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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蓉城 共建共享

“自古治水功德高，回应民愿不求劳。”日前在成都进
行首演的新编川剧《丁宝桢》，将这位晚清名臣的鲜活形
象生动展现，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并写下了这样的评价。

台前
——一出好戏，打动观众

“硕硕桢楠，其叶蓁蓁，郁郁厚土，其本深深，锦江春
色，玉垒浮云，河山铭记，国之宝桢……”在一句句铿锵
有力的唱词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音乐渐息，演员谢场，
一出波澜壮阔的川剧大戏《丁宝桢》缓缓落下大幕。

近日，由四川省纪委监委指导，成都市纪委监委、市
委宣传部汇聚各方力量资源倾力打造，成都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承办，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川剧

《丁宝桢》在蓉首演，该剧取材于丁宝桢当年大修都江堰
的事迹，以“明暗线”交叉贯穿，精彩呈现了他任职四川
总督期间勤政为民、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清
白传家的多个片段，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川剧视听盛宴。

剧中分为多个篇章，其中，“宫保之宴”为观众上演
了清正廉洁的丁宝桢以“宴请”下属之虚，行整饬官

场之实的好戏。在“清风蔚然”一场中，以儿子误
以为父亲收下贿赂而生气的反转戏码，展现丁

宝桢的良好家风。“大修堤堰”“激流勇进”两
场关于修堰的高潮剧目，生动讲述了丁

宝桢不畏强权、勇担责任，决心修
缮都江堰的故事。

两个多小时的演
出精彩不断，观

众不时献

上阵阵掌声，演员们生动、具象、传神的演绎引人入胜，
优美的唱腔久久回荡在剧场中，生动地还原出丁宝桢的
浩然正气。

“一个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官员最后妻离子散，白
发人送黑发人，太意难平了！”

“剧情紧凑，情节跌宕起伏，丁宝桢与百姓之间的真
情、与家人之间的亲情，都深深打动了我。”

“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构思巧妙的戏剧冲突、不落
俗套的故事情节和精湛的川剧技艺共同产生出独特的

‘化学’反应，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丁宝桢。”
……
一出好戏，能让观众真情流露，而观众的点赞，也是

对好戏最大的褒奖。在观众席上，还有一位特别来宾，
他就是丁宝桢第七代族孙丁迎春，此次专程从贵州赶来
的他，人生中第一次现场观看川剧。“我能从剧中感受到
宝桢公的勤政清廉、心系百姓。作为家族的族长，我也
不忘弘扬宝桢精神，让族人无论身处何处，做何种工作，
都实事求是，兢兢业业，保持公心。”

除了丁迎春，还有一位观众也与丁宝桢产生了“联
系”。“当年，丁宝桢为民建桥，今天，我也要传承宝桢精
神，在实际工作中埋头苦干为民谋利。”都江堰市灌口街
道南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向科在观剧后深有感
触。都江堰南桥是丁宝桢在大修都江堰后用结余银两
所建，剧中也介绍了这一史实。时光荏苒，南桥沿用至
今，也让后来人可以见桥思贤，见贤思齐。

幕后
——还原宝桢，后世铭记

穿越历史烟云，廉洁奉公、以民为本的宝桢精神在
百余年后闪耀后世。那么，如何将丁宝桢人物的特

点品质在舞台上生动还原，创作团队为此
下足了功夫。

“丁宝桢实地体察
民情后

决定大修都江堰以解百姓之苦，主创团队也因为一次采
风来到了都江堰，在了解丁宝桢在蜀为官的事迹后，就
想把这样一位先贤搬上舞台。”丁宝桢饰演者，成都市川
剧研究院副院长王超道出了这部剧的诞生契机。为演
好人物，他在创作期间多次查阅先贤的史料，并走进都
江堰感悟宝桢精神，力求在演绎时更加真实。

王超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也离不开导演和编剧在
舞台下对人物的塑造。“丁宝桢最大的特点就是亲民，虽
然他身居要职，但在剧中，我不想给人一种他高高在上
的感觉。”《丁宝桢》的编剧，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廖时香表示，丁宝桢有惩治官员时的雷霆万钧，也有在
家烹饪宫保鸡丁时的天真多情，还有在妻儿面前假装收
下银票时的风趣幽默，更有带领百姓修缮堤堰时的勇敢
担当，通过多面的刻画向观众呈现一个知百姓疾苦、懂
烟火生活、有血有肉的丁宝桢，传递出他“我的青天是黎
民”的亲民特质。

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安凤英作为《丁宝桢》的
导演，在谈及如何塑造人物时表示，穿越历史时空，无论
是古时还是现在，都会呼唤丁宝桢这样的国之栋梁。“带
着一种敬畏之心，我走进丁宝桢的心理世界，修缮堤堰
是艰辛的，但满满的正能量是他能克服万难，最终实现
为民修堰建桥、治理水患的原因所在。”安凤英对全剧的
把控，是为了展现丁宝桢的形象与品质，剧中用一棵由
演员扮演的“桢楠树”立于台中，寓意宝桢公受百姓爱戴
拥护，而水患寓人患，修堰治水的背后则是治人，这也是
导演的巧妙构思。

寻迹先贤谱写新篇，河山铭记无价宝桢。新的时
代，也不会缺少对丁宝桢们的追崇和敬仰，他们的精神
也将持续影响和感染后人。“作为一部廉洁主题的剧作，

《丁宝桢》从构思到首演，并非突然一时之想法，而是具
有现实意义的应运而生。”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成都正在深入开展“清廉蓉城”建设，以“濯
锦”廉洁文化品牌建设为抓手，充分挖掘像丁宝桢这样
的成都历史先贤事迹在全社会传播，正是一次重要的具
体实践，以达到廉洁文化浸润人心、优良家风化风成俗
的效果。

一个知百姓疾苦的清廉名臣
走进新编川剧《丁宝桢》的台前幕后

在新编川剧《丁宝桢》上演一周后，大型历史题材
话剧《苍生为念》也进行了首演，带给观众不同于传统
戏剧的全新体验。《苍生为念》以丁宝桢在入川后的十
年政治经历为线索，运用丰富的视听语言和多样的叙
事手法，讲述这位清代廉吏鞠躬尽瘁的生动感人故事。

观众“话”剧
——有看点也有泪点

从丁宝桢领旨入川任总督，到为建造机器局与成
都将军恒训对峙，到三多楼上当着众官员面决心整饬
吏治，到为修缮都江堰用计让官员认捐银两，再到被
人陷害导致工程失败并最终查清案情惩治涉案人员，
以及剧末三地百姓为安葬丁宝桢而展开“争夺”……
与川剧《丁宝桢》节选修缮都江堰一事不同，《苍生为
念》艺术化展现了丁宝桢在川任职期间的多个事迹，
以一条更为丰富的故事线呈现给观众。

“我此番入川，必将驱散阴霾，还黎民百姓一片清
朗！”舞台上，演员们用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功底，将
观众带入跌宕起伏的剧情中，直观感受丁宝桢的傲然
风骨。“丁宝桢与都江堰有着不解之缘，《苍生为念》再
现了他为民立德、勤勉奉公的清廉故事。作为新时代
的‘新堰工’，我也要把宝桢公那份为民担当和恪尽职
守印在自己心中。”观剧后，都江堰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夏小海说道。

剧中，丁宝桢因不愿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力求
整顿官场而受到排挤和诬陷，这让成都市纪委监委驻
成都文旅集团纪检监察组组长王培贵受到触动。“看
完之后，内心久久难平。丁宝桢为纠风除弊净化官场
而进行了殊死斗争，我看到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
民的赤诚，实不愧为‘国之宝桢’。”

更多的故事情节也数次击中观众的泪腺。“但愿
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整部剧非常感人催
泪，我也在丁宝桢身上感受到了‘苍生为念’4个字沉
甸甸的重量。”来自青羊区的群众代表陈静这样说道，
不少观众都和她有同样的感受，并表示如果有机会一
定要二刷。

主创说剧
——有廉意也有艺术性

“为充分展现丁宝桢‘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的家
国情怀，我们全方位挖掘丁宝桢人物形象的思想、文
化、情感等方面的精神力量和实践指向，为该剧形成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
础。”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苍生为念》是
在深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表达形
式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同样由四川省纪委监委指
导，成都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打造，并由成都市文
联承办，成都艺术剧院创作演出。

《苍生为念》有着强大的主创团队——国家一级
编剧、中国话剧“金狮奖”编剧奖获得者刘深和成都艺
术剧院资深编剧龚丽莉联袂担纲编剧，国家话剧院一
级导演、中国文化名家暨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李伯
男执导，成都艺术剧院话剧团青年演员夏喆领衔主
演，青年演员刘肇烨、王汉祥共同出演。

“这不仅是一部话剧，更是一次对廉洁文化的深
刻探讨。”李伯男认为，丁宝桢作为一代廉臣，本身就
具有巨大的挖掘价值，《苍生为念》选取丁宝桢任四川
总督这段历史，通过鲜活的人物关系，展现人物的情
感，配合舞台综合艺术手段的烘托，来感染观众，弘扬
以苍生为念的精神境界。“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激发更
多人对历史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对廉洁文化的传
承和发扬。”

“丰富的人物色彩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才能让观众
坐得住看得下去。”刘深表示，在《苍生为念》中，每个角
色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前期，团队与相关历史
专家进行沟通交流，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素材和资料，深
度刻画出许多关键角色与事件，既让人物立得住，又让
整个剧情更加扣人心弦。时时刻刻把老百姓放在心
中，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丁宝桢，在剧中，除了刻画他为
官的一面，还注重展现了丁宝桢生活中的一面，“他注
重家风传承，注重对子女的教导。”龚丽莉介绍，整部戏
以他写给儿子的家书为“暗线”贯穿始终，教导儿子节

俭，告诫儿子清廉为官等，多维度展现丁宝桢。
“他是清官廉吏，也是美食家，既有菩萨心肠，也

有霹雳手段。”成都艺术剧院话剧团青年演员夏喆是
丁宝桢的扮演者，为了更好演绎这个角色，他仔细研
究了丁宝桢的家信和相关历史资料，从中去揣摩人物
性格，并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每个人都可能在剧
中看到一些现实的影子和形象，希望看到这部剧的人
各有所获。”

1840年之后，清廷以“洋务运动”的方式力
求在科技与工业上取得进步。在此过程中，丁
宝桢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遂产生了建立新
式兵工厂的愿望。

来到四川后，丁宝桢发现四川军营使用的
洋枪，全是通过上海洋行购买，一则运费高昂，
二则若不懂修理，所购洋枪稍有损坏便成废
物。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丁宝桢选定成
都东门内下莲池一带作为建厂之地，取名四川
机器总局（简称四川机器局）。他的锐意进取遭
受保守势力的指责，一些顽固派参劾他“不谙机
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因此，清
廷诏示“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

光绪五年（1879 年）十月，受国际形势所
迫，以及在一些洋务人士的呼吁下，朝廷下旨

“著仍设法兴办，毋使废坠”，停办两年多的四川
机器局得以恢复生产。丁宝桢在他创作的《成
都机器局二次落成示局中诸友》中写到“但愿国
家奋神武，尽收荒缴归牢笼”，以此表明心志。
四川机器局建成后，高峰时期年产洋枪3000多
支、枪弹10余万发，成为四川最早采用现代工
业机器规模化制造枪、炮、弹、药的综合性兵工
厂，这也是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开创
了四川现代工业，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不久前，新编川剧《丁宝桢》和大型历史题材话剧《苍生为念》完成
首演，写意诗化的舞台空间和独特的戏剧语言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
鲜活的人物形象，心系百姓、勇于担当，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的勤廉精神
跃然舞台，演绎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与当代表达。

一渠清水 造福千秋

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除了长城，还有都江堰。这座水利
灌溉工程跨越千年，守江河安澜，护百姓安稳。

都江堰离堆公园堰功道旁，清代四川总督丁宝桢的青铜雕像，
巍然肃立于12位治水功臣之中。仔细审视风采严明的雕像，笔力遒
劲、字迹洒脱的座下石刻，向世人讲述着“晚清四川第一好总督”的
风范。

丁宝桢并非水利专家出身，但他为官心系百姓民生，十分关注防
洪、灌溉、水运等治水要事。丁宝桢到任四川总督的第二年，奏准朝廷
使用库银9万两，动用灌区十余县民工数万人，开始了组织大修都江堰
的工程，以免“岁修累甚”。施工期间，丁宝桢深入灾区，现场督查，日夜
慰问、救助灾民，与民工一道同吃同住，极尽辛劳。

然而，工程刚竣工，岷江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并历时一月之
久。尽管整体上新整修的都江堰工程质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部分
工程仍被毁坏。丁宝桢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到1880年终于功成，
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一万亩扩大到十几万亩，结束了都江堰百年不治的
历史，终使川西州县无旱涝之忧，百姓安居乐业。

都江堰南桥位于宝瓶口下侧的岷江内江上，是丁宝桢在大修都江
堰后用结余银两所建。站在雄伟壮丽的廊式古桥上向西望去，见岷江
穿山咆哮而来；向东看去，灌渠纵横接续造福一方的使命。穿越百余
年，南桥沿用至今，让后来人见桥思贤，见贤思齐。

廉洁奉公 报国恤民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成都突然下起雪来。东门外的五尺官
道上，官员排成两列，翘首盼望迎接新任总督。突然，城内一匹快马飞
驰而来，“新任总督已到大堂，各位快去谒见。”原来，丁宝桢轻车简从，
已于昨夜冒雪入城。

当时，四川全省税收不过210万两白银，支出则达500万两白银。
面对如此大的财政缺口，兴盐政成为盘活四川经济的一个重要棋子。
刚刚到任的丁宝桢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盐业改革，官运垄断盐利，砍掉所
有的中间环节，由政府出资收购盐井产出，开通四川至贵州、云南数百
公里的盐运航道。

丁宝桢的盐业新政，对盐枭王朗云是致命一击。《东华续录》记载：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丁宝桢上一折，除了“倚恃富豪，欺压乡里”罪
行，还称王朗云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等。丁宝桢放出耳目，打
入王家，密访王朗云劣迹，多搜证据，将其彻查。

丁宝桢一生风清气正、廉洁奉公，常年扶危济困，平日俸金多数用
来接济贫民，捐助教育。在都江堰工程施工中，他十分重视工程管理和
经费使用，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灾民参与修堰和经费核算管理制度，把治
理水害、兴修水利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得明明白白，分毫不贪，意在向
朝廷、向百姓、向历史交一笔客观真实的明白账。

56岁到66岁，丁宝桢督川十年，筹措西南边防、改革盐政、整饬吏
治，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四川
机器局。丁宝桢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勇于担当、清廉刚正，政绩卓著、
造福桑梓。

丁宝桢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
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
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1886年，丁宝桢逝于四川总督任上，府内只剩
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敝旧衣物，最后竟靠“僚属捐送赙金”，始得成
丧，百姓无不“思之辄陨涕”。

“平远奇男抚东督川勇于任事惩恶扬善一身正气，晚清重臣爱国为
民睿智超群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先贤不语，一副对联道明德政双馨的
人格写照；民心如秤，一代清官廉吏的功绩连同英名载入史册。

濯缨锦江 清流万里

丁宝桢主题剧作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丁宝桢的廉洁形象和时代精
神。观众席上，丁宝桢第七代族孙丁迎春专程从贵州赶来现场观看。
与丁迎春一同观剧的还有很多纪检监察干部和基层党员，丁宝桢的故
事让他们深受感动，触发思考。

今年以来，在深入开展清廉蓉城建设的进程中，成都纪委监委以
“濯锦”廉洁文化品牌建设为抓手，充分挖掘成都历史文献、文化经典、
文物古迹中的廉洁内涵，推动“文脉”变“廉脉”，将廉洁文化融入各行各
业，以风尚塑造厚植社会土壤，以德行养成传承文化基因，让崇廉尚廉
的时代新风充盈蓉城大地。

成都——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李白曾经赞美“九天开出一成都，
万户千门入画图”；锦江——成都人的母亲河，从成都城中穿过，时光流
转，“濯锦清江万里流”的情怀依然深深扎根于此。成都城中漫步，武侯
祠、杜甫草堂、天府家风馆廉韵悠长，望江楼上眺望，锦水缓缓流淌，岷
山依旧苍翠，倘若说沧浪之水可以濯吾缨，那么锦江之水可以濯吾心，
让我们的心如锦缎一般光洁鲜明。

往事越千百年。晨曦时分，朝阳如金，清风浩荡，川流不息，在天府
文化滋养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斧凿山川、育成人文，慢慢升华为清正
廉明、勤政爱民的高尚情怀，为成都注入新时代的廉政动力，让这千年
古城脚下的岷江之水愈显清澈、流淌不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艾 王雪钰 程廷静
图据成都市纪委监委

一次对廉洁文化的深刻探讨
讲述话剧《苍生为念》的创作之路

中国剧协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丁
宝桢》这部剧在艺术创造上有鲜明的川剧风格，相信
观众会很喜欢看。全剧紧扣丁宝桢在四川修缮都江
堰的事展开，讲他关心民生疾苦，这样的主题立意很
鲜明，和现在强调的为民是相通的。同时，编剧构思
巧妙，在讲述家风时，以丁氏父子和恒训、常贵父子之
间的好与坏作对比，展现不同家风带来的不同影响。

一级编剧、四川省剧协副主席刘宁：这是一部具
有当代价值的戏剧，廉洁主题的戏剧并不好写，如果
讲大道理容易让受众抵触，但《丁宝桢》并非如此，编
剧的成功就是避免了说教式的表达，很好地将人物的
精神品质和想表达的思想融入到故事中，能让观众喜
欢并接受，大大提升了这部剧的价值。

国家一级导演刘翼：用艺术去润物无声地弘扬
“廉”，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历史上的丁宝桢廉洁自
守，认真为民办实事。通过川剧《丁宝桢》，把人物的
这种特点写成故事来演绎，也能给现在的为官者有所
启示，去思考“任职一方应该怎么做？”

川剧表演艺术家余开元：看了《丁宝桢》，我觉得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戏，无论是编剧、导演、音乐、人
物、演员，还是舞美、造型，都是近年来川剧舞台上的
最佳，让人看了激动、震
撼。剧中，开场丁宝
桢 的 一 句“ 到 四
川”一下抓住了
观众，剧中的方
言白话也很好
地体现了“川
味”，这就是我
们四川的剧。

名家点评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原艺术总监、著
名剧作家汪浩：《苍生为念》很感染人，它
像是一面镜子，观照了历史，观照了现
实，也照见了每个人自己。虚实转换得非常
自然，象征、夸张的手法用得恰到好处，编剧
编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台词写得直指人心，避
免了概念式的公式化表达，让人容易入戏。

人民日报原文艺部主编刘玉琴：话剧品质品相
好，整体场面和气势大气厚重，题材选择、内容扩展和
人物塑造有价值有意义，抓住了历史的人物精神又与
当代精神相互呼应，用生动的情节和波折冲突展现了

“苍生为念”的主题。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蔡雅康：这个剧虽然是
历史戏，但有现实主义和当代精神，剧名反映定位，

《苍生为念》这个名字很打动人，体现民为本的理念。
剧末，3个地方的老百姓都争着要去安葬他，也正好
点出了以苍生为念，也将被苍生铭记。

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原
主任丁鸣：《苍生为念》主题深刻，为今天的官员树
立了一个榜样。全剧结构完整，剧情层层递进，演
员的表演也非常精彩，既有大开大合的场面，也有
细致的描写，其中不乏插科打诨的幽默，给人一种艺
术的享受。

名家点评

国之宝桢濯吾心
□汪曦永 温江区纪委监委

我此番入川，必

将驱散阴霾，还黎民

百姓一片清朗！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晚清名臣，
洋务运动代表性人物之一。他33岁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
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号
文诚。丁宝桢一生克己奉公、勤政为民、清正廉洁、不避艰险、勇于任事，
堪称为官之典范，是一个功在当世、泽及后人的英雄人物。

宫保鸡丁的由来
丁宝桢在川期间曾有一件“烟火气”十足的逸事广为流传。
在新编川剧《丁宝桢》中有这样一幕，忙完公务的丁宝桢回到家中，和

夫人寒暄之后，他把身份切换到丈夫，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宫保鸡
丁。这场戏取材于丁宝桢来到四川后，将他在山东为官时喜爱的“酱爆鸡
丁”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事迹。因为四川缺少甜面酱，于是丁宝桢命厨师将
鸡丁、辣子、花生米混合着一同爆炒，再加上白糖调味后完成制作，这道菜
品也逐渐在四川流行开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菜。

“宫保鸡丁”菜名的由来，是因为丁宝桢在四川总督的任上去世，朝廷
为表彰他的功绩，追赠其“太子太保”。此封号是“宫保”之一，所以菜名也
饱含了后世对丁宝桢的尊敬。

裁撤夫马局

创设四川机器局

清咸丰以来，夫马局的主要作用是为协助清
廷运输供给军队的粮秣，经费是按粮加派。但夫
马局的一些官绅借机敛财，“名为办差、实充私
囊，民心积怨，实由于此。”

丁宝桢来川前及来川途中就对四川情况“旁
谘博询”，到任以后就针对夫马局实施改革，只保
留了涉及沟通中原和藏区主要干道的广元、雅安
两线适当数量的夫马局，其他一律裁撤。为了避
免保留下来的夫马局滋扰百姓，他先是自掏腰包
率先垂范，为昭化县夫马局捐资7000两白银，再
号召其他官员商民捐资助款，募捐所得经费购买
田产等，使用田租作为夫马局的经费。其次，规
定按照出差远近、办事大小核定经费予以报销，
并将这项措施刻碑立石晓谕大众，使官吏不敢向
百姓伸手。这项改革无疑减轻了川中百姓的负
担，事后昭化县士绅百姓自筹经费在昭化镌刻了
一块“丁宫保捐廉置产为昭化夫马经费永免派民
章程序”碑以示颂扬。

关于丁宝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