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成都！什么是成都？是杜鹃悲啼
中的古蜀国，还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是一
眼千年灿若星河的三星堆？还是杜甫笔下的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是雪山下公园城
市，还是火锅里的巴适搓麻声里的安逸？即便
放眼全球，都很少有成都这样的城市：历史文
化与现代文明和谐交织，古色古香与现代繁华
完美融合⋯⋯成都像一本浩瀚的大书，读不
完，说不尽⋯⋯

最近，成都上演一台大型文旅剧《花重锦官
城》，很火，自4月上演以来，已演出170余场，观
众超过6万人，被选为“四川省文旅演艺精品”，
成都市重点推荐舞台剧，大运会期间向全球机
构和来宾推广。近日，有幸一睹，让人在这场90
分钟的视觉盛宴中，全方位、深层次了解了成都
的过往，感受了成都的魅力，体味了这座城市的
厚重与烟火，感觉有韵味、有趣味、有意味。深
品成都“三味”，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演绎内容上，讲述成都前世今生，有韵味。
成都因移用周太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之说而得名，又因五代后蜀孟昶遍种芙蓉
树，花开时节锦绣满城被称为芙蓉城，还因蜀锦
闻名于天下被称为锦城、锦官城。境内金沙遗
址有3000余年历史，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先
后在此建都，西汉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唐为中
国最发达工商业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北
宋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这里，
有着“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的古
老传说，有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
襟”的千古遗憾，有着造福千年的人间奇迹都江

堰⋯⋯古蜀文明辉煌灿烂，人文积淀熠熠生辉，
文翁文脉悠长绵延不绝，先贤百家、文人墨客、
鸿儒大师的传世经典穿透时空，创造了许多古
迹传奇。在这里，可以见证中华文明之璀璨，华
夏文化之厚重。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精彩!
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如何展现？这的确考验编剧
的智慧和水平。《花重锦官城》全剧以 3 位各有
特长的外地青年“刘关张”来锦官城寻找网络千
变女神“一朵芙蓉花”开局，请熊猫老师当向导，
从蜀文明到三国故里，再到烟火成都，穿越成都
千年历史，将成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起
来，通过5个篇章16幕剧来展现，以《安逸成都》

《文明成都》《包容成都》《进取成都》来概括总
揽，打造了一幕全方位演驿成都、展示成都的精
彩大戏，将成都这座自古以来的网红城市的“网
红”气息尽数呈现于观众眼前，让人体验了一场
天府千年的文化之旅，全方位展示了成都的前
世今生，讲好了成都故事。

表现手法上，采取散文“散打”的方式，有
趣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
播的最佳方式。《花重锦官城》将讲故事作为核
心叙事方式，以全方位展现成都厚重文化、风
土人情、前世今生为主题，采取“形散而神不
散”的散文式“散打”表现方式，以“一线串珠”
的表现手法，寻找“芙蓉花神”为主线，以展示
天府美食、美酒、美人、美景为辅线，融入穿越
游戏闯关的时尚构思，将古代穿越和现代朋克
融为一体，以话剧、歌剧、舞剧、诗剧、音乐剧等
多重舞台剧形式，通过音乐的、美术的、舞蹈
的、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让人在亲历亲闻中

零距离感悟成都千年历史、了解名胜古迹、经
历南丝绸之路、感受汉服之美、体验川剧蜀锦
等非遗文化，构思精巧，注重身体性、真实性和
角色性，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趣味性、可看性。
同时，舞台效果华丽，演员年轻表演认真，声、
光、电元素齐全，融入流行新潮元素，幻境与真
实、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触手可及，让观众用身
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各个感觉
能力，在假想的情境中，以角色的或非角色的
身份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又为整台剧增色不
少，看后觉得好看好耍。

现实意义上，打造浓浓蜀味的文旅剧，有
意味。百馐百味百盘馔，一步一景一卷画。沿
着成都中轴线天府大道一路向南，既能感受到
老成都的安逸闲适，又能看到新一线城市应有
的忙碌、繁华和摩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同步
演绎，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碰撞，科技感和历史
感在这里交融，给人一种现实穿越的即视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致辞中指出，成都
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
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
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如何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展示成都形象，
讲好成都故事？需要制作一张靓丽的文旅名
片，一定程度上《花重锦官城》达到了这一目
的。该剧用现代化的国潮朋克和古典美结合，
告别了过去对成都介绍的“零敲碎打”，既真实
再现了成都的“魔幻”，又系统全面呈现成都“全
貌”，让人眼前一亮。且剧中融入了大量的四川
方言，不时插入方言俚语，教人说成都话，语言
也雅俗共赏，具有浓厚的烟火气；又以多重舞台
剧的方式，融入成都特有顶流熊猫、市井小吃、
烟火生活、采耳习俗、麻辣火锅、茶馆、蜀锦、川
剧变脸等，以汉服、歌舞、各式唱腔加以展现，构
思精巧别致，将成都个性化元素一网打尽，堪称
展示成都的百科全书，具有独特魅力。鲁迅在

《且介亭杂文集》中写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同时，270°罗马式双升降舞台，剧目演
出与现场观众高度互动，让观众在“极致成都”
的艺术盛宴中“一站式”“零距离”了解天府之国
的历史文明、文化特色和心向苍穹、步履铿锵的
时代进取精神，尽显“安逸、文明、包容、进取”的
文化特色。除此外，该剧出品人邱焱告诉笔者：

“他们将用互联网思维，多模块多维度常变换地
表达成都文化，创新性地从演艺厅到剧场周边、
融入社区，形成人生‘入’戏、沿途有剧、故事交
织、文商旅融合沉浸式商业体验”。真是《花重
锦官城》，来了都是成都人，深悟其意义重大。

（作者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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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世界递上的一张成都名片
——观文旅剧《花重锦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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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西城的西华门街与东城根街之间，
有一块面积大约数百平方米的长方形空坝，连
同周边金家坝街、横金家坝街、人寿巷和寿安
街 4 条长短不一的街巷，便是人们通称的“金
家坝”。

据载：清代，一位曾任建昌镇总兵的金
姓官员安家于此，家门前竖有悬挂牙旗的桅
杆，设有便于上马的石蹬，因而形成了一块
空坝，金家坝由此得名，也算是有些历史的
老地儿了。

然而，金家坝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当年回族
进步青年创办《学生报》的那段历史。

1945 年 10 月，受中共地下党南方局青工
部之邀，进步青年苏菲、苏良沛参与进步刊物

《学生报》的编辑工作。苏氏兄弟将自家所有
的金家坝街 17 号大院作为报社的秘密社址。
苏家院子共有三道大门，一道是金家坝街 17
号，二道是同街的 13 号铺房门，第三道门则朝
东拐了个弯，在西华门街83号。从事地下工作
的同志从不同的大门进入绿荫满庭的内院，不
显山不露水，十分安全。苏宅中，那 36 平方米
的客厅，用来做了报纸编辑部和发行部；而苏
菲的卧房则成了常务人员磋商议事的会议室。

《学生报》每期 4 个版，内容紧扣时局，传
递党的声音，颇受进步学生欢迎。诚如苏菲所
言：“它是学生自己的报纸，人民的立场，革命
的目标。”“是我们回族青年与汉族、满族青年
并肩战斗，为创建未来新社会的大厦而尽一木
一石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家坝对于成都的新生
是有着一分贡献的。

与寿安街隔着蔬菜店并列的金家坝街西
段，除了西头那座据说是刘文彩某个姨太太居
住的袖珍公馆外，基本都是木铺板青瓦顶平
房。在我的记忆中，这条小街最风光的经历，莫
过于 1979 年秋在香港某电影公司与峨影合拍
的纪录片《四川奇趣录》中留影露脸。拍摄那
天，我与众多的围观者挤在现场，目睹了当时的
情形。当年的金家坝街西段如今早已不存，对
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那影片中短短
几十秒钟的镜头不啻为珍贵的留念。

城市改造前的金家坝，充满着“烟火气”。
坐西朝东，左依金家坝街，右靠寿安街的，是一
家国营蔬菜店。在“毛毛菜”都相当匮乏的年
月，我曾高举手中的菜篮子，挤在蜂拥的人群
中，抢购青菜萝卜。菜店左对面，金家坝街 40
号大院右侧，是一家酱盐铺。门面虽只三四米
宽，但油盐酱醋齐全。每当我家楼下那家大杂
货店油盐一时售罄，我都会多走几步路，来此

“补缺”。而店里那位忙碌不停，被街坊们呼为

“马伯伯”的营业员，其容貌神情总会让我联想
起电影演员葛存壮。

与香烟店一墙之隔的“成都市西城区金家
坝饮食店”，我则是常客。饮食店“主打”品种
白糖发糕和米粉油茶，兼营油糕与油炸馓子。
那发糕，系糯米和饭米掺和后磨制成浆，灌注
在专用的蒸屉中，用粉红色的食用颜料涂抹出

“龙飞凤舞”般的图案，蒸熟。有食客购买，便
以一块特制的木板为规范，划成长宽 10 厘米、
厚约 2 厘米方方的一块。发糕很厚实，满是蜂
窝孔，入口清甜糯软。在周边居民心目中，俨
然“名特食品”。米粉油茶，则是人们冬天最爱
的早餐，我亦如此。浓稠的米糊，色泽橙黄，上
面覆以翠绿的葱花、淡黄的黄豆、浅褐的大头
菜粒和金黄的馓子碎节，色香味俱全。一碗下
肚，热了肠胃，暖了心怀。

饮食店对面，是一家猪肉铺和一家蔬菜批
发店，与几家住户同在一幢两层老屋的屋檐
下。外婆时常捏着肉票，挎着菜篮，在这家肉
铺“挑肥选瘦”。当时最扯我眼球的并非钩挂
在木架上的肥膘瘦肉，而是两位师傅脚蹬的专
用拖鞋，此鞋棕面木帮胶皮底，状似古装戏中
的高底靴，既防水又防滑。每每看到“大师傅”
拖着这模样奇特的鞋子在湿淋淋的肉铺里“滴
滴答答”地走来转去，我总会忍俊不禁。

与肉铺为邻的还曾有一家开在金家坝街
折向字库街口子上的茶铺，后来转向成了“鸿
森旅馆”。不过，茶铺虽然关了，但“老虎灶”却
保留了下来，既为旅馆提供开水热水，也对外
服务。但凡家中蜂窝煤炉子搞不赢时，我便拎
着水瓶来此打水，5 磅的 2 分 1 瓶；8 磅的 3 分 1
瓶。分分钟搞定，倒也省心省事。

吃喝拉撒，人之日常。金家坝街西段与东
城根街接壤处的那座简陋不堪的公厕，不单承
担着满足本街区居民如厕需求的重任，在街对
面的胜楼和斌楼冲水厕所因全部损坏而停用
后，还成了两楼居民的“救急”之所。其时，我
家居胜楼，雨雪之夜，奔出楼院，横穿大街以

“解急”的情形，不堪回首，至今难忘。
从我家所在的东城根街到金家坝，有两条

路可走，向右是寿安街，朝左是金家坝街西
段。寿安街短且直，宽亦不过 2 米，因此在回
民小学读书时，我基本都是沿寿安街至金家
坝，然后右拐折向阔达五六米的人寿巷。上学
的路上，我不止一次想过，寿安街称“街”，咋个
又窄又短；人寿巷曰“巷”，为何又宽又长？不
知其来龙去脉，便自认为当年取名的人“打梦
觉”把二者弄混了。

短短的寿安街，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记
忆。寿安街两侧全是临街平房，学友方春节就

居家于此。他的父亲方大爷常年在家门口摆
个小摊，专卖凉拌大头菜。大头菜切成宽约两
指长约一指的薄片，插上细竹签，一分钱一
片。学生娃娃走过路过，便时不时地摸出一分
两分，然后在盛着酱油辣子的碗里轻轻一蘸，
尽管被辣得“唏呀呼”，仍嚼得有滋有味。

寿安街通往人寿巷的转角处，则有一个公
用自来水桩，乃是周边居民不可或缺的生活设
施。这水桩由一户姓马的人家负责开关。凡到
启用时间，马家人便搬出一把竹椅，坐在水桩后

“掌控龙头”。用水高峰时段，担水的人们常常
排起长队，耐心地盯着那龙头里流出的自来水

“哗啦啦”地装满一桶又一桶。我有好几位同
学，无论男女，小小年纪也经常挑着硕大的木
桶，排在队列里。每当我目睹此景，总会感叹自
家楼院一个水龙头十户人是多么地方便。

言及人寿巷，坐落于巷子东端的成都市回
民小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清光绪末年，回
族人士马昌华、马馨吾等，在皇城坝左侧的东
鹅市巷71号开办了成都市第一家清真学校“成
都私立清真小学堂”，后改称清真小学校。因
此地邻近回族居住较为集中的皇城坝、金家坝
和西华门，1950年，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将
清真小学，与其后创办的清真女子小学和回民
基础小学 3 校合并，建立成都市回民小学，校
址便设在人寿巷 7 号原清真八寺旧址。1969
年春，我从西城区五中心小学转入回民小学就
读，在这里度过了 3 年难忘的学习时光。半个
多世纪以来，这所成都市唯一的民族小学，为
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

当年的人寿巷，还有一处专用库房，平日
里不常开启。库内主要存放节庆装饰人民南
路广场的灯笼、旗帜、彩灯及线缆等物品。每
逢节庆前夕，这里便车进人出，一派忙碌。

与回民小学门对门的是一家粮店。在那
粮本粮票购买米面的年代，它曾给我的生活留
下深深的印痕。至今也忘不了搬运工们肩披
一块粗布，从运粮的汽车上将硕大而沉重的粮
袋扛在背上，踏着木跳板，缓慢地移动脚步，将
整袋白米倾泻入仓时的情景。仓米如丘，需要
人工不时用木耙刨赶填补售米后出现的空处，
这便成了小学生“学雷锋”的时机，一些学生课
余时间常常自愿到粮店帮忙刨米。当我们今
天轻松地将一袋白米从超市搬进自家厨房，更
能切身感受到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粮店的左邻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满屋子
破铜烂铁。但那一摞摞被主人几分钱一斤就
卖掉的书刊却让我“眼气”得很。记得有一次，
看到地上扔着几本《美术》杂志，收购员视若无
睹地在上面踩来踏去，心里真是“煎熬”无比。
对于喜欢画画的我来说，那就是宝贝啊！买下
吧，学生娃儿囊中羞涩；索要吧，人微言轻难以
开口。当年，冲着那些书本，我竟有几分羡慕
收废品这份工作。

时光似水，往事如烟。昔日少年今渐老，
金家坝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场景则已定格
在脑海深处，没齿难泯。

金家坝往事
□温月

物
风风

秋野牧歌
□潘鸣

梦境
梦里
我仿佛看见自己
游向一片海
游向更广袤的水域
夜色苍茫
堤岸昏暗的路灯
是我至爱的亲人
他们热烈地跟我招手
又仿佛不舍得挥别
他们眼含泪光，不说再见
此刻的我无法言语和呼吸
我身陷在水里⋯⋯
与妖娆迷离的海藻搏斗喘息着
逐渐往深海缓缓地坠落⋯⋯

周萍短诗选

月光
月光不仅仅只是
安生的月光
它们也会出现在湖面的波光下
更会徜徉在山林的树梢间
或私语、或笑
或轻声地诉说心事
大多数时间，它们更像曾经温柔的细语
短暂、温暖而又惆怅
突然间
隐入云间就销声匿迹

记忆
这个季节有很多个夜晚
看得见星星从窗户涌进来
在枝丫间飘忽不定
宁静，以及渐渐远去的时光
稻香很近，蝉鸣很近，犬吠声很近
它们总会出现在我梦境，
而在我惊醒喊出来之后
它们却越来越远⋯⋯

约定
那三千里的云月
还没有约定走下去
瞬间就到达了
打开行囊，抖掉风沙
这段甜蜜又酸涩的过往
是人生一种别出心裁的表达
有些如尘埃一样的往事欲罢不能
是不是每一段经历
注定要用热泪去冲洗
才能像冰雪般融化⋯⋯

秋意渐浓。川西平原上，栗金般
的遍地稻谷被乡人用镰刀、拌桶和脚
踏式脱粒机席卷一空。广袤的田畈成
了唯余草桩的“板寸”，先前掩映于千
重稻浪中的村院和茂林修竹，仿佛突
然往上蹿出一头，曼妙的腰身就秀了
出来。辛劳一季的农人，猫在家中难
得享受消闲。庄稼地里安静得很，偶
尔几声秋虫和雀鸟鸣啼也是缥缈的。
院子桂花开了，秋风透了浓浓的香，一
浪一浪地醉人。

这样的时辰，一群气势恢宏的鸭
儿大军闯入秋日田野。故乡的宁静被
打破了。没错，不是川西农家惯常饲
养的三五只，是数以千计乌泱乌泱的
鸭群，从东边那条黄土公路上翻田越
坎，朝着我家院门前一大坝空稻田挺
进过来。这是一支杂牌军，队列中以
麻鸭为主体；间有纯白和花黑的另
类。但它们和而不同，方向一致，步调
统一。它们昂首摇曳前行，脚蹼瓷实
地拍打着田泥，嘎嘎的鸣叫交汇成滚
滚闷雷。它们身后，紧跟着两位牧鸭
人，不时打一声口哨，挥动一下手中的
红缨长竹竿，向领头鸭发号施令。两
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蹬麻耳草
鞋，腰挎水葫芦，肩上还各荷有一担，
俨然从久远的前朝穿越而来。院里老
少被惊动了，纷纷跨出柴门看热闹。
长辈指点着告诉我们，听口音，他们是
放牧“泼鸭”（川西方言，指大规模的群
鸭）的河南人，隔着一两千里路呢。是
循着各地收割季令的先后，一路牧鸭，
走走停停过来的。鸭子的所有权归属
他们当地生产队，他们是为集体出工
牧鸭挣工分。出门时赶的是绒毛鸭
仔，返家就该是成鸭了。这样放一趟

“泼鸭”，往返少说也要大半年时间。
牧鸭的两个男人，面容黝黑而沧

桑，看不出实际年龄。他们选中那块
大田安营扎寨，解开担子。

一拱竹篱笆撑开，是船篷模样。
席地铺一张油布，扔两卷被盖，那就是
他们挡风避雨的屋舍。门洞前三个石
头支口锅，置一张矮脚条凳，碗盏瓢盆
油盐杂粮都堆在上面。紧傍侧边，拉
开一围两尺高的竹栅，扎成鸭儿的宿
营地。对于异乡牧鸭人和群鸭的来
访，村里干部社员是欢迎的。群鸭通
过觅食和排泄，会为我们的农田消灭
多少害虫，施下多少有机肥啊！生产
队长闻讯赶来，查看了牧鸭人戳了公
章的证明，和气地递过两支叶子烟，又
叫人抱来几把干谷草，让他们垫在地
铺上防潮。牧鸭人不善言辞，咧了嘴
憨笑，双手抱拳一揖。

这个时令催肥的叫秋水鸭儿。牧
鸭人不用投喂饲料，它们自有口福。
每日天一放亮，只需打开栅栏，“泼鸭”
便拍打翅膀欢叫着倾巢而出，兀自往
四周的稻田去觅食。收割后的田畴，
禾茬里遗落着零零散散的谷粒，田埂
边秋草丛中结了密匝的草籽，田间临
近冬眠的昆虫刚好养得脑满肠肥，这
些，都是鸭儿的美味佳肴。

因为长途牧鸭，牧鸭人随身携带
的生活用品极其简朴有限。有好几
次，我看到他们蹲在鸭棚前就着咸菜
啃玉米饼或黑麦粑，吞咽时脖颈一伸
一缩，活像鱼老鸹。按理说，他们吃荤
打牙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
在他们驻扎的十来天里，我一次也没
有嗅到来自鸭棚方向的烹肉香味。

越来越多的母鸭有了生蛋的本事。
当然，偶尔也有母鸭日间憋不住，在外下
了野蛋的。路埂上、溪沟边、农家自留地
里，时不时会见到一两枚青蓝色的蛋丸，
乡亲们路过拾到，自然而然都会交还给
牧鸭人。两个男人仍是咧嘴憨笑，抱拳
一揖。作为回报，隔些日子，他们会以明
显低于集市的价格，把囤积的新鲜鸭蛋
出售给乡邻。乡邻再用竹篮提了去赶场
摆摊转卖，赚一点油盐酱醋钱。

我曾经傻傻地问过当中学老师的
母亲：这些放“泼鸭”的人，他们长时在
外，莫非不想家吗？母亲叹口气：一出
门就是几个月，咋会不牵挂？可是没
办法，这些牧鸭人大多文化低，不会写
信；就算能写几笔，八方游走，也没个
固定的通信地址啊。

放晚学后，我们几个同院少年偶
尔会去鸭棚串门。牧鸭人很高兴，热
情大方地从枕边拿出枣色“红梅”牌袖
珍收音机，放在矮凳上让我们听（怕费
电池，他们平常是少有开机的）。没天
线，信号不好。牧鸭人不停转动旋钮，
帮我们搜寻中央台“小喇叭”节目。

中秋节晚上，我们合家在院坝里
围坐。隐隐约约，鸭棚那边传来收音
机播放的戏曲声，还有粗涩的男人嗓
音附和跟唱，高一句低一句，很不搭
调。母亲侧耳细听，说，唱的是河南梆
子《花木兰》。

歌
诗诗

文旅剧《花重锦官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