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凉都”的文化魅力
□ 冯举高 田耿文

经常有朋友问我，石家庄周边有什么值得一去的
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耳熟能详的可能是石家庄市
所辖的平山县、正定县和赵县这三个鼎鼎大名的县。平
山有革命圣地西柏坡和自然风光优美的驼梁，正定有隆
兴寺和当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修建的荣国府，赵县
有柏林禅寺和赵州桥。但如果让我推荐，我想介绍一个
大家相对不那么熟悉的地方——井陉。

井陉县在石家庄西边，紧挨着山西，地处太行山东
麓，群山环绕，自古就是通衢要冲，兵家必争之地。井
陉以地形而得名，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
之第六塞”之称。《太平寰宇记》云：“四方高，中央下，如
井之深，如灶之陉，燕赵谓山脊曰陉，下视如井，故为井
陉。”

去年 11 月，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了一趟井陉，印
象很深有“两多”：一是公路上拉煤的大卡车很多；一是
路两边和山上的柿子树特别多。与城市里经常见到的
柿子树不一样，井陉的柿子树长得极为高大，橙色的小
灯笼在蓝天的映衬下分外悦目。

第一次去井陉，爬了当地一座挺有名的山——仙
台山，在山顶看到了河北和山西两省的界碑，两块石头
并立在一起。看到省界，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跨过
中间的铁丝网，就可以一步从河北进入山西。我很向
往有一天能徒步到山西阳泉的娘子关去。

当天还去了一个古村子——于家石头村。这个村
子全村95%是明代政治家于谦家族的后人。按村里老
人的说法，500 年前，先祖于谦遇害后，其子逃往冀晋
交界处娘子关外的南峪村隐居，后生有三子。明朝成
化年间，因生活所迫，于谦的长孙于有道迁来太行山深
处的这个地方避难隐居，繁衍生息，至今已有 26 代、
400多户、1600多口人。

于氏先人就地取材，“千锤万凿出深山”，靠勤劳的
双手，代代开山凿石，辈辈垒房盖屋，建造了规划有序、
独具特色的石头村落。石头村的小路上，石楼石阁、石
房石院、石桌石凳处处可见。村东的清凉阁，是石头村
的标志性建筑物。高大的建筑物，不打地基，不填辅
料，以天然石头为基础，从下到上完全靠打干垒而成。

走在石头村里，时间似乎静止了。山里人家的生
活很恬静。村民们在地上随意晾晒的南瓜干就像一幅
抽象画。石头屋子的窗台上，坛坛罐罐装着香甜的
梦。静谧的小四合院里藏着羞答答的秋天……

从井陉秋游回来后，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井陉
历史悠久，是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井陉县古迹
众多，有古驿道、苍岩山福庆寺，有井陉矿区的唐代陀
罗尼经幢，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陉天长
古镇的出现时间有唐代文献可证，是唐天长军、宋天威
军的塞城所在。井陉还有与定窑、邢窑、磁州窑齐名的
河北四大名窑之一井陉窑，井陉窑遗址长期藏在深闺
人未识，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秀林镇南
横口村窑场遗址等地非常值得一看。

就这样不断翻看资料，在地图上规划访古计划，直
到今年春天，忙里偷闲与几个朋友再次出发到井陉访
古，去了向往已久的井陉古驿道和苍岩山。

井陉古驿道横贯井陉县东西，有南道北道之分，全
长 75 公里。现存的古驿道断续遗存在山岭和沟壑
中。古驿道两侧留有石牌坊、石刻、石桥、驿站等众多
历史古迹。我们去的是一段约 2000 米的秦皇古驿
道，位于井陉县东部，距石家庄市30公里。

这段驿道早在秦时就被辟为驰道，后为历代主要
驿道，是连接华北与西部的交通要道。秦始皇完成统
一大业后，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筑驰道，提出“书
同文”“车同轨”。秦朝“车同轨”规定是6尺，相当于现
在的 1.1米。井陉口东天门关城下有两条长达 18米，
最深处达尺余的车辙，里面还存有前一天下雨时积的
雨水。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尺余深的车辙，是因古时车
驾的木轮镶有铁制轮箍，经年累月碾压打磨，在石头路
面上抠出来的。当车辙深到一定程度，车就会拖底，古
人就找石匠把路面找平。由于持续找平，原来的山体
岩基居然已经被削下去 4 米！据考证，这条古驿道比
罗马古道还早了100多年。井陉古驿道之所以得以局
部保存，得益于这一路段险峻，于是正太铁路在井陉改
线，没有选择古驿道所在的路线。

再向前行，只见三间石屋，正中门楣上凹嵌长方石
刻有“立鄙守路”四字。那是一座中国现存最早的古驿
站，建于清嘉庆十六年（公元 1811年），被称为我国邮
驿史上的古化石。

从古驿道出来，我们又来到群山环抱中的小龙窝
村。这里的古村遗风也令人流连忘返。村子旁边就
是小龙窝寺，可惜只剩下一面石窟墙，其余建筑都已
毁损。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我们赶紧上山，去当地最著名
的苍岩山游览。苍岩山景观丰富，深涧幽谷、古树名
木、清泉碧湖，美不胜收。千年古刹福庆寺坐落在这
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桥楼殿”。
桥凌驾于百仞峭壁之间，形制如同赵州桥敞肩拱式。
桥上建楼，云飞楼动，不是仙境，胜似仙境。

离开井陉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知道，井陉会
一直吸引着我，去探访它深藏的美与诗意。

井陉访古

□ 李予阳

匠心传承中国故事
——评声优舞台剧《襄樊之战》

□ 小 然

声优舞台剧打破了传统舞台剧

数十年来在观众心中留下的刻板印

象，以声入戏，以声带戏，让亲临现

场的观众每一分每一秒都沉浸在视

听双享受之中

石头屋子的窗台上，

坛坛罐罐装着香甜的梦。

静谧的小四合院里藏着羞

答答的秋天

今夏，由杭州此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此
声文化”）精心打造的声优舞台剧《襄樊之战》承载各方期
待，在西子湖畔拉开帷幕。

襄樊之战，亦称为荆州争夺战、关羽北伐，是历史上
三国形势的重要转折点。剧情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年）的时间点切入，串联起关羽北伐襄、樊，司马懿游
说江东，吕蒙白衣渡江等环环相扣的情节脉络。魏、蜀、
吴三方势力因立场不同而暗中交锋，你来我往，有勇有
谋，令人拍案叫绝。故事最终，关羽父子兵败自刎，舍生
取义。而后诸葛亮悄然登场，以《后出师表》中的台词作
结，并抒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臣之叹。寥寥八
字，贯穿古今，场内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叹息、感思落泪。

《襄樊之战》在人物塑造上，摒弃了以往三国相关作
品中“贴标签”的传统，不再单一的以“性格标签”来定义
人物，力图让每个角色都更加立体，层次更加丰富，剧情
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拓展。为此，此声文化邀请

到吴磊、阿杰、边江、赵岭、夏磊、赵路等10余位国内顶尖
级人气配音演员前来参与演出。从幕后到台前，好戏遇
上好演员，新颖的“搭配”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襄樊
之战》打破了传统舞台剧数十年来在观众心中留下的刻
板印象，以声入戏，以声带戏，让亲临现场的观众每一分
每一秒都沉浸在视听双享受之中。

《襄樊之战》不仅立足于历史背景，演出阵容强大，在
服道化方面，亦是推陈出新，让观众眼前一亮。剧中有王
侯、谋臣、武将、兵士等角色，不同的身份皆对应不同服饰
风格。在道具方面，创作组更加注重历史质感和细节还
原。其中孙权、陆逊和司马懿的一场宫廷戏，一张大案、
两张小案、一副坐榻、三个蒲团、一方托盘、两个粗瓷碗等
道具被一一搬上舞台，只为尽力还原汉末三国时期大气
古朴的器物风尚。除此之外，还有魏王曹操专属、需4人
才能搬动的雕花坐榻，司马懿渡汉水与凌统所乘的木船，
以及吕蒙追击关羽时所隐藏的芦苇丛景片竟然是真芦苇
制成……服装造型华美并求实，道具细节尽善亦尽美，创
作组的用心让观众看完后大呼过瘾，纷纷感慨宛如穿越
梦回三国。

《襄樊之战》声优剧项目自去年启动，制作时间长达
9个月。无论是剧本打磨，还是视觉呈现，乃至最后的演
出执行，都凝聚着编创组人员夜以继日的心血与付出。
此声文化坚持做在业内并不怎么被看好的舞台演出，一
方面是想让优秀的配音演员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让声音
的演技、声音的艺术、声音的价值为更多人知晓；另一方

面，这种形式的舞台演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业
内树立了高起点、精制作、广传播的行业标杆。总制作人
依山观澜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做的是文化产品，但绝
不能忽略文化背后的社会责任感。如果大家因为喜欢我
们的作品，从而爱上历史文化，与我们一起成为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那么我们所有的辛苦与付出都是
有意义的。”

诚然，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末三国只
是其中光芒璀璨的浪花一朵。如今年轻人读书学习、增
广见闻，对外来文化并不感到陌生，也渐渐熟知世界上几
乎每个文化体系里都有自己的“英雄”。在中国神话中，
英雄人物往往是“美德”的化身，而历来广受推崇的英雄
人物，其人格魅力也集中表现在一个“德”字。《襄樊之战》
声优剧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或为一方之主，励精图治、开
拓疆土；或为治世之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为一代名
将，竭忠尽智、克己奉公……无论是孙权与麾下吕蒙、陆
逊的君臣相知，还是关羽对主公刘备的忠义无双，抑或是
关羽、关平的父子之情，徐晃与关羽的同乡之谊……这些

“德与义”“情与勇”都足以令人心潮澎湃，深感动容。剧
作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开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
将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力量，尽一点星火之力，传承并
发扬光大。

“三分天下，江河逐浪遗千古；竭忠尽智，奇谋险策定
荆襄”。《襄樊之战》声优剧的首场演出虽已落幕，但我们
相信，那些精彩的演出片段依然留存于观众的记忆深处。

适逢国际马拉松赛事，我们有幸走
进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感
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时值盛夏，初下飞机，一股清凉小
风迎面扑来，几个小时颠簸的辛劳无影
无踪。“19℃的夏天，360°的激情”“世
界那么热，我要去凉都”的广告语随处
可见，让人感受到这座小城市不一样的
激情与热情。

3 天行程中，除了观看马拉松比赛，
参加与此相关的活动，让我们感受颇深
的，还是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文化气息。

留住一段记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贵州还是“天无
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状
况，六盘水地区更是一片几近荒凉之地。
为了建设好这片土地，无数中华好儿女响
应了“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从天南地
北聚到这里，成了三线建设大军。这里，
也成了三线建设的西南地区主战场。一
代又一代的三线人，怀着“早日把三线建
设好”的坚定信念，住油毛毡，啃干馒头，
开山、筑路、建厂房，在艰苦的环境中，他
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一心报效和建设
祖国。

经过20年的大规模集中建设，这里
形成了煤炭、钢铁、电力、建材四大支
柱性产业，为六盘水市的诞生奠定了物
质和技术基础。

“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今
天的六盘水市。”这是六盘水市钟山区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邓平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他说，六盘水正是在三线建设过程
中孕育和催生出来的城市，与无数三线
人的辛苦付出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线建设的过程，不仅创造了巨大的
工业物质财富，更是造就了弥足珍贵的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三线建设精神。

传承一种精神

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的贵州三线建
设博物馆，是一家以“三线文化”为主
题的博物馆，于 2013年 8月建成开馆并
实行免费开放。

展厅以时光为轴，分别展示了三线
建设的历程，以及一个从无到有，从边
远封闭的穷乡僻壤到迅速崛起，形成四
大支柱性产业的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
同时，这里分别设置了演播厅、衍生品
销售中心、工厂还原区、三线职工食
堂、新华书店、供销社、邮政局等。“这
些都是按照当年的实物来复原，让文物
来说话。”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让本来
枯燥乏味的历史变得津津有味。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理事兼三线博物
馆馆长田景彪介绍，该馆目前已具备7大
功能：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是三线
精神传承之地；三是道德建设示范之地；
四是六盘水市对外开放和接待窗口；五是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六是全省国防教
育基地；七是贵州省干部培训基地。

“三线建设博物馆的建立，不仅是要
重温三线建设的那段历史，缅怀三线建设
英烈，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三线建设精神，
弘扬三线建设的精神文化。它也是新时
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生动教材，激励着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国梦
的征途中再创辉煌。”田景彪说。

展示一个创意

走进位于水城河河道南岸的三线文
化创意小镇，“争先创新 奉献创业”的
标语映入眼帘，两侧的小洋房精致典
雅，古色古香。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
些小洋房都是用废弃的集装箱改造而
成，所有商铺都是地方特色经营。

邓平介绍，小镇是利用水城河南岸未
利用绿地范围进行升级改造的重点民生
项目，一共用了 18 组集装箱，在注重环
保、将废物再利用的同时，还融入了三线
的工业文化元素；整个小镇建设以三线文
化为背景，注重对三线文化的追忆。

小镇除了以极具工业感的集装箱建
筑为主体，还通过“煤都”“火车拉过来的
城市”“矿工”等具有三线文化特质的雕塑
小品及宣传壁画，同时融入生态城市、文
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建设理念，展示了六
盘水市从西南煤都向中国凉都的转变。

该项目的运营管理商——贵州行文
化旅游传媒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严印
说，小镇的入驻商首先考虑的是企业的
文化性、特色性、带动性、环保性等，
要充分体现小镇的生态、健康、文明环

境，为的是给凉都市民及游客打造一个
全新的精神生活新高地。

小镇中部的“六盘水市216开放式扶
贫试验区农特产品展销点”，陈列了各种当
地特色的农特产品、民族服饰、传统工艺品
等展品，展示的手工苗银制品做工精良。
店老板告诉我们，这里的农产品都是从农
户家里采购过来的，都是地地道道、原汁原
味的土特产，目前并没有形成批量生产。

邓平说，作为打造文化长廊试点的
第一期的三线生态小镇，要让游客在休
闲娱乐之余，还能了解到当地特色产
品、欣赏到民族风情之精美、感受到传
统文化之博大。

这个夏季，小镇平均日游客量已超
过8000人次，而最近几天每天都有超过
3万人次的游客量。

开发文化长廊

三线文化创意小镇的成功运营，产
生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六盘水市
又开始着力打造水城河沿岸全长10公里
的文化长廊，将小镇的试点建设经验，
延伸到文化长廊的打造。

三线文化长廊西起公园路，东至人
民东路与水城河交叉处，以弘扬三线文
化为载体，把三线文化、体育文化尤其
是已经连续 6 年举办国际马拉松体育赛
事的文化盛事融入其中，按照“艺术长
廊、生态长廊、文化长廊、产业长廊”
的理念，展现近年来六盘水市从工业文
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

长廊以时光隧道为背景，将三线文化、
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民族民俗文化、脱贫攻坚作为主
轴，包括序章（1964年前）、鎏金岁月（1964
年—1978 年）、春回大地（1978 年—2000
年）、时代放歌（2000 年—2014年）、展望
未来（2014年—2020年）五个主题。

在时代放歌标段，沿街道分别排列
着五节绿皮火车、几辆大巴车和老解放
牌汽车，都是经改造后进行运营。其中
的一节老式绿皮火车头停放在一段铁轨
上，乍一看去，还以为是正在运行中的
火车呢。

负责该标段工程开发的贵州中山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经理谢坤介绍，这些火
车和汽车，代表了三线文化建设的历
史。其中，火车头是1970年国家派发给
水城矿务局汪家寨选煤厂的，到2008年
退役，总共服务了38年2个月，拉了55
万吨煤。现在把它作为整体移过来，代
表了六盘水的煤炭事业；把车厢车体全
部改造成了经营项目，为老百姓带来一
个消费休闲的地方。

据邓平介绍，六盘水市正在进一
步提升和打造滨河观光旅游带水城河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 项 目 集 旅 游 景 区 接
待、旅游服务综合运行、文创发展、
三线文化展示、民族文化展示、民间
艺 术 传 承 、 旅 游 人 才 发 展 培 训 为 一
体，引领青年人秉承“艰苦创业、无
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勇于开拓、创
新创业，项目还将继续推动第三产业
发展，带动一二产业转型升级，助推
六盘水的脱贫攻坚事业。

老式绿皮火车把大家带入到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 冯举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