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城池半入山。

豫北平原，一望无际；滔滔河水，奔腾向

前 。 千 年 水 涨 水 落 ，似 是 此 起 彼 伏 的 漕 运

号子。

《太平寰宇记》载：“卫河、淇水合流亦曰

黎水，亦曰浚水。”这里是河南省鹤壁市浚县，

也是汉代的黎阳县、唐代的黎州总管府、宋代

的浚州、明代的浚县……

岁月轮转，走过 650 余年，浚县城池虽几

经变换，但那饱经沧桑的厚重却似不曾被风

蚀 半 分 ，是 中 原 地 区 迄 今 保 存 最 好 的 古 城

之一。

过去的人们在这里生息，拿泥土夯建城

墙 、从 泥 土 里 种 出 粮 食 、用 泥 土 捕 捉 艺 术 。

“土”，一个平实的字眼，却绵延出一方天地，

以及质朴又厚重的文化。

登高眺远
一面土城墙，讲述岁月变迁

年逾花甲的张富民，是土生土长的浚县

人。趁晨光熹微，他赶早起床，不消几分钟，

便步行至古城开始晨练。

“除去在外当兵 4 年，俺这辈子就没离开

浚县！”张富民说着话，还咬了一口刚出炉的

子馍，酥脆掉渣。张富民前些年从县志办退

休，如今一有空就来老城逛逛。

“1994 年，浚县入选第三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也是河南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张富民颇为自豪。

“走！我来带你转转。”张富民很热情，

“你看，那就是古城的土城墙。”

城墙墙体是土坯，外壁加以石块，在岁月

侵蚀下，略显斑驳。城墙上有很多弹孔，那是

战争年代的痕迹。过去城墙夯土内芯流失，

经后人多次修补，土城墙历经风霜，仍静静矗

立于此，守护并见证着时光变迁。

穿过云溪桥，便步入古城西门。城门上

镌 有“西 瞻 行 翠 ”四 个 大 字 ，张 富 民 微 微 一

笑，并不解释：“登楼便知。”缓步登上西侧城

墙，放眼望去，远处太行山群峰挺拔，轮廓清

晰 ，如 此 景 象 和 意 境 ，可 不 就 是“ 西 瞻 行

翠”！再转头俯瞰城内，屋舍俨然，可见袅袅

炊烟升起。

循梯而下，张富民带着记者漫步老街，百

年古城，古意盎然。“浚县古城坚持了修旧如

旧的原则，‘土’的原貌保护了下来，古城修复

了，我们就有了发展的底气。”张富民说。

2012 年，浚县启动古城保护修复项目，

昔日的烟火气又回来了。独具风格的文化书

店，为游客打造了一隅静谧的阅读空间；浚县

坠子戏、杂技表演在古城轮番上演……人们

来到这里，尽情感受古城里的人间烟火。综

合收入突破 8 亿元、接待游客累计超 680 万人

次，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浚县古城蹚出了一

条发展的新路子。

走着走着，一座豫北建筑风格的四合院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院内仰瓦覆顶，蓝砖砌

墙。“这是翰林府，相传是端木子贡七十八代

孙端木涣若的府邸。”张富民说。府院内的亭

台楼榭别具风格，设一处私塾，威严庄重，过

去教书先生于此讲学开课。“我上中学的时

候，老师还带我来这里参观呢。”张富民说。

时间与记忆在此叠合，沿街两侧门市传出的

各色叫卖声，似乎也穿过了半个世纪。

街旁，老城居民拿出一条板凳，晒着太阳

喝着茶。偶见有游客落座，便攀谈几句，聊聊

家常，讲起浚县的古与今。

襟山枕河
一方水与土，孕育中原粮仓

有言道：“黎阳收，顾九州。”

浚县的“土”，更在于丰收之土地。

县域地势平坦开阔，又有运河流经，良田

众多，自古便以粮食闻名于中原。丰收的沃

土，孕育了浚县天下粮仓的盛名；宽阔的运

河，丰富了中原百姓的味蕾。

古城老街上，文庙、县衙一字排开。县衙

后面有 4 座圆形建筑，是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

的土圆粮仓。土圆粮仓的仓身为砖结构，圆

柱形，仓顶攒尖灰瓦顶，下部东北面开仓门，

上部设通风窗。仓内顶部为 4 层木梁架结

构，梁架用木条和泥搭建，数百根木头交织搭

建，交错纵横，井然有序。

“土圆粮仓，其实是一个半自动化的出粮

设备，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张

富民对粮仓的结构了然于胸，“粮仓

在修建之前，会先用大火烘烤地面，

防止返潮。之后地面铺撒白灰，最后

铺设地砖。粮仓的墙壁与墙壁之间，填

置沙土，吸收潮气，隔绝外温。粮仓的最下

方设有一个小漏斗作为出粮口，粮栓一拉，粮

食就源源不断流出。”

“说起浚县粮仓，那可有着久远的历史。

隋代曾在这里建起黎阳仓，人们利用大运河

漕运输送粮储。几百年间，黎阳仓规模庞大，

一 直 是 中 原 地 区 的 重 要 粮 仓 。”张 富 民 说 ，

“2011 年 ，专 家 团 队 对 黎 阳 仓 遗 址 考 古 发

掘。依托考古发掘成果，我们还在黎阳仓旧

址造了一个黎阳仓遗址公园。”

2011 年 12
月 ，河 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和

浚 县 文 物 旅 游

局 合 力 对 黎 阳

仓遗址进行考

古 发 掘 ，发 掘

面 积 超 2800
平 方 米 ，出

土 大 量 隋 、

唐 、宋 器 物 。

“依托考古发

掘成果，浚县

打 造 了 黎 阳

仓遗址公园，

透明玻璃雨棚

覆 盖 ，景 观 布

道 环 绕 ，考 古

发掘现场尽收

眼 底 ，千 年 粮

仓 再 展 旧 容 。”

浚 县 旅 游 发 展

服务中心负责文

物 工 作 的 张 银 波

介绍。

如 今 的 浚 县 粮

仓，早已搬离旧址、走

出古城。一座座现代化的粮仓在浚县的土地

上拔地而起，取代了过去的木质粮仓。粮仓

内恒温恒湿、智能安防系统实时监测粮情、粮

食出入库全部实现自动化……这片土地孕育

出的粮食，以现代化的方式更好地滋养着老

百姓的生息。

而 古 城 老 街 内 的 粮 仓 ，也

旧貌换新颜。前些年，张富民

还 参 与 了 4 座 粮 仓 的 修 复 工

作。如今这 4 座小型粮仓已经

打造成了微型博物馆，用以展

现浚县的风土人情，里面播放

着大运河微电影，“土气”的粮

仓日渐时尚起来。

云 溪 燕 语 卫 水 舟 ，橹 桨 声

声入梦来。运河充沛的水流，

滋养着浚县肥沃的土地。千里

沃野上的颗颗麦粒，沿着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络，流向四方百姓

的餐桌。

传古承今
一 件 土 泥 塑 ，

“唱”尽古朴民风

浚县的泥土会唱歌。

已是暮色四合，张富民带着记者行

走古城，只为寻一曲泥咕咕的歌唱。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落日余晖划过云溪

桥，浚县古城已是华灯初上。烟火腾起，古城

夜市喧闹，非遗的魅力与古城的厚重在夜晚

碰撞、交织。

夜市上，王红瑞从泥堆里捧出土，放在手

掌揉成团，再捏成小鸟形状，拿起木棒戳好进

气孔、出气孔，最后用细棒精心雕刻，晾干之

后，一只泥哨子的塑坯就制作完成。

“这泥塑现在看着‘土’，穿上‘花袄’可就

成了宝贝。”王红瑞说，涂上清漆的泥哨子，经

过 24 小时烧制定型，便制作完成了。张富民

把泥哨子放在口中吹响，声音悠扬动听。

浚县的“土”，还体现在土泥塑——泥咕

咕。从汉代开始，泥咕咕便在浚县盛行。浚

县泥咕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浚县杨玘屯村村民王红瑞捏了 30 多年

泥咕咕，他在自家大院搭建窑炉进行烧制，妻

子闲暇时间也会帮他制作。“我爷爷就捏泥咕

咕，爸爸也捏，天天‘灰头土脸’，全村几乎家

家都会捏泥咕咕。”从小就跟泥土打交道，王

红瑞身上透着一股质朴。

“古城人气越来越旺，我们在集市上现场

做泥咕咕，让人家看看浚县非遗的风采。”王

红 瑞 拿 起 一 个 生 肖 题 材 的 泥 咕 咕 向 记 者

展示。

话音未落，民间社火的展演队伍已经走

来。马国利踩着高跷，不时向路边的游客挥

手致意。社火展演的队伍沿着道路

前进，舞狮队伍生龙活虎，抬歌队伍

高峭奇险，高跷队伍和着鼓声一步

一探，观者如云，热闹非凡。

民间社火是浚县传统的群众性

娱乐活动。本是祈求风调雨顺、人

寿年丰的民俗活动，在不断演变中，

浚县百姓将音乐、舞蹈融入社火表

演，日渐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民俗

文化活动。目前，全县近半数的村

都有社火晚会。

“为了在夜游时向游客展示民间

社火的风采，最近我们都在加紧排

练。”作为民间社火的表演者，43 岁

的马国利已经表演了 30 多年，“排练

时要一连在高跷上站 6 个小时，但因

为有意思，也不觉得辛苦。”

“初八、十五进古城，初九、十六

山上去。”每年正月，社火演出都是

浚县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路上

行进的是社火演出队伍，路边摊位

则摆满各式泥咕咕，其中，当年的生

肖泥咕咕最为紧俏。

春节临近，马国利叫上高跷队

的队友排练起了新动作；王红瑞满

头大汗，忙着赶制泥咕咕；而张富民

与老伴正准备一起去黎阳仓遗址公

园，晒晒冬日暖阳……

图①：夜幕下的云溪桥。

柴俊林摄

图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浚县泥咕咕。 申小飞摄

图③：古城岁月。

王少斌绘

图④：浚县民间艺人宋学海正在

为泥咕咕上色。

本报记者 王 者摄

图⑤：浚县古城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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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

育了中华文明，涵养了风土人情，承载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与精神气质。民族

管弦乐艺术是当代中国音乐家的创造，

融汇了根脉的传承、包容的胸怀、创新的

精神，是中国音乐“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的重要成果与典型代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由中国广播民族

乐团、中国广播合唱团联袂演出，作曲家

白浩钰创作的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大

河九曲》，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

积淀，运用民族管弦乐赞颂祖国的山河

壮丽，展示黄河流域的文化底蕴与风土

人情，进而表现中国人的根与魂，展现出

恢弘的时代气象。

在民族特色的根基上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文艺创作才能立得住、

传得开、留得下、接地气。《大河九曲》以

表现地域文化为出发点，意在彰显黄河

流域的自然与人文特质。作品深情描写

了青藏高原的肃穆与庄严，若尔盖湿地

的梦幻与旖旎，贺兰山下古沙场的空旷

与苍茫，胶东半岛的开放与蓬勃……作品用音乐的笔触展现

了壮丽山河，挖掘了地域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引发听众的

无限憧憬。作品最后以男声独唱《大河母亲》呼应主题，将黄

河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丽再度升华，深情歌颂母亲河的大爱，

引发情感共鸣。

《大河九曲》以民族管弦乐为落脚点，意在展现民族音乐

的内涵与魅力。作品参考了民歌、舞蹈、曲艺等多种艺术形

式，并选取了宁夏花儿、山西蒲剧、河南豫剧等作为创作素材，

运用了民族管弦乐队及具有典型特色的马头琴、板胡、唢呐、

打击乐器等，以凸显音乐性格的鲜明。作品中，民族乐器的民

间性与时代性得到了恰当的运用与融合。无论是高音板胡的

高亢明亮、中音板胡的深情独白，还是马头琴、大提琴深情而

自然的流淌；无论是管子与埙的幽咽、深邃，还是唢呐“咔腔”

的拟人化表现，抑或是弹拨乐组的点性线条对大河奔腾流淌

的形象塑造——民族管弦乐队“吹拉弹打”各声部间的对话与

融合在《大河九曲》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体现了民族管弦乐

塑造音乐形象的独特能力。

从家喻户晓的《花好月圆》《丰收锣鼓》到格调高雅的《月

儿高》《春江花月夜》，民族管弦乐艺术在传承文化根脉、丰富

人们情感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是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也为民族管弦乐的创

作提供了丰厚土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民族

管弦乐艺术将继续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贯通历史古今、

彰显文化自信，奏响新时代的强音。

（作者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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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王昊男）记者从国家文化产

业创新实验区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国家文创实验区“云园区”

建设正式启动。

据介绍，“云园区”由国家文创实验区牵头，与中国移动北

京公司等企业采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政策支持、共建共

享”的方式携手打造，将通过大数据、物联网、VR、AR 等技术

以及元宇宙等展现方式，推动“云园区”与实体园区及各类文

化场景、服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助力文创企业数智化转型，加

速推进数字服务与线下服务的协同发展。

国家文创实验区“云园区”将打造“一个云服务中心+N
个数字服务模块”数字化治理模式。其中，“一个云服务中心”

即以国家文创实验区“云园区”平台为统一官方入口，搭建一

站式服务门户；“N 个数字服务模块”包括文化政策服务、文化

金融服务、文化版权服务等模块。

未来，“云园区”将引导百家文化专业服务机构、千个线下

文化公共空间、万家驻区文化企业在“云端”集聚，推动文化企

业要素“云端”汇集、公共政策服务触手可得、线下文化空间一

键预约、文化企业协同智能精准、数字文化发展提质增效，探

索智慧文创园区建设的新模式、产业集群效应拓展延伸的新

方式、公共管理服务的新范式。

国家文创实验区“云园区”建设启动

本报贵阳 1月 9日电 （记者黄娴）近日，贵州省确定设立

“武陵山区（黔东）文化生态保护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黔西北文化生态保护区”3 个省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

贵州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贵州省境内以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存续状态良好，民

众参与度高、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

性保护的特定区域。保护区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

物见生活的理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赖以孕育、滋养、发

展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加以整体性保护，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

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

据了解，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后一年内，所在地区将

依据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编制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

体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将协调有关部门综合考虑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与人文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性，依

照确定的保护区域范围、重点区域和重要场所保护清单，制定

落实保护办法和保护措施。

贵州设立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