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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石壁之上，云阳张飞庙“江上风
清”“山高水长”两块巨大题刻，深邃而悠
远。这两块巨大题刻，是2003年从原址
切割复原而来，以“搬旧如旧”的方式，延
续1700多年的文脉。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云阳张
飞庙。踏上张飞庙曲折的石阶，云阳县
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陈昀思绪万千。
他回忆起儿时的自己，骑在老张飞庙的
石马上玩耍；他也清晰记得当年搬迁的
一幕幕：彼时，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
原则，历经长达 6 年的整体搬迁，耗资
7000 万元、迁移 32 公里，张飞庙才重现
世人面前，堪称搬迁距离最远、文物级别
最高、单项工程投资额最大的文物迁建
项目。

因此，有人把“张飞”的搬家，称为三
峡库区最大的“移民”，也是最贵的“移
民”。

文物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在长
江三峡库区蓄水前，为了保护库区文物
古迹，不让它们永远深埋于水下，或原地
保护，或整体搬迁，对文保工作者来说，
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与难题。陈昀告
诉我们，由于张飞庙具备较高的自然与
人文价值，秉持“搬旧如旧”的原则，原庙
的每一块砖、每一根木梁都逐一编号，搬
迁还原。

值得一提的是，在搬迁过程中，庙
前的千年古树进行编号，新址恢复原来
的布局和生态环境。庙内建筑大部分
是木质建筑，还有木刻作品，有的已经
遭受虫害，在搬迁前都进行了病虫害预
防治理。

2003年，掩映在竹林中的张飞庙从
云阳老县城对岸的飞凤山往长江上游方
向搬迁32公里。搬迁复建的庙宇，现存
建筑近 90%的构件是从老庙拆迁来的
材料。依然保持依山座崖临江的格局，
依然朱楼碧瓦，古朴巍峨。

庙内结义楼、书画廊、正殿、助风阁、
望云轩、杜鹃亭、听涛亭等古建筑，层叠

错落、独具一格，有雄奇亦有俊秀。行走
在这“巴蜀胜境，文藻胜地”之中，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逸兴遄飞。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雕塑，三人
神态栩栩如生，意气风发，背后是一片桃
花灼灼。正殿里的张飞铜像，刻画出张
飞的威严神韵，仿佛正在为蜀汉江山、百
姓安乐忧思。鞭打都邮、义释严颜、大战
长坂坡及阆中遇难泥塑，更是让人遐想
三国风云。那年桃花盛开，三兄弟桃园
结义，立下同生共死的誓言，而三国后
期，刘关张三人的命运，最终都与长江牵

连，张桓侯庙里忠勇好义的传说流芳
千古。

从古至今，历代名流学者往返张飞
庙不绝，不仅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更有
众多书画、碑刻珍品。

书画迷们无不惊叹这里的诗词、歌
赋、书画、碑刻作品如此之多，竟多达
600 多件，可谓名家圣手，流派纷呈，各
领风骚。木刻颜真卿书《争座位帖》等，
每 一 件 都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值 得 细 致
品味。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便是“三绝

碑”——庙内现藏的《前后出师表》石刻，
内容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所著，由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手
书。清末著名雕刻师何今雨耗时540多
个日夜精镌细刻而成，这也是何今雨生
前最后一件作品。因此，这件作品有“文
章绝世、书画绝世、雕刻绝世”的“三绝”
之盛誉。

在院中石壁上，我们还注意到一条
记录1870年特大洪水的水位线，这是长
江水位记载中最高的一次。陈昀说，当
年论证修三峡工程的时候，这个水位线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有人不禁会问，在浩大工程之下，一

座古祠庙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搬迁，是否
值得？

回溯从前，长江经常洪水肆虐。行
驶于长江上的船工们饱受其苦，峡江人
民渴望有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寄托，张飞
英勇无畏的气概，理所当然成为当地人
的精神支柱。“威名垂万古，勇力冠当
时。回首三分国，何人赋黍离。”正是人
们对张飞庙的描述。

云阳人民对张飞的崇敬亘古未变。

“他是云阳人心中的张王菩萨，这里也永
远是大家虔拜张飞的地方。每年农历八
月二十八，是张飞庙一年一度的庙会。
前来祭拜张飞的当地百姓人山人海，络
绎不绝。”在陈昀看来，张飞庙已是当地
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成为当地老百姓
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

“从前，云阳人出船前，都喜欢来此
处祈求行程顺利、平安。而今天的云阳
人，喜提新车、新航启程，也都会到这里
放一挂鞭炮，转上一圈。”从这个角度来
说，张飞庙早已具有超越祠庙本身的象
征意义。

如今，这座千年祠庙也不断在世人
面前焕新。

当我们登高远眺，江上风清的千年
古韵扑面而来，颇有震撼之感。耳畔仿
佛响起那首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
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
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
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几名游客正在拍照留念：“以前我们
只是过来祈福，现在祈福后也会四处走
走转转，在景区内感受三国文化的氛
围。”

作为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重要景点
之一的张飞庙景区，在弘扬和传承文化
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云阳旅游业发
展。9 月下旬，张飞庙广场前，搭建了一
处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舞台造景。陈昀表
示，这是源自张飞战马的造型，在别具一
格的舞台上，将举行一场以桃园结义故
事为背景的演出。

以创新的表达致敬传统文化，张飞
庙正在成为一个文旅融合的全新场域。

如此，一座祠庙不惜代价、整体搬迁
的意义，已然彰显。古建筑遗址与珍贵
文物保护的背后，更多文化精神的价值，
将在往后的岁月里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方力）

最贵“三峡移民”重庆云阳张飞庙——

何以让精神文化生生不息

“这件玉琮，和良渚的玉琮很像
哦。”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走进青海
省博物馆。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文物，这
一件小小玉琮，最先吸引我们的眼睛。

因为太熟悉了。
官方的介绍是这样的：公元 2000

至3000年前，青铜时代，高7.9厘米，宽
5.2厘米，厚5.2厘米。

我们对玉琮最眼熟，是因为 5000
多年前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玉琮。这种外方内圆的器物，
有着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而良渚玉
琮数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样，从一
节到十几节的都有，几乎每件都有纹
饰，制作极为精美。

在曾经火爆一时的南京博物院“玉
润中华”展上，良渚玉器就是“顶流大
户”，玉琮就展出了多件。

这次青海省博物馆里的“青海历史
文物展”，有参展文物 600 余件（套），其
中一级文物152件（套）。

在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就出现
玉璧、三璜联璧、玉环、玉瑗、玉刀等具
有礼仪性质的玉器，但呈现的是“重璧
轻琮”的地域特色。

那时，玉礼器在整个社会观念中占

有重要地位，原始宗教礼仪活动已经成
熟。玉礼器的出现受到中原陶寺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说明在4000年前，
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存在密切交
流与互补关系。

中原地区的玉制礼器向齐家文化
输出，同时，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
地区玉料输入，并影响到中原地区的玉
器文化，形成早期的玉石之路。

学界的观点是，在新石器时代，北
方以红山玉文化为代表，南方以良渚玉
文化为代表。这一北一南，最后都汇入
中华玉文化的主流，让玉文化从远古走
来从未中断。

不过，青海省博物馆的这件玉琮不
算太有代表性，一件四孔玉刀，更能代
表齐家文化。

它长 54.5 厘米、厚 1.0 厘米、宽端
10.3 厘米，近背边缘有排列规整的 4 个
圆形穿孔，无使用痕迹，通体磨光。

玉刀是齐家文化常见的玉器，形制
有单孔、双孔、三孔和四孔，大小和玉质
好坏有别，但都工艺精湛。如此大而薄
的玉刀，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在遥远的过去，普通人是无
法拥有玉刀的，所以此块玉刀是权力的

象征或者是祭祀物品。
“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齐家文化的

海藏遗址、皇娘娘台遗址、喇家遗址出土
的玉料和边角料与西城驿文化遗址出
土的属同一时期，说明在距今 4000 年
至 3000 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在河
西走廊存在大规模的玉矿开采、运输、
加工等手工业生产。甘青地区的玉文
化是从东部和中原地区引进的，这促进
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利用。”青海省
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积英介绍。

在桐乡市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玉
刀，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刀。

一件玉琮，一件玉刀，我们可以
推测，长江的上游、中游乃至下游从
远古时代就有文化交流活动。我们
好奇的是，在水陆交通不发达的几千
年前，古人是怎样进行交流的？而且
能 确 保 信 息 没 有 流 失 ，做 到 如 此 一
致？正是因为这样远隔千山万水的
文 化 交 流 ，才 促 成
了长江沿岸不同地
区 取 长 补 短 ，最 终
造就了波澜壮阔的
长江文化。
（本报记者 史春波）

走进青海省博物馆——

这件玉琮“撞脸”良渚玉琮

青海省博物馆馆藏玉琮。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青海省博物馆馆藏玉器。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打开地图，在以江为名的江西，“长
江之肾”鄱阳湖如明珠闪耀。修水是鄱
阳湖五大水系之一，流经江西超一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最终汇入长江，归于大海。

在长江的孕育下，修水之畔，名家
辈出，被世人称为“诞生文化奇才的地
方”。其中，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

“开山之祖”、大书法家黄庭坚就出生于
此、埋葬于此。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驱车数小
时，翻山越岭，来到位于修水上游的修
水县杭口镇双井村，探秘影响中国诗坛
900余年的江西诗派的缘起。

双井村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震撼是，
“有宋一朝”“黄氏一族”“区区一村”。
这里昂首走出 48 位殿试进士，号称华
夏进士第一村。黄庭坚祖父辈十兄弟
更是先后进士及第，世称“十龙”。

黄庭坚故里的工作人员梁欣苗告诉
我们：“双井村书院文化发达，世代相继。
而双井黄氏的兴盛，特别是黄庭坚的出
现，既有家教、家道、家风的后天训导，更
赖重孝悌、尚清廉、肯创新的内在动力。”

魁星阁坐落在杭山的山腰之上，高
大而威严。长长的白色石阶从山脚直
通那里。魁星阁内，介绍黄氏家族的各
个杰出人物，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当属诗
文“笔势奇纵”的进士黄庭坚。

在山腰一览修水的优美自然风光，
这里不仅有东浒寨、布甲溶洞等胜景，更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或许正是有如

此灵山秀水、人文奇观为基石，黄庭坚7
岁便能写出清高自赏、不与俗同流合污
的《牧童诗》，向着在牛背上横吹短笛的
牧童说：“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
如君。”8岁便能写出“若问旧时黄庭坚，
谪在人间今八年”之句，称8岁的自己是
在人间逗留的谪仙人。黄庭坚日后书写
的《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在如今修水县的
许多政府部门里都能看到。

1059 年，年轻的黄庭坚走出双井
村、踏上淮南游学之路，一颗新星也在
北宋文坛冉冉升起。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
明”“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
灯”⋯⋯这些绝妙好诗被世人吟诵千
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
诗歌派别“江西诗派”也逐渐形成，开启
了影响中国诗坛 900 余年的辉煌历程。

《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陈师道、潘大临、
谢逸、洪刍、饶节等大诗人均位列其中。

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夏汉
宁认为，在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高
峰林立的北宋诗坛，黄庭坚从诗歌规
范、学问功底等方面“另辟蹊径”，强调

“无一字无来处”，即在诗歌创作中提倡
化用经史、诗赋词语成句。

故而，江西诗派追求“夺胎换骨”
“点铁成金”“以故为新”。其后，不仅南
宋诗人或多或少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
宋代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中，黄庭坚和

江西诗派的诗歌也成为许多诗人学习
的“入门教材”。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胡
迎建说，为何众多诗人师法黄庭坚？由
于苏东坡才气横溢，挥洒自如，有如神
行一片，非人力可致，所以向他学诗的
人不多。而黄山谷（黄庭坚别名）诗全
由学力，有轨迹可寻。加以他乐于传授
诗法，人亦愿从之学，故成就后生不
少。他们交游频繁，作诗唱和，切磋诗
艺。这也是诗派形成、传承并扩大影响
的重要原因。

清代，曾国藩提倡学黄山谷，一时
间宋诗呈复兴之势。五十年后，又形成
同光体诗派，其中的赣派诗人众多，远
承江西诗派。

从黄庭坚诗歌人生的绮想中走出，
我们绕过高峰书院，黄庭坚墓出现在眼
前。门上有黄庭坚后人黄君书写的楹
联：“杭山拥翠碧水扬波 此处诗魂称鼻
祖；左史垂名右军揽胜 先生笔法耀千
秋”，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黄庭坚的两名
学生跋山涉水，护送他的遗体从广西到
江西归故里的坚毅之举。

历史自有其微妙，近代中国，江西
诗派逐渐沉寂，鲜有人问津，然而黄庭
坚墓却年年有求诗文者探寻祭拜，今年
甚至还有人从新加坡远道而来寻祖，带
来对中华文化深切认同的合唱。

修水汤汤，流淌不绝。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徐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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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江畔绿树丛中的云阳张飞庙气势恢宏。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位于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的黄庭坚像。 本报记者 徐添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