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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味道城市味道··行走县城看中国行走县城看中国R

当武陵山余脉延伸入贵州黔东南，来不及

与苗岭山脉相遇，又遇上蜿蜒向东的 阳河。

于是，山水交融，形成了一片交通要冲，滋养出

一座古城——镇远。

在多山地的贵州，水陆交通顺畅的镇远，

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明史》载：

“贵州为内地，当自镇远始矣。”历代皆在镇远

屯兵驻防，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置县历史。

过往船只由此下沅水过洞庭入长江，无数

历史名人在此驻足留下诗篇……千载沧桑，镇

远古城城址未变，诉说悠悠古韵； 阳河水依

旧，映出繁华新景。

城垣古桥，看百年风貌

赶着大早，沿着铁色的石垛拾级而上，湖

南游客曾丽登顶了府城垣。

待到晨曦与云雾散去，终于得见镇远古城

面貌：在群山环抱之中，碧绿的 阳河自西向

东蜿蜒贯通全城，用一个 S 形的优美转弯，将

这座小城一分为二，形成“九山抱一水，一水分

两城”的古城格局。只见，铁路穿山而过，火车

呼啸着隐入山间； 阳河两岸，车辆川流不息；

厚重古石桥上，商贩肩挑水果而来。

元、明、清三代，镇远都为府州治所所在。

镇远城北以大山为屏，南以 阳河为池，府城

垣则建在石屏山山脊上。千年硝烟散去，如今

的府城垣，成了游客们登高望远的绝佳去处。

意犹未尽踏上下山小道，曾丽咬了口还冒着热

气的油炸粑，糯米香、辣椒香瞬时扑鼻：“都说

镇远美食美景多，一次怎么体验得完！”

穿行在城内，石桥城垣错落有致，古街古

巷曲径通幽。巷道出口向 阳河北岸延伸，临

河处就是一座座古码头。“不要小看这些码头，

以前就连载着大象的货船都可以系泊。”镇远

县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段向东说，

明清时期的镇远，是“民安物阜，商贾云集”的

重要驿道。

“过去有‘六牌十巷’的说法，‘牌’与‘坊’

各有不同分区和地段。”段向东讲起了一段过

去流行的民间歌谣，“头牌一枝花，二牌盖过

它；三牌京果铺，四牌油炸粑；五牌开马店，六

牌烂豆渣。”

过去，“头牌”位于府城东边青龙洞附近，

皆为官宦人家；“二牌”住户是书香门第；“三

牌”住户为做小生意者；“四牌”住户是作坊生

意人，大多是磨米浆、做粑粑的；“五牌”住户多

是在镇远主要官道上开设提供食宿、驮马的旅

店的；紧邻开旅店的“六牌”人家，制作便宜美

味的豆腐，生意虽红火，却都是些贫苦人家。

如今，城垣、石板、青砖依旧，城中繁盛更

胜从前。行到巷道里一处售卖冰镇嫩豆腐花

的摊位，段向东笑着说：“早就不兴分什么‘头

牌’‘二牌’喽。现在古城里的家家户户，生意

红火的都是‘一枝花’嘞！”

舟楫竞渡，融民族文化

阳河畔，灯火渐明。街道、灯笼、屋舍都

荡漾在水波里。喝下一碗镇远红酸汤，79 岁的

镇远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陶钟麟向记者介绍

起了镇远人的心头好——赛龙舟：“别看锣鼓

一响，大家你追我赶，其实讲究一个和谐吉祥

的好彩头。”

“我们镇远的赛龙舟传统已有上千年历

史。”陶钟麟说。清乾隆《镇远府志》载：“镇远

府，端午日作龙头戏。结彩两岸，观者如堵，以

祈岁稔。”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镇远龙舟

节正式命名，此后每年端午节，镇远都会举办

赛龙舟活动。2011 年，这一文化活动入选第三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古城步行街上，百名壮汉头绑黄布，齐声大

喊号子，缓缓抬起上千公斤的龙舟龙头。龙头

后是唢呐队和表演队，有的挑着桐油、推着小车

“卖布”，有的手捧荷叶、跳着采莲舞步子前行。

再往后是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扁担两头

或挂着家禽，或挑着粽子、米酒……每逢端午，

这番热闹景象都会在街头上演。

“红龙、黄龙、青龙、白龙，每个街道、村寨

参加比赛的龙舟颜色和造型各不相同。苗族

芦笙舞、侗族山歌，突出的就是多民族共融、

多 文 化 共 生 。”赛 龙 舟 州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皇 安

东说。

“赛龙舟是人与船的合二为一。激烈时，

落后船的指挥人双手揪住龙头下巴，两只脚蹬

在船头，一上一下‘惩（按）龙脑壳’，以求超越

对方；超前船的指挥人则在船头双脚倒立，用

脚当手，来回蹬动，用脚指挥。”皇安东描述起

过去的精彩场面。

“划龙船呀！喂喂！划得赢啰！吃粽粑

呀！”说到精彩处，皇安东双手模仿划船动作，

即兴喊起划船号子，“其实不管输赢，重要的是

大家一起‘图吉利’‘凑热闹’。”

镇远近一半人口为苗族、侗族等少数民

族，赛龙舟成了各民族共同的传统活动。段向

东认为：“赛龙舟体现出的是‘和’文化，各民族

在这里团结和谐。”

不只是赛龙舟。巷道中飞檐翘角、雕梁画

栋的四合院，既有几分徽派特征，又融合苗族

侗族干栏式吊脚楼风格，镇远的兼容并包在古

城民居中同样可见一斑——不论南来北往，皆

可在此落脚。

江西人建“万寿宫”、福建人建“天后宫”、

两湖人建“禹王宫”、四川人建“川祖庙”……明

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十五省客商涌入镇远，

先后建起“八大会馆”。多元文化沁润交融，让

镇远逐渐成为五方杂厝、万户烟火的要津。

古镇新生，聚八方人气

“镇远街，人挤人，挑窑罐的被撞破，担桐

油的挤不出城。”一句民谚道出了镇远的旺盛

人气。

“古城里的好人气，可离不开我们这些‘古

巷管家’嘞！”在老街巷道，经常能见到镇远县

阳镇兴隆社区老党员邓明凤的身影。砖木

结构古建筑需要注意消防安全、行动不便的邻

里需要帮助……桩桩件件都马虎不得。

兴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文杰

介绍，通过把辖内仁寿巷、复兴巷、四方井巷等

10 余条古巷道，按照地理相近、居住相连、便于

服务的原则进行划分，社区组建起一支 22 人

的“古巷管家”队伍，服务居民、游客和商户。

如今，结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美城

乡四大行动内容，镇远县紧盯街巷环境精细化

治理，组建由社区干部、热心群众以及党员干

部组成的“管家”队伍，以古城巷道网格为载

体，开展矛盾纠纷化解、环境整治、安全生产、

政策宣传、纾困解难等工作，将“古巷管家”基

层治理模式推广开来。

“只有一套房、一个服务员，只做精品民

宿。”2015 年，来自广东的陈水兴来到镇远，游

览一周后，决心租赁下巷道半山腰的民居开办

民宿。老板、保洁、厨师……都是陈水兴一个

人。辛苦获得了回报，今年整个夏天民宿都没

有空置过。

“人气，就是扩大经营的最大底气。”古城

内一家连锁酒店的经理何常春，选择了另一条

发展路径。酒店不仅开起非遗研学馆，让游客

体验蜡染、制作香包等手工艺，还提供游客孩

童托管等特色服务，生意火爆。

近年来，镇远在文化旅游业态上创新体制

机制，不断满足游客多样化、特色化、个性化住

宿体验需求，吸引着外地客商投资兴业。截至

今年 5 月底，镇远县旅游市场涉及出行类、餐

饮类、购物类、娱乐类主体总量达 2235 家，旅

游直接从业人员 3000 余人，间接从业人员 2 万

余人。

“只需一部手机，游客通过扫描‘古城全景

VR’二维码即可进入，涵盖美食、住宿、景点等

各方面内容。”镇远古城智慧旅游中心内，镇远

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唐华说。现在，古城内

的巷道、码头、建筑都可以实现 VR（虚拟现实）

讲解体验游，游客既能看到两岸的美丽风景，

又能感受镇远的文化魅力。

“从 1986 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

始，镇远就一直在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唐华说，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镇远不断提

升文旅业态和服务能力，挖掘旅游新产品新

场景。

时近傍晚，登高远眺石屏山，一湾碧水奔

流不息。自在游走古城镇远，兼具古韵与现代

的生活并不遥远。

镇远 一湾碧水映古今
本报记者 黄 娴

图①：镇远古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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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镇远古城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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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在镇远古城举行的龙舟比

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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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奋勇向前

的鲜活实践、传承绵延的传统文化、蓬

勃振兴的乡土田园……时代潮流中有

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是文艺创新的

宝藏。

文艺创作要紧跟时代潮流，呈现

奋进力量。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回望

我国林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电视剧《人生之路》描绘一代年轻人的

期待与追求……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

有不凡的故事，影视创作要用动人的

光影、深厚的内涵和凝练的美感，深刻

挖掘、充分展现那些值得反复品读的

故事。

影视作品是连接大众与现实最鲜

活的媒介。近年来，一批批扎根现实

的影视精品力作涌现，深刻回应与动

情书写时代故事。电视剧《人世间》

《山海情》、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映照

现实生活，催人奋进、抚慰人心；文化

类节目《山水间的家》探访美丽乡村，

唤起亲切乡愁；芒果 TV 综艺节目《披

荆斩棘》第三季用精心编排的内容唤

起大众关于岁月的美好回忆、引发共

鸣。由此可见，用心用情、真诚可感，作品方能赢得良好口碑。

文艺精品具有成风化人、温润心灵的精神力量。影视作

品以视听语言呈现画面和声音，用故事和情感、价值和思想，

触动大众心灵。影视作品要与大众建立起心灵的共情，就要

求创作者坚守艺术的初心，戒除浮躁，回归艺术规律和审美规

则。在政策引导、行业自律和市场规约之中，让影视创作扎根

现实生活，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灵感，在奔涌向前的

时代潮流中寻找创新点。

近年来，《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精品力作用心用情

用功，为艺术创新开拓了广阔空间。长津湖战役硝烟不再，但

红色基因在动人的故事、感人的音符和多彩的光影中代代传

承；历史洪流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交织成了“我和我的祖国”

无法割舍的血脉深情……这些文艺作品不断探索，形成了百

花齐放的创新格局。

不吝倾注艺术之力和创新之力，对活力蓬勃的现实生活

施以浓重笔墨，中国影视艺术将走出自己的奋进之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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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10月 12日电 （记者李凯旋）12 日，第八届中

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四川成都开幕。本届国际非

遗节以“共享履约实践 深化文明互鉴”为主题，将开展多项

特色节会活动，展示国际非遗保护成果，共享中国履约实践经

验。当日，中外嘉宾共同观看“天府大巡游”演出，参观非遗手

工艺展、国际非遗品牌 IP 授权展、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体验展

等展览。

本届国际非遗节设置五洲非遗、神州非遗、巴蜀非遗、云

上非遗四大板块，包含 30 多项特色鲜明的展览展示活动，吸

引了来自国内外的 900 多个非遗项目、1800 余名传统工艺传

承人、3000 余名传统表演人员和 1800 余名中外嘉宾参与。其

间还将举办非遗成都论坛和亚太地区非遗保护能力建设师资

培训班。

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开幕

本报北京 10月 12日电 （记者杨雪梅）日前，由中华文物

交流协会、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博物院承办的“扬帆出海：

中华文明国际展示推介活动”终评会举办，20 个展览项目获

得推介，将汇入“中华文明国际展示优秀项目库”。

据介绍，该活动旨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

一批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文物外展品牌，深化国际文物交

流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经过展览项目

汇报和专家讨论评审环节，故宫博物院的“天下龙泉——龙

泉青瓷与全球化”、天津博物馆的“殷契重光——纪念甲骨

文发现 120 周年特展”、山西博物院的“晋国六百年——山西

两周精品文物展”、山东博物馆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

文化展”、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

文明的遗产”、浙江省博物馆的“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

图像展”等 10 个展览获评重点推介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文 心 雅 道 ”、苏 州 博 物 馆 的“针 启 华 章—— 苏 绣 艺 术 文 献

展”、湖南博物院的“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等 10 个

展览获评优秀推介项目。

20个展览获评中华文明国际展示推介项目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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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晋中 10 月 12 日电 （记者刘阳、赵偲汝）12 日，以

“推动科技自主自强 服务电影强国建设”为主题的首届电影

科技发展创新座谈会在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召开。

本次座谈会旨在加强电影产业链各端协同发展、优势互

补，加快补齐补足我国电影科技的薄弱环节和发展短板，共同

提升我国电影科技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效能。本次座谈会搭建

了电影科技专家与行业代表交流、对话、合作的新平台。中国

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张伟，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和导演郭帆等 9 位嘉宾分享了关于电影科技发展的看法。

本次座谈会由国家电影局主办，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

所、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承办。国家电影局相关领导及全国

各省级电影主管部门、电影相关单位代表和专家参加会议。

首届电影科技发展创新座谈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