桑，早已失去
军事价值，却给现代人悄然留下一片心灵栖
息地。

我的眼睛不
够用了。4条大
街 ，26 条 小 巷
里，藏着我不知
的 秘 密 。 古 城
楼、石牌坊、古寺
庙、状元府、文昌
阁、北城门，台、
亭、阁、寺、庙、
宫、祠、塔、院及
名人故居数不胜
数，游人如潮水
一般，一浪一浪
地涌来，又一浪
一浪地远去。古
城青岩，热闹非凡；青瓦木屋，满目物产；吆喝
声、杂耍声、敲打声此起彼伏。

两个身着明朝铠甲的士兵，站立于南门
入口处，一个骑在父亲脖子上的男孩，伸出小
手抚摸士兵的脸，他惊奇地喊道，“爸爸，他的
脸热热的。”涂着黑色面孔的士兵，露出牙齿
笑起来，哈哈，原来是两个活人装扮的士兵。

街上的人流摩肩接踵；沿街的店铺鳞次
栉比，古今小商品琳琅满目，青岩丰饶稀奇的
物产尽收眼底。苗家姑娘的纯手工银饰，五
颜六色地插在垫布上任你挑选；抡着木槌的
伙计，上下有序地砸着麻糖，空气中散发着喷
鼻的香甜味儿。

当地人说，小小青岩古镇就是一个浓缩
的贵州小吃集散地。

豆腐圆子用豆腐捏成圆球状，再裹上面
粉做成。在油锅里一炸，黄灿灿的。吃时蘸
点贵州特有的沾水，放入嘴里，外脆内软，甜
中带辣，真乃少有的美味。

米豆腐是西南的特色小吃，可在青岩是
用绿豆粉和各种蔬菜调和在一起做成的，看
上去色泽嫩绿，含有多种维生素。

青岩的美食还有很多，比如民间土特产
玫瑰糖、鸡辣角、双花醋、豆制品、水盐菜等随

处可见，它们贴有百年老字号的标签，无不诱
惑着人们的胃口。从卤汁中捞出的方形豆腐、
烤炉上烘焙的白豆腐，惹得游人满嘴生香。

几个老外坐在木凳上，有滋有味地啃着
闻名的青岩蜜汁猪肘，那油亮亮的酱色升腾
着热气，令人馋涎欲滴；他们一边看街上游人
喧哗走过，一边闻着玫瑰糖的芳香，享受着乡
间村镇独有的风味。

逛累了，走渴了，品尝一下刺梨汁、糯米
酒，喝的人津津有味，带走的人满心欢喜；孩
子们手持七彩风车、拨浪鼓，还有芦花公鸡羽
毛做成的毽子，双眸里流溢着童年的欢乐；背
篓的村民朝家赶去，篓里的孩子睡眼迷离；挑
着担子的农夫，牵牛的牧童，向古镇边的乡野
走去，跟着他们后面的，是东游西逛的狗儿。

突然，人群中跳出一个“美猴王”来，他手
持金箍棒，大喝一声，“谁敢与俺老孙一同耍
耍”？年轻男女冲上去，与美猴王挤在一起拍
照，美猴王眨巴眼睛，伸出毛茸茸的手说，“与
我合影拿出钱来”！顿时一片哄笑。

苗族银饰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满街道的银饰店铺让人眼花缭乱，千姿
百态的银饰品，成为古镇的“传家之宝”，
每家银饰店门口都摆着小摊，放满了各种各
样的银饰品，独具苗族特色的手镯，银光闪
闪，各种耳环、戒指，形状百态。可谓民族
与流行相遇，古典与时尚融合，让人忍不住
掏钱去买。

“祥纹银饰”在青岩影响很大，大师们传
承了贵州民间工艺“手工拉丝”、“手工錾刻”
技术，在店铺就可以看见手工文化与现代设
计交融后形成的新的工艺特点。如今，传统
的工艺制作方式已被现代机器所取代，而在
祥纹的“手工传承与保护”理念之下，发展成
为独立的手工特色文化，它试图叙说和演绎
着现代视觉上的“传统与现代”。

站在定广门的城墙上往里瞧,一座“赵理
伦百岁坊”与城墙仅几步之遥，牌坊正方镌刻
着道光皇帝钦赐的“升平人瑞”4字。牌坊是

青岩古镇的标志。青岩古镇原建有8座石牌
坊，现幸存下来的3座，一座是贞节牌坊，两座
是百岁坊。其中“赵理伦百岁坊”创意独特，
被艺术大师刘海粟称赞为是“实属罕见而不
可多得的艺术精品”。牌坊下，导游正向客人
讲述石鼓护柱的故事。

青岩镇不大，古迹很多。佛教、道教、天
主教和基督教在这儿“四教并存”。每当农历
正月初一和十五，寺庙的香火不断，周日到教
堂做礼拜的人也有。一个历史小镇，能让东
西方文化相融而且互存，真是比较奇特。

状元府是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
的故居，大院门前的对联“琴鹤谱志，论语传
家”，显示主人一生的志愿。府第坐南朝北，
为两进四合院，均为一正两厢。建筑是以木

质结构为主的，气派
而不张扬，宁静恬淡，
一派书香风范。

文昌阁建于明万
历年间，乾隆年间重
修，砖木结构，依山而
建，为攒角重楼八角
式，是旧时读书人读
书、聚会、祭拜文昌帝
君的地方。

万寿宫是青岩比
较壮观的一座建筑。
建于清康熙年间，嘉
庆 三 年 ( 公 元 1798
年)重修。据说早先
并不是一座道观，而

是江西会馆，为南来北往的商贾之寓所，后来
才改造为道观。整座宫院由正殿、配殿、西
厢、戏楼和生活区组成，坐东向西，总占地
1000多平方米，在宫内戏楼右侧的木质横梁
上，一组高浮雕人物图案最为著名，内容为

“鸿门宴”、“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很有
文化特色。

小镇上还有名人故居。周恩来的父亲、
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和博古的家属都曾经
在青岩住过。

不知不觉中，夜幕来临了。红红的花灯，
一盏盏地亮起来。当地的老人传说，青岩还
有一怪名：四只把。意为是人们用四肢从大
山里扒出来的地方。而今，青岩境内交通便
捷，210省道纵贯南北，县乡公路纵横交错。
水、电、网覆盖了青岩，古镇的夜比白天还要
喧嚣，宛若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走着走着，郭沫若笔下的诗句从记忆中
奔涌而出：“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
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
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
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
有的珍奇⋯⋯”原来，诗人笔下的“天上街
市”，就在我的眼前，真实而又迷离。

周口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
历史上被称作陈州。6500 年前，三皇之
首太昊伏羲在此定都，制八卦、绘龙图，
与 女 娲 氏“ 抟 土 为 人 ”，繁 衍 了 中 华 民
族。5000 年前，炎帝神农氏又以此为
都，尝百草，种五谷，开创中国农业和医
药之先河。随后,陈国苦县（今鹿邑县）
出了一个思想家老子，这里成了道家文
化发祥地。6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
里生长出了《陈风》和《道德经》，也生长
出谢灵运的山水诗和曹子建的建安文
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周口人延续了这
种文化传统，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较有
影响力的作家，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又一
新地标——“周口作家群”。

近年来，“周口作家群”相继出版了《颍
河作家丛书》、《绿地丛书》、《周口作家丛
书》等多套书系，发表、出版长篇小说 100
多部，中、短篇小说 2000多部（篇），诗歌、
诗词作品6000多首（篇），散文1000多篇，
评论400多篇，影视作品10余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
庚胜说，“‘周口作家群’的梯队整齐，结
构均衡，作品风格迥异、个性突出。选材
范围宽泛，艺术手法多样。他们正用自
己的生花之笔，构建出周口文学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周口作家群”主要有两部分作家组
成，一是旅居外地的周口籍作家，代表人
物有刘庆邦、朱秀海、马泰泉、陈廷一等；
二是生活和活跃在河南省周口市文学战
线的作家，代表人物有柳岸、梁庭华等中
老年作家和红鸟、霍楠囡等新生代作家。

“周口作家群”队伍庞大，成果丰硕，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仅本土作家中，
中国作协会员就有 30 名，省作协会员近
400 人。河南文学院 32 名签约作家中，
周口占 5 名。“这对一个市来说是非常难
得的，也是让人惊讶的。”河南省文联党
组书记吴长忠说。

2010年8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周口
市文学创作基地正式挂牌，该基地是河南
省首个国家级文学创作基地，它的建立是
周口市乃至河南省文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意味着周口文学的实绩已经得到中国
文坛的充分认可。

“周口作家群”的崛起，与周口特别
的地理环境、厚重的文化背景、优良的文
学传统等都有很大关系。

周口文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遥远的
《诗经》时代，其中的《陈风》10首便出自周
口。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留下《道
德经》，老子及道家思想给予中国传统文
学以最深刻的影响。此后 2000 多年，周
口文学人才辈出，如汉魏六朝时期的应
劭、袁宏、谢灵运、殷芸等，明清诗人如李
梦阳、高梅阁、王新祯、张伯驹等。

周口历史文化积淀太厚重了，这些厚
重的积淀和历史的传承，像营养基一样滋
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周口人，造就了一代又
一代的周口文化人。

对“周口作家群”的崛起起重要作用
的因素，不仅包括历史文化，还包括周口
地区特有的风俗民情。“周口作家群”的创
作，尤以乡土气息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
这些作家大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乡
村的人与事极为熟悉，因此具有强烈的

“乡土情结”。豫东地区特有的风土民情，
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十月》副主编赵兰振说，“这片土地
对我有特殊意义，生一次，长一次，一个人
包括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他的一生所
有的创作都是围绕故乡来的，童年对于一
个人非常重要。童年是作家的父亲”。

“周口市作家群”的形成与发展还与
作家的坚守和执着有很大关系。在周口
本土作家中，有相当一些人没有固定的
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靠到处打零工养
家糊口。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写作，孜
孜不倦地追求着文学创作。他们把写作
转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吴长忠说，“创作是清苦的事，是寂
寞的事。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绝不
是像说的那么轻巧。即便你能耐得住寂
寞，也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一个作者可能
苦写一辈子，却没有一部作品被大家所
认可，那他一辈子只能潦倒在自己的世
界里。所以，能够坚守，不言放弃，确实
难能可贵，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因
为热爱，因为追求，因为心中的神圣，这
些人聚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就是‘周
口作家群’”。

天上的街市
——贵州青岩古镇散记

□ 王新伟

中原文化的新地标——

周口作家群
□ 王 伟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

没有的珍奇⋯⋯”原来，诗人笔下的“天上街市”，就在我的眼前，真实而又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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