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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水月的梦
谭冰

《水月洛神》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古典文化色彩的舞剧，剧情围绕着三国时期的曹植、曹
丕和甄宓展开，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曹植的形象——始终在追逐着虚无缥缈的“洛神”。
这个“洛神”到底代表什么？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一个出彩的曹植甚至压过了
在战乱中沉浮、命运多舛的甄宓，在舞台上轻纱的流动中让观众沉醉在似梦非梦的意境里。

在舞剧中，没有旁白、没有对话，所有的剧情推动都靠着每一幕简单的名字、歌曲中寥寥
几句的歌词、舞台中有限的布景以及演员的舞姿来实现。复杂的剧情靠这些都没有多少文
本信息的东西来表现，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此时，剧中的配乐，无论有没有歌词，都在塑
造场景以及人物情绪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出征的场景中，音乐中的旋律消失了，
只剩下急促的鼓点。然而旋律的消失并没有使音乐的表现力变得单薄：厚重的鼓点时而密
集、时而松散，时而强烈、时而轻柔，有时听着像急促的马蹄，有时听着像大踏步的士兵。没
有旋律的节奏在有了特定音色、强弱和速度的变化之后仍然能够表现出如此生动的出征场
景，让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甄宓出场了，诗词的吟诵在古琴的衬托下并不显得单薄。朗诵本身就暗含着音调，诗词
中的平仄韵律又和古琴中的技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这段表现甄宓心境的诗词更有意
境。在朗诵停止之后，凄婉的古琴变成了绵长的小提琴，许久未出现的进行曲节奏的鼓点也
继续敲了起来，马上就令观众又回到了战场的硝烟中。

舞剧进行到了后半场，舞台上出现了一面镜子，到处弥漫着雾气，音乐的神秘与不和谐
也愈发明显，似乎在暗示着甄宓悲惨的命运。曹植再一次和甄宓相见了，绵长的笛音代替了
能具体表意的诗词，只用旋律来刻画这时两人的心境。这种适当的留白反而使这时的表演
更加动人，达到了一种类似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曹植和甄宓告别，舞台上只有两束灯光，一前一后地照在了他俩身上，随着甄宓在舞蹈
中渐渐朝着曹植靠拢，两束灯光也逐渐融合成了一束。大提琴的音色浓厚而忧伤，双簧管由
于其音色的甜美，常常被用于表现爱情主题。《水月洛神》中对于双簧管的运用不仅仅代表着
爱情的甜蜜，也代表了爱情的痛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曹植和甄宓的爱情悲剧。

水月洛神中的水月一词，通常不单独出现，而是作为成语“镜花水月”出现。镜中的花，
水中的月，都是美丽而又虚无缥缈的事物。曹植开头与“洛神甄宓”共舞，结尾也与“洛神甄
宓”共舞，殊不知一切终也是镜花水月。也许，洛神只是下凡来历练，才经历了甄宓悲剧的一
生。也许，甄宓早就死在了战乱中，只是在弥留之际做了个梦。

城 市 漫 记

裕和巷的自信
磁器口古镇裕和巷，有一所近两百年历史的老校——磁器口小学，它

的前身为1826年乡绅捐修的龙山义学堂。这所学校，堪称古镇人的文化
摇篮，莘莘学子梦想起航的地方。在重庆，老字号的学府并不鲜见，然各
有千秋。在这所简陋的学堂，走出过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也是在这所学堂，抗战期间，接纳过大批沦陷区
来的孩子就读，学校一度扩容。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变成了沙坪坝区重
要的扫盲基地，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这里有磁器口人的文化自信。

如今，这所学堂已经搬迁，昔日闹腾的小院，变得清静。可是，当你走进这条大巷，就会
惊奇发现，这里已经迭代升级为巴渝民居，白墙、青瓦、木窗棂，沿街商铺林立，彰显出现代都
市的繁华。

没有变化的只有脚下的青石板路，尖锐的棱角已经被无数匆匆过客踩掉，仿佛每一块都
附着精美绝伦的民间故事。有人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画到巷子的墙上，历史的、风俗的、传
说的，延展至老巷深处。无数游子归来，都会到巷子里、校门前踯躅徘徊，因为他们把自己的
乡愁早早寄放于此。

学校迁移了，一位叫游江的漫画家来了。他天生喜欢清静，相中陈旧教师宿舍底楼的一
套房，租赁下来，变成自己的画室，并把这里取名为“十三巷”。他为七星岗作画，为十八梯作
画，画遍山城；他为贾平凹的书作画，为《收获》杂志配图作画，为南来北往的商人作画，为艺
人医生农民作画，画遍中国。他像磁石一般，吸附了一批文人墨客，在门前的林荫小道上，把
酒言欢，甚或载歌载舞，不亦乐乎。有一位作家饶有兴趣地为他写下文章《游江和他的朋友
们》。

杨绛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
淡定和从容。”游江画室，曾激发了多少有志青年的梦想，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画家，还有
的成为歌唱家。可是游江内心仍然喜欢安静，不愿意别人打扰。他如这条幽静的巷子，洗去
铅华，返璞归真，旷达不羁，又不失恬淡高雅。

画家隐居在此，其实还是在追逐一个梦想。但是，裕和巷，我终于找到你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罗涌

巴山渝水，一个富有诗意和美感的称谓，富集优美
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多彩的人文风情。北
魏郦道元《水经注》里道：宕渠“县以延熙中分巴（西）立
宕渠郡，盖古賨国也。今有賨城。县有渝水，夹水上
下，皆賨民所居。汉祖入关，从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
舞，高祖爱习之，今《巴渝舞》是也”。今合川以下一段
嘉陵江，因与渠江合流，古时亦通称渝水、宕渠水。隋

初在今重庆市置渝州，即因此水得名。
河流不仅繁衍着生命，也孕育着人类文化。在渠江岸边沉睡两千多

年的古賨都（宕渠城），一醒惊天下：它是巴文化核心大遗址。巴文化以重
庆为代表，巴文化是重庆市历史文化的根基。探访賨都的愿望愈来愈强
烈了。

春暖花开的时节，文友于蛟邀我去賨都揽胜，我欣然前往。四川渠县
作家协会主席李明春当起了我们的向导。

年近七旬的李明春，双目的清亮透过鼻梁上的眼镜呈现出来，早年的
英气还在眉宇间显露着。

“李明春装着一肚子故事，典故野史龙门阵信手拈来。”这是于蛟谈及
对李明春的印象。于蛟是达州市创作办公室副主任。

一大早，采访车便向渠县土溪镇进发。通往土溪镇的古驿道旁，次第
耸立着约占全国汉阙总数三分之一的六处七尊东汉墓前石阙。一尊尊石
阙站立了两千年，细数着渠县的前世今生。

“渠县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于地面上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
建筑遗存。渠县‘中国汉阙之乡’这张名片不是浪得虚名。”李明春的嘴角
上扬了起来。

是的，冯焕阙、沈府君阙与故宫、长城同属首批国家一级文物，具有同
级文物价值品位。法国传教士维克多·色伽兰到渠县观阙后，回去发表了
19张照片，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1939
年慕名考察后，充分肯定了六处汉阙的艺术价值。

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汉阙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
中国首个无核心文物陈列的博物馆。它运用弧幕投影、全息影像、屏显、
裸眼3Ｄ成像、激光投射等多种成像形式相结合，传递了汉阙及汉阙文化
之美。我们在这里穿越时空隧道，与古人踱步，去体验历史。历史饱含人
文，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

“宕渠城的城坝遗址乃川渝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巴文化遗址。长江之
水浩浩汤汤，巴渝大地莽莽苍苍，四川盆地东部的巴山渝水物华天宝，孕
育出了与古蜀文明交相辉映的古代巴国文明。”李明春的讲述语言细腻、
词汇动人：“城坝遗址出土了许多鲜见的文物，包括竹编。我们是中国竹
编艺术之乡，竹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城坝遗址隶属于土溪镇，位于渠江东岸，与土溪场镇、达成铁路线隔
江相望。城坝东接佛耳岩，其余三面环渠江，呈依山傍水之势。

到城坝遗址需摆渡过河。走下车，渠江扑面而来，如此辽阔，江风浩
荡。青山绿水滋养和焕发着心情，生活的诗意也就洋溢起来了。放眼望
去，天高云淡，远山苍灰，江水黛碧，一只白鹭起伏掠过江心中蓝天的倒
影。

春天是从江畔开始的，岸边柳条摇曳新绿，仿佛枝头上跳跃着音符。
走下渡船，江风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我们一行乘坐观光车几经辗转，两幢
巨大的钢架大棚映入眼帘。走进大棚里面，竹木简牍形制多样，秦砖汉瓦
繁复生动，古老的车辙印记依稀可见，古老城墙延伸百米……透过那长长
的文化层，透过那斑驳的出土文物，历史在这里交汇，文化在这里聚合。

“城坝遗址是川东目前尚存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
址。那成熟的冶炼技术足见古之賨都的繁华，那上了釉的汉砖令人称
奇。出土的‘津关’（在水陆要冲地带所设立的关口）遗址，为全国唯一仅
见！”李明春讲解道。

那“津关”不仅是水的关口，还是一段风云突变的关口。深埋地下几
千年，一朝出土，任由观瞻，凭据遐思。

城坝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
考古发掘于2018年荣获中国考古界最高奖“田野考古奖一等奖”。2022
年，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城坝遗址的发掘历程艰辛曲折。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地
村民在挖土烧砖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1990年，重庆市博物馆联合原
达县地区和渠县文物管理部门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2014年起，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先后5次发掘，渐次揭开了“宕渠城”的
神秘面纱。

人们常说，渠县是一本古色古香的书，那么城坝遗址便是为书作序，
一切的故事都始于此。

乘上返程的渡船，舱外阳光下泛着约定俗成的白光。渡船启动了，似
乎有众多的故事在水中摇曳，我们不是身处江心，而是历史的中心。我陷
入了短暂的沉思。

巴文化的故事仿佛是一层层洋葱瓣，大大小小的故事层层相扣。信
手拈来一个故事，就足够让飞驰的动车停下步伐，让翻滚的江水瞬间平
静。故事既在久远的岁月里，又在我们当下的日常里，相融于巴山渝水之
间，成为巴渝文明的载体。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历 史 觅 踪

渝水溯源访賨都
回乡

归路盘山玉带长，野芳雨后逐车香。
耳边鸡犬牛羊闹，手拂云烟望故乡。

黑山竹

乱崖根立本非同，自有节先尘土中。
虚己毋须惧雷折，凌风一竿破长空。

石门闲坐

日暖空山响杜鹃，坐枕石门流白泉。
旁煮清茗任壶沸，鼾声长短养神仙。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文艺评轮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