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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青石路、饱含历史
文化韵味的街巷，一幅幅展现八坊人民生
产生活的河州砖雕，一扇扇古色古香的木
质门窗，再加以八坊民俗馆、八坊手工艺
馆、八坊人物故事馆等展馆，走在甘肃临
夏市的八坊十三巷，城市的文化肌理深刻
而清晰。从又臭又脏的老瓦房，蜕变为今
天充满活力的街区，八坊十三巷已然成为
临夏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名片。

贫困瓦房区寻求蜕变

“ 八 坊 民 居 久 寂 寥 ， 锁 在 尘 世 人 不
识。”这句话曾是八坊十三巷的真实写照。

八坊十三巷原是临夏市一片古老的瓦房
区，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建设中保留下
来。辖区常住 2000多户，8200人。居民中
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 98%以上，是典
型的老城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由于人口结构复杂、贫困面广、开发
难度大，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八坊十三巷
曾一度与贫困挂钩，居民文化程度普遍较
低，思想观念落后，创业就业问题比较突
出，贫困面达 35%。为改善人居环境，从
2015 年开始，临夏市着手于八坊十三巷的
打造，对原有的瓦房区进行修葺，在保护
原有风貌的同时，本着“一巷一特色，一
步一景观”的方针对它进行保护性开发。

“这八个坊、十三条巷内仍完整地延续
着回族围寺而坊、围坊而商的格局，我们
在改造时非常重视保存这里的历史沉淀。”
临夏八坊十三巷景区管理局局长马旭介
绍。八坊十三巷里有八座清真寺，有较为
完整的 26 院古典建筑，完整的格局、建
筑、民俗和文化都被保存了下来。

不仅如此，在改造开发前期，街道还
在居民中回收了 1020份的调查问卷，了解
他们对八坊的历史、民族文化、民居、特
色饮食等方面的价值认同，改善、开发八
坊的真实意愿，八坊历史价值的展示范
式，以及八坊开发后是否有意愿参与旅游
经营等等，为八坊十三巷的改造开发夯实
基础。

“文化味”让这里独具风情

“过去街道坑洼不平，沿街房子的土墙
露在外边。红水河又臭又脏……现在大变
样了！”在八坊十三巷住了 60 多年的马忠
福老人这样感叹道。

依照“文化为先、利民为本”的指导思
想，2017 年，临夏对八坊十三巷重点保护开
发了专员巷、王寺巷、石桥巷、细巷、坝口巷、
小南巷、大南巷、沙尕塄巷、北巷以及红水
河两岸的九巷一河，总长约3.3公里。

虽然八坊十三巷最大的亮点是巷巷
有特色，但在不尽相同的巷子中，“文化
味”却始终不变。不管是随处可见的精
美的河州砖雕，还是两步一家的非遗工
艺馆、极具当地风情的美食店，都提醒
着参观者，这里不是别的地方，这里是
临夏。

在大旮巷口一家名叫“回味·家”的农
家院，河州包子、发菜鸽蛋汤、羊肉糊茄
等这些地道美食应有尽有。店主马炳山以
前在上海做餐饮，后来他决定回乡发展。

“八坊十三巷是我们的传统，‘赏传统文
化，品民族美食’是我在这儿开店的宗

旨，就是让客人体验围着炕桌盘腿而坐吃
手抓羊肉、喝盖碗茶的民族风情。”

在葫芦馆，临夏非遗传承人、甘肃省
高级葫芦雕刻师白正兵的葫芦雕刻作品琳
琅满目、惟妙惟肖。“我的工作室去年搬到
了八坊十三巷。如今临夏市的旅游业不断
壮大，来八坊十三巷游玩的人越来越多，
外地游客见到我们的葫芦，评价特别高，
都说见过烫画葫芦、镂空葫芦，还从来没
见过用针雕刻的，大家都怀疑是不是画上
去的，有人直接用手摸，看能不能擦掉。”
白正兵笑着说。他的刻葫芦如今已成为备
受市场青睐的工艺品。

当地居民幸福指数提升

截至目前，八坊十三巷总投资达 4 亿
元，撬动民间投资 2 亿元，旅游人数达
319.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益13.8亿元，解
决就业近1000人。

“八坊十三巷的改造，既保护了民族民
俗文化，又开发了旅游资源，更加提升了
街道的品位。与此同时，保护改造项目的
实施也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居民的经
济收入，更主要的是广大居民的思想观念
有了质的转变，拓宽了他们增收致富的路
子，增强了信心。”临夏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马学志表示。

行走在八坊十三巷，可以看到不少院
落的门楣上，都钉有“和谐家庭”“文明家
庭”和“卫生整洁庭院”的牌子。在当地
颇有名气的祁建忠一家便是其中孝老爱亲
的典型模范。三代同堂，一大家子十几口
人，和和睦睦。祁建忠 74岁的老伴马麦燕
老人笑称：“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很热闹，
三个儿子都很孝顺，我享福了！”

现在八坊十三巷成了旅游景点，马麦
燕老人高兴不已，“成了景点就更热闹了，
我经常在街上散散步、晒晒太阳，许多外
地游客还请我和他们合影呢。”

临夏有个八坊十三巷
□ 本报记者 郑 娜

1938 年，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的
形势和战略需要出发，作出了在内蒙古开
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开
辟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对坚持绥
远抗战，牵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掩护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侧翼，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今年，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
80 周年，为纪念在大青山浴血奋战的革命
先烈和各民族英雄儿女的丰功伟绩，鼓舞
后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由中国歌剧舞
剧院牵手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联合打造
的民族歌剧《青山烽火》，国庆期间在内蒙
古民族剧院与观众见面。

歌剧 《青山烽火》 以八路军指挥员老
楚被组织派往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建立抗日
游击根据地为叙事线索，讲述了老楚与蒙
古族战友乌日娜，团结蒙族民众打击日
寇，克服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等重重困
难，在大青山地区建立起抗日骑兵游击队
的故事。歌剧用宏大的历史视野、真实的
人性写照，生动展现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的斗争，讴歌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浓
厚炽热的家国情怀和不畏牺牲的伟大精
神。 （嘉 琪）

民族歌剧讲述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故事

农历九月初九为传统的重阳节。九月
是一年中的黄金时节，“九九艳阳天”，云
淡风轻，秋高气爽，又正值丰收季节，橘
红橙黄，金桂飘香。古人在重阳节喜欢结
伴郊游、赏菊品糕、遍插茱萸、赋诗饮酒。

古人为何选择九月初九作为节日？又
为什么称为“重阳”？从现存的文献看，

《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
为阳数，九月九日，日与月皆逢九，两九
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是一个极为
重要的数字。它既为“阳数”，又为“极
数”，指天之高为“九重”，指地之极为

“九泉”，九是信仰中最崇拜的神秘数字。
同时，九又与“久”同音，寓意健康长
久。而且秋季又是收获的黄金季节，自古
以来，人们就对重阳节怀有特殊的感情。

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
就已经提到。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
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但专家
认为，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

节日。由于年代久远，重阳节的形成已
不可考，对其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
为重阳节起源于先秦之前的丰收祭天，另
一种说法认为重阳节起源于古代的祭祀大
火仪式。

西汉时期长安近郊就有了九九登高观
景的风俗。西汉《西京杂记》中贾佩兰云：

“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相传自古，莫知其由。”相传自此时起，重阳
节有了求寿之俗。到三国，魏文帝曹丕给
钟繇的信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
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
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过
重阳节的习俗在文人雅士中已颇为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重阳节已为民间普遍
重视。西晋周处所编的《风土记》曰：“九
月九日……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云辟
除恶气，而御初寒。”《四民月令》 中说：

“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
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以泛之，既
醉而还。”晋代诗人谢灵运为了重阳节登高，

制作了一种“谢公履”，前后有活动屐齿，上
下山时可分别取去前后齿，使登高更为方
便。而赏菊、饮酒的习俗，也因为当时著
名诗人陶渊明的作品而为后世所熟知。

到了唐代，重阳节被正式定为民间
的节日，此后沿袭至今。重阳节是唐代法
定的“三令节”之一，朝廷还加以赏赐，
成为名副其实的带薪“官休”之日，足见
其地位之重要。到了明代，九月重阳，皇
宫上下一起吃花糕庆祝，皇帝要亲自到万
岁山登高，以畅秋志。到了清代，这种风
俗依旧盛行。

至此，在节俗的发展过程中，重阳节
融合了多种神秘观念及民俗因素，逐渐确
定了其主题，那就是求长寿、戴茱萸、酿
菊酒、赏菊，另外有登高野宴活动及各种
游戏等。

虽然重阳节在古代便有祈寿的主题，
但是与老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民俗
观念中，“九九”与“久久”同音，包含有
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所以后世重

阳节被赋予了新的节日内涵。1989 年，我
国把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倡
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
风气。敬老爱老的新主题无疑增加了重阳
节的节日寓意，影响深远。

中国人敬老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中
国农业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早期社会普遍
认为老人是财富，因为农业社会需要他们
的指导，老人一向受到尊重。而今天，在
重阳节继承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
统，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构建和
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今天我们强调敬老爱老也不意
味着重阳节只是老人的节日。许多民俗专
家建议，在重阳节这一天，人们应该回归
历史上丰富的节日形态，挖掘更丰富的节
日形态，尤其是其中高雅的文化传统与内
涵。“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两千
多年来，重阳节从简单的自然时令演变成
今天具有丰富内涵的节日，事实上讲述的
正是厚重的时间感与生命感。

重阳节

厚重的时间感与生命感
□ 文 声

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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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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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成立
中国诗歌研究院

汉字作为先祖智慧的凝聚，横竖撇捺
间书写着诗性之大美，传承着两岸人共同
的文化基因，更让中华儿女的心灵有所依
归。以展现汉字艺术精髓、延续汉字传统
文脉为宗旨的 2018“两岸汉字文化艺术
节”活动于9月26日至10月10日在台北举
办。本次盛会是此前已举办七届的“两岸
汉字艺术节”活动的延续。

自 2010年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
湾中华文化总会等单位发起的“两岸汉字
艺术节”在陆台两地轮流举办。今年，在
原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中华文化永续发展
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的邀请下，第八届

“两岸汉字艺术节”继续在台举办，并更名
为“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

今年的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举办了丰
富的活动。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两岸共
100 位书法家和 100 位篆刻家参加了“汉
字荟萃-两岸名家书法篆刻展”；在台湾
师范大学，面向两岸 14-18 岁青少年征集
的书法作品亮相于“汉字青春-两岸青少
年书法展”；在台湾艺术大学，“汉字记
忆-金石碑拓展”和“汉字书法之当代趋
向学术研讨会”也相继举办。两岸学者对
汉字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
流，积极推动了两岸艺术家和学者对以汉
字艺术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
承和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谭平在开幕式
致辞中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主办方

之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两岸汉字文化和
艺术的研究和交流，这次在台湾接续举办
汉字文化艺术节活动，体现了台湾艺术家
和民众对于两岸文化交流的渴望。

刘兆玄表示，在目前两岸交流遇冷的
情况下，通过在台接续举办“汉字文化艺
术节”，尽力打破民众对汉字只是书写沟通
工具的刻板印象，使汉字文化向下扎根，
永续传承。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
长也表示，汉字书写是中华文化不可替代
的重要元素，很高兴看到在两岸最具影响
力的杰出艺术家代表的作品在台湾展出，
希望这样的艺术活动能继续为扩大汉字艺
术的影响作出贡献。

不论是作品征集还是论文征稿，本次
“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都得到两岸参与
者的积极响应。据台北孙中山纪念馆馆长
梁永斐介绍，本次汉字文化艺术节在台湾
创造了诸多文化活动之最：本年度在台
湾举办的最大的文化艺术活动，台北中
山纪念馆修缮后举办的第一个海峡两岸
文化活动；此外，展览面积、参展艺术
家人数、展品质量和艺术水准也均为历
年之最。

在当今从纸墨书香转为电脑输入的时
代，重新触摸汉字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一
份温润感，而在对中国“书同文”传统的
承继下，两岸人得以在汉字艺术中体认共
同的文化身份，回溯中华文化之源。

10月 10日，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
在江安校区宣告成立。首任院长为四川大
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著名诗歌研究学
者李怡与成都市文联主席、著名诗人梁平。

四川大学具有悠久的诗歌艺术传统，
郭沫若、叶伯和、吴芳吉、饶孟侃、卞之
琳、朱光潜、卢冀野等新诗创作与研究大
家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1997 年，川大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列入“双一流”重点
建设的学科群，同时成都市政府也着力建
设“天府文化”“诗歌之都”，校地联合，
形成了设立中国诗歌研究院的构想。

今年受聘川大的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研究员、中华全国文学史料学会常务副会长
刘福春教授是中国新诗收藏第一人，拥有价
值数千万元的珍贵藏品，如今全数带到川
大，建立了“新诗文献馆”，使得中国诗歌研
究院能更好地发挥研究与教育功能。

当天，来自国内高校和诗刊的知名诗
歌界人士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汉学
家举行了“中国新诗百年高峰论坛”，大家
围绕新诗与中外文化、新诗史以及诗人与
出版传播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黄金子）

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
展演将在济南举行

笔香墨韵两岸传
——写在2018“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之后

□ 钟艺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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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演将于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山东省文化
厅主办，中央民族乐团、济南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承办。

全国各地共有 47 个民乐团体报名参加
此次展演，经专家遴选，最终确定了 10个
民乐团体参演。这些乐团中，既有国家艺
术院团，也有地方艺术院团和音乐院校民
乐团体，既有职业民族乐团，也有综合剧
院所属民族乐团。展演将以中央民族乐团
的民族器乐剧 《玄奘西行》 开幕，以山东
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民族音乐会 《大道
天籁》 闭幕，期间共举办 10 场民乐演出，
同时开展一团一评、民乐艺术讲座、下基
层演出等一系列活动。

本次展演是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4周年之
际举办的一次全国性民族音乐艺术活动，
也是文化和旅游部第一次举办的以民族乐
团为主体的展演活动。据文化和旅游部艺
术司负责人介绍，展演将推动民族音乐的
创作，挖掘和推出一批“旋律优美、意境
深远、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优秀民族
音乐作品。展演将促进民族音乐的普及和
传播，通过优秀民族音乐作品的集中展
示，让更多观众近距离欣赏高水准的中国
民族音乐，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 （郑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