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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始祖是后蜀王孟昶

《百鸟归巢》全曲以黄昏意象构筑，
且变化丰富，曲中洞箫以花舌吹法模拟
鸟啼声，群鸦投林，乐章中更以吐音表现
归巢的轻快活泼气氛，勾勒出一幅异彩
生动的景象。记者了解到，这首《百鸟归
巢》是 2022 年申遗成功的南音中四大名
谱之一。

何为南音？南音，源自汉唐宫廷燕
乐，是随着中原人南迁入闽的中原古乐
与闽地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古老乐种。
南音由曲项琵琶、尺八、二弦和三弦四种
乐器伴奏，演唱者执拍板相和而唱。南
音（泉州弦管）于 2009 年 10 月正式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而要追溯这绝世之音的
历史渊源，却会发现与成都有着深厚的
联 结—— 南 音 的 始 祖 ，就 是 后 蜀 孟 昶 。
因其始祖为孟府郎君，所以南音也有了

“郎君乐”的别称。
泉州与成都，一个处在东南一角，一个

位于西南一方，孟昶最远也只到过开封汴
梁，为何就成了泉州南音的始祖？

孟昶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
后蜀高祖孟知祥之子。在前蜀时期，前蜀
皇帝王建、王衍十分喜爱音乐，后蜀孟昶自
幼打下了极深的学养根基，他的音乐造诣
更明显高于前蜀帝王。

作为后蜀王，孟昶对音乐艺术的热情，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以至于蜀国上至
公卿大臣下到士民百姓都热爱上音乐。“御
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觱
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花蕊夫人所
写的《宫词》中，就曾有大量记录孟昶“御制
新曲”以及宫廷音乐盛事的文字。孟昶每
次创作新词，都要谱成乐曲，一首新曲刚谱

成，六宫就会传唱开来、编成舞蹈。“御按横
金殿幄红，扇开云表露天容。太常奏备三
千曲，乐府新调十二钟。”说的则是官方音
乐会的场景。

或许正是孟昶“善弹，好属文，尤工
声曲”，“御制新曲”的缘故，才使得后蜀
宫廷音乐得以在南宋时代流传。由孟昶
令赵崇祚整理的《花间集》，不但是中国
词史上首部词总集，也是唯一传世的燕
乐歌词集。南音的前期基础是燕乐，倡
导燕乐的孟昶被推崇为南音始祖，也就
不奇怪了。

泉州承接蜀乐形成南音

然而，孟昶的音乐、文学、艺术造诣颇
深，作为君王却是悲凉的，而正是由于孟昶
的坎坷流落，蜀乐才得以在颠沛流离中，传
入泉州闽南一带，形成流传千年的南音。

公元 966 年，在北宋强大的攻势之下，

孟昶出城投降，后蜀灭亡。据传，宋灭蜀
国后，孟昶与花蕊夫人二人被押往汴京，
其精心培养的后蜀宫廷乐工，遴选 139 人
进入宋初建立的教坊，占到教坊总编制的
三分之一，成为传承盛唐和五代音乐的中
坚力量。

建炎三年（1129 年）十二月，南宋朝廷
进行战略疏散，将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
外宗正司”和宗室 349 人迁徙到远离宋金
前线的泉州。队伍之中，就有许多人来自
教坊人员，包括蜀地的宫廷乐师。

随着宋朝的南迁，这批乐师及其音乐
流落到了南方，最终在泉州落地生根。宋
朝南迁以后，很多文人与乐师都在南方落
地，而泉州作为宋朝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
之一，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时承接了来自蜀
地的音乐，并且逐步将其融入当地的音乐
风格当中，南音由此逐渐成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实习
记者 王茹懿 受访单位供图

《百鸟归巢》

黄沙漠漠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从中走来

1995 年 10 月，昆仑山下，中日尼雅遗址
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
址的一处汉代墓葬中，发现墓中其中一人的
右臂上绑着一块色彩鲜艳的织锦，在织锦的
彩色纹样间，8 个篆体汉字跃然而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由此，“中国”二字，
首次在新疆地区出现。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田地区民丰县境内，为两汉魏晋时期精绝

国遗址。在一片苍茫的沙漠中，在尼雅河
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因此
被称为“东方庞贝”。尼雅遗址地处丝绸
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
交流融汇之地，它的发掘，揭示出中华文
化向西传播和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
要历史。

出土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的
则是一个两人合葬古墓。合葬的两人身上
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还是其中一人右
臂上绑着的这块织锦。当时开棺的一瞬间，
织锦绚烂的色彩、诡秘的纹样，加上神奇的
文字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齐 东 方 教 授 曾 表 示 ，
“五星出东方”锦最大可能就是蜀锦，而
蜀锦素有“寸锦寸金”之称，当时只有长
安和成都才有能力生产。这件锦护臂，
可以代表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丝绸织造
工艺的顶极水平。有专家推断，其为汉
末三国时期生产的蜀锦。作为国家一级
文 物 和 中 国 首 批 禁 止 出 国（境）展 览 文
物，它也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
大的发现之一。

顶级织锦
成都老官山织机模型成功复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时，
曾有很多学者推测是蜀地制造的锦，但
也无法找到更多的证据支持。蜀地织锦
的诸多细节，还需要更多材料加以丰富
完善。但 2021 年夏，成都市天回镇老官
山一座西汉时期的墓地中，四部泡在水
中的竹木质地织机模型重见天日，则成
为故事的转折点。

四部西汉时期织机模型经过专家们
的深入研究，确认属于提花织机。提花
织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上
万 根 丝 线 ，为 织 机 编 制 并 存 储 一 部“ 编
码”。工人在纺织时的“选综”，就相当于
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

缎。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老官山汉墓
织机模型还具有滑框和连杆两种不同的
编码技术手段，织出的花纹出格当各具
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老官山汉墓中
出土的除了四台织机模型之外，还有形
态各异的织机俑，以及摇纬车、经耙、立
柱等纺织用具，将汉代织锦的工作场景生
动再现。

2014 年，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
项“汉代提花技术复原研究与展示——以成
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为例”正式立项，开
始尝试以其为基础复原汉代勾综式提花
机。3 年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用复原
出的织机成功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织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实习
记者 汪茹懿 受访单位供图

《锦绣》

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

一群消防员正围坐在桌边吃饺子，其
中一名队员说碗中的饺子有妈妈的味道，
当他转过身去，才发现自己的妈妈就站在
身后，两人相拥而泣，场景令人动容⋯⋯这
是 2023 年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上 ，公 益 广 告

《“跃”来“跃”好》中的一幕，画面中的主角
来自成都消防。

记者了解到，这一幕源自真实事件，
其中的消防队是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特
勤大队二站。上月中旬，时值冬至，成都
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消防员郭
德胜正在和队友一起吃饺子，此时他已
经整整一年没有回家了。“这饺子真好
吃，感觉跟我妈做的一个味儿。”郭德胜
边吃边说。

“饺子来了！”一句熟悉的声音打断了
他的思绪，转过身来，他才发现原来是妈
妈站在身后，母子俩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相拥而泣。
据了解，这次“意外”的重逢，是成都消

防和央视春晚联合策划的。见面前，一家
人对郭德胜“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一点消
息。最终，这感人的一幕经过剪辑制作，出
现在了央视春晚中。

据郭德胜介绍，自己去年大学毕业，随
后来到特勤大队二站，开始了为期一年的
新消防员入职培训封闭训练。训练的时
候，只有周日可以和家人通电话，所以他常
常怀念妈妈做的饭。郭德胜说，春节期间，
消防员的任务很重，除夕当天他还在坚守
岗位。

作为一名消防员，能守护广大群众的
平安和幸福，郭德胜感到特别骄傲，“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有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图据央视

成都消防员的母亲
送来爱心饺子

“是妈妈的味道”
登上春晚公益广告

游喜神方 热闹重启
昨日，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期间的重头戏

“游喜神方”“仿古祭祀”活动，在成都武侯祠博
物馆文物区前热闹重启。

大年初一上午 9 点，伴随热闹的锣鼓声，
蜀汉仪仗队伍从四面八方鱼贯而出，威风开
路。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率一众文臣武将
盛装亮相。喜神诸葛亮拉开卷轴，唱声宣布

“仿古祭祀”开始。随后，祭祀队伍穿过重重殿
宇，到达三义庙前广场，献三牲九礼，祭拜武侯
先贤，祈求蜀地昌盛。“仿古祭祀”结束后，市民
纷纷在三义庙前祈福，摸“喜神方”石，讨好彩
头。可爱童真的小喜神更是抓人眼球，成为了
大庙会的“小明星”，引得无数观众驻足留影。
小喜神身着红色喜神服，手提吉祥灯笼，喊着
口号和问候语，来到观众身边，亲密互动，派发
喜神福牌、福贴，送出新年美好祝愿。

“人日福娃”“闪现”草堂
“福”，承载了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理想。

新春游草堂，体验原汁原味传统民俗是市民欢
度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昨日，“人日福娃”“闪
现”草堂，为五湖四海的观众朋友送上新春祝福
和草堂礼物。在昨日上午，市民和游客还纷纷
来草堂敲响新年的晨钟，共同为新的一年祈
福。此外，在草堂内，第五十一届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梅花艺术展奏响“早梅报春”的序曲。

金沙祭祀 庄重回归
昨日，阔别三年的金沙太阳节祭祀大典隆

重回归，再次向如今生活在蜀地的人们，送上
最庄重的祝福。

记者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到，正午时分，两
面特别定制的太阳大鼓鼓声雷动、气势磅礴，金
沙圣女手持祭祀象牙，在太阳神鸟沙地上布好
阵法等待仪式的开始。配合鼓声，以“天”“地”

“人”三方为代表的祭祀队伍手持祭品，一同向
舞台中心会聚。随后，金沙大祭司缓缓步入象
牙阵中央诵读祭文。祭祀大典最后，金沙大祭
司带领观众，以庄严神圣的姿态一起向天地祈
福，共同传递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祈福三星堆 福佑千万家
“祈福三星堆，福佑千万家。”时隔三年，“三

星堆新年大典”祭祀祈福展演活动昨日重启。
昨日9点30分，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正大

门，身着古蜀国服装的祭祀人员已经被众多游
客包围起来。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就从这里
开始。巡游队伍将通过祈神、奉神、神舞、神祀
等步骤，完成祭祀祈福。完成整个仪式后，三
星堆大祭司还将带领民众挂福牌纳吉运。

“感觉很震撼。”游客颜先生带着家人一早
就来到了三星堆，“仿佛穿越到数千年前的古
蜀国，亲眼见证了古蜀人宏大的祭祀场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周鸿

织出一幕《锦绣》
一件蜀锦

除夕晚，舞剧《五星出东方》中的

《锦绣》舞段惊艳亮相央视春晚舞

台。曲裾摇曳，袖舞翻飞，一展泱泱

大国、锦绣中华的大汉气魄。这支绝

美舞蹈，灵感来源于一件国之重宝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织

锦。考古学者曾表示，“五星出东方”

锦最大可能就是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追溯始祖来自成都
一曲南音 ◀

除夕晚上，非遗南音火了。在2023年央

视春晚开场不久，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赖多俐

（中国台湾）、厦门市南乐团、泉州师范学院、泉

州市南音传承中心共同携手演绎的《百鸟归

巢》点燃全场，并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

﹃
喜神

﹄ ﹃
福娃

﹄

陪
你过年

到武侯祠游喜
神方；在金沙遗址
博物馆逛太阳节；
前往杜甫草堂感受
诗歌文化节，是不
少成都市民大年初
一的保留节目。暂
停三年后重启的武
侯祠成都大庙会、
金沙太阳节、成都
诗圣文化节三大新
春节庆活动昨日分
别举行了精彩的游
喜神方、仿古祭祀、
登高撞钟等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
游客前往参与，祈
福新岁，热闹过年。

当天，时隔三
年的“三星堆新年
大典”祭祀祈福展
演活动也重新启
动，让众多游客“穿
越”到数千年前，见
证古蜀人祭祀盛
典，领略独特的古
蜀文明。

孟昶

记者昨日获悉，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在春节期间开
展 以“ 与 文 明 相 伴

与健康同行”为主题的文明旅游宣传活动。
昨日，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志愿者

赴都江堰景区、崇州街子古镇，以现场宣传，抖
音直播的方式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同时，
邀请崇州街子古镇、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在线宣传景区特色亮点，以线
上线下同步宣传的方式，广泛普及文旅安全生
产常识，倡导健康、文明、环保旅游的理念，进
一步深化成都文明城市建设，营造文明、和谐
的旅游环境。此外，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邀
请有直播经验的优秀金牌导游和文旅安全检
查专家，通过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对文明旅游倡
议和假日安全隐患检查进行网络直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景区负责人
线上宣传文明旅游

成都文旅市场加速回暖
上接01版

市 内 各 大 公 园 活动丰富年味足

春节期间，成都市内的各大公园组织了
一系列文展惠民、非遗传承以及新春游园活
动，主办方通过送春联福字、猜灯谜、剪窗
花、投壶等民俗互动活动，让不出远门的一
家人，在充满年味儿的氛围中，感受公园里
的春节文化，过一个红红火火的温馨年。

“听说文化公园有灯会还有活动，就
带孩子来了，公园环境很好，这些小活动
孩子也很喜欢，感觉好像回到了我们小时
候逛灯会，边耍边看灯，特别是这旁边的
大灯组，很有意思⋯⋯”记者采访到正在
排队投壶的一家三口。孩子妈妈说他们
是通过公园的公众号得知活动信息，没有
想到公园里那么多人。“今天在公园里，还
看到了漂亮的大花樱草、仙客来、报春、花
甘蓝，简直不枉此行！”她说。

在人民公园，“剪窗花”活动开展得火
热。活动现场挤满了市民和游客，窗花是
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在剪纸老
师的带领下，大家剪出自己对兔年的美好
祝福与热烈期盼。“我今天带我的孙子和孙
女来逛公园，他们都很开心，特别是这些丰
富的活动，让我们参与感都很足！”市民王
阿姨表示春节逛公园是他们家节日期间的
必备项目，看到公园里的游客人山人海，非
常高兴，她表示成都的年味又回来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鲁 余力 王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