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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之名

同 口 镇

大名之名，鼎鼎大名。

说起东汉的运河利漕渠、平虏渠，不得不说其发祥地邺城；说到唐代的永

济渠，就不得不说河北道治所魏州（今大名一带）；说到北宋的大运河，无人不

知大名府。加上一部经典小说《水浒传》，让大名府名扬天下。

每次前往大名，我
都要到其故城的遗址，
临风凭吊逝去的岁月，
追思古代运河的风帆，
并常常情不自禁地想
起李白在运河畔留下
的那首华丽诗篇。

一

自安新县城乘车到同口镇，位
于其左的唐河大桥是必经之路。过
得大桥，走上高高的堤坝路，驱车
一路向东，行不远，便是同口镇。

同口，位于白洋淀西畔，隶属
雄安新区安新县，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文化昌盛。宋时称“洞口”，
明初，因百姓恶其水患，去掉三点
水，改名为“同口”。同口一面临
淀，一面靠堤，唐河、潴龙河左右
流淌，三面环水的特殊地理位置
造就了同口天然的水陆码头地
位，也成就了同口古镇独特的历
史文化，从保留至今的老庄园、老
建筑、学校旧址等遗迹，即可管窥
其昔日的辉煌。

在同口镇同口二村老河沿街
上，保存着一处清代老宅，原为三
进院落，现仅存中间的一进，有门
楼及东西厢房。老门楼为典型的清

代垂花门楼，也是雄安新区现存最
早最完好的垂花门之一，顶部为卷
棚式，门外部分的顶部为清水脊，
两顶勾连搭在一起的交会处形成
了天沟。垂花门位于整座宅院的中
轴线上，界分内外，建筑华丽，向外
一侧的梁头雕成云头形状，称为

“麻叶梁头”，在麻叶梁头之下，有
一对倒悬的短柱，头部雕饰出莲瓣
状，酷似一对含苞待放的花蕾，这
对短柱称为“垂莲柱”。连接两柱的
部件也有很美的木雕纹饰，题材为

“玉堂富贵”“福禄寿喜”等。檐部勾
头滴水分别为精致的虎头和花卉
图案。这些雕刻装饰寄予着房主人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将这道颇具
地位的内宅门装点得格外富丽
华贵。

垂花门，又称二门，它是内宅
与外宅(前院)的分界线和唯一通

道。俗话说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二门”，就是指的这
道垂花门。

在同口村，还有一座百年老
宅，约建于 1920 年。小院坐北朝
南，现存北屋 3 间，东西厢房各两
间，青砖石灰顶，木质门窗，木雕花
窗精致，堂屋槛墙以上均设为门
窗，整个院落布局合理，结构紧凑，
老木门上的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
锁，锁住了小院百年春秋。在白洋
淀水区，这种老民居建筑较为普
遍，房屋不出檐，墙体全部用砖砌
成，即青砖、瓦舍、女儿墙，既防潮
防火又抗震，冬暖夏凉又生态环
保，很适合白洋淀地区土地少、水
患多的特点。

孙犁任教学校旧址，位于同口
镇同口四村。孙犁，河北安平县人，
1936 年夏，来到同口镇小学任教

达一年多，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
命活动。白洋淀的鱼米香滋润了
他，同口一带的文化底蕴、风土人
情、革命热情也感染着他，从而成
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荷花
淀派”。小学占地 4000 平方米，现
学校旧址仅存孙犁任教及居所的
北屋一面苔痕斑斑的后墙及东西
墙 体 ，但 仍 能 看 出 当 时 学 校 的
规模。

同口村，交通、经贸发达，一直
是镇政府所在地，积淀了深厚的历
史文脉，也为当年孙犁等人在此任
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近代以来，
有大批革命者、文化名人陆续从同
口走出，文脉绵延，遗风尚存，时至
今日，在当地，一些村民撂下锄把
子就能写一手好字。

明代孙承宗《洞口移舟》诗云：
“野航堪载酒，鼓枻一经过。渐入白

洋水，平桥落照多。桕乌风舞袖，樯
燕语行歌。不是思鲈鲙，垂纶向碧
波。”正是几百年前同口古镇人文
风貌的真实写照。

（刘洁 图/文）

“2018 年中国纪录片生产
总投入为 46.02 亿元，同比增长
16.4%；生产总值为 64.45 亿元，
同比增长近 7%。从 2009 年的 5
亿元起步，中国纪录片行业逐
步进入高速发展期，产业规模
10 年间增长了 12 倍。”近日举
办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
告 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
布以上数据，并根据《报告》，得
出互联网改变纪录片的传播生
态以及主流受众的观点，如何
打造纪录片发展的良性文化生
态，成为业界必须面对的新课
题。（5月6日《中国文化报》）

互联网时代，给了纪录片创
作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过去，纪
录片制作者常因为曲高和寡一
声叹息。现在则完全可能通过互
联网去筹集资金、完成创作，同
时实现和观众的深度互动。这对
纪录片而言，是绝好的发展机
会。以往，宣传力量薄弱也是纪
录片的普遍软肋，只能“养在深
闺人未识”，进了院线也往往遭
遇“一日游”的尴尬，如今则有了
更多的选择和思路。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沿着
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轨迹砥
砺前行，社会属性和产品属性
呈现融合之势，由事业向产业
转轨的趋势进一步明晰。无论
产业政策环境还是社会需求，
都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大有可
为的条件。中国纪录片的“公众
时代”已逐渐到来。从一系列献
礼片引发的集群效应，到《二十
二》火爆院线，《寻找手艺》《如
果国宝会说话》成为“新晋网
红”⋯⋯中国纪录片制造了一
个又一个热点话题，呈现一派
充满活力的新气象。

长期以来，每年都有多部
国产优秀纪录片，因为题材、类
型、市场等原因不能得到院线
排片。该类型片的观众作为一
个相对小众的观影群体，大多
有着较强的鉴赏力和消费力，
他们似乎在默默等待，等待更
能引起自己共鸣的纪录影片的
到来。实际上，新媒体与传统媒
体的较量与合作也正席卷全
球。在中国，新媒体同样成为改
变纪录片产业格局的新力量。
2018 年，新媒体纪录片发展态
势十分迅猛。这一年，新媒体机
构的总投入约 11 亿元，同比增
长 83%，部分新媒体机构投入
涨幅更是在200%至300%之间。
新媒体机构在整个纪录片产业
中的投入占比为 24%，产值占
比为19%，均创历史新高。

市场也一直在呼唤优质的
纪录片。年轻人爱上纪录片，离
不开创作者在纪录片形式和内
容上的创新。当下越来越多的
纪录片，在形式上，不再“沉闷、
冗长”，而是偏轻、短、快，更易
于传播，在表达上则更接近年
轻人语态。像《如果国宝会说
话》，每集只有 5 分钟，等地铁
公交时就可以看一集，非常方
便，解说词也有趣生动，时而吐
槽时而卖萌。纪录片渐渐吸引
了年轻受众的视线，《我在故宫
修文物》《寻找手艺》《如果国宝
会说话》等几部作品的成功间
接印证了这一点，大批年轻人
自愿充当“自来水”宣传，从而
使这些纪录片成为“网红”，为
大众所知。

中国纪录片正从“小众时
代”逐渐走向广受关注、繁荣发
展的“大众时代”。在大浪淘沙当
中，国产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也
一一暴露，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
是影片类型的单一化。有先见之
明的电影企业已经意识到，扎堆

“押宝”单一类型商业片并非长
远之计，投资扶持全新的电影类
型、培养建立特定的观影人群已
经开始引起电影产业相关人士
的重视。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用新
鲜优质内容吸引黏着力高的特
定用户群体尤为重要。虽说，纪
录电影目前还势单力薄，票房前
景也并不明朗，但“新”与“优”这
两大特点足以使其成为电影市
场上一支潜在的生力军。

纪录片正从小众走向大众

□吴学安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大运
河和大名府的故事。在我心目
中，大名府是和北京城一样有
水的大城市。大学毕业后，作
为地方志工作者，我终于有机
会造访了大名府城，亲自踏勘
卫运河，凭吊大名府遗址，时
时感慨着历史的沧桑与文明
的变迁。

君不知，在如今大名县城
的东北数公里外，黄沙掩埋了
一座“东方庞贝城”，那就是运
河畔的一代名城——北宋北京
大名府。这座故城，始建于东晋
十六国时期。《晋书》记载，前燕
置贵乡郡、贵乡县，即此。隋朝
修永济渠，从城外穿过。因这段
运河始于春秋卫地，后世改称
御河为卫河，沿用至今。

唐武德四年（621 年）在此
为魏州置总管府，唐太宗贞观
元年（627 年）置河北道，魏州
为其治所，成为河北道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中心。唐中宗时
河北道辖区范围广大，每日往
来粮船、商船、水师战船 3 万余
艘。各地大米、食盐、丝帛绸缎
及日杂用品等货物在魏州集
散，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漕运
兴旺。

每次前往大名，我都要到
其故城的遗址，临风凭吊逝去
的岁月，追思古代运河的风帆，
并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李白在
运河畔留下的那首华丽诗篇。

唐天宝年间，李白沿永济
渠（大运河）游历至此，写下

《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诗：
“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
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
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
豪贵，游此每相逢⋯⋯”历史
的风云变幻，运河的舟楫沉
浮，书写着魏州城的沉沦兴
废。安史之乱后，魏州城就成
为河朔南部藩镇割据中心之
一。五代时期，这里更成为藩
镇势力争夺的重心。相传晋王
李克用临死前，嘱咐儿子李存
勖要完成三件大事：一是消灭
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二是
征讨契丹，解除北方威胁；第
三就是饮马永济渠，消灭后梁
朱温。911 年，李存勖在河北高
邑打败朱温50万大军，乘胜北
上，攻破燕地，活捉刘仁恭。九
年后大破契丹，稳定北境，公
元 923 年灭后梁朱温，统一北
方，在魏州称帝，国号为唐，升
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年号“同
光”，史称后唐。不久迁都洛
阳，兴唐府成为后唐王朝的
陪都。

北宋时期魏州声名颇为显赫，富
弼、包拯、寇准、韩琦、文彦博、欧阳修、
黄庭坚、苏辙等均曾在此为官。朱熹在

《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记载，大中祥符年
间（1008 年—1016 年），寇准罢相后，

“知天雄军”，受命守魏州。辽国使臣过
此，故意挑衅问：“相公望重，何故不在
中书？”寇准凛然回答：“主上以朝廷无
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意思是：此
乃北方门户，须我坐镇。相传寇准还特
意撰联：“东郡股肱今右辅，北门锁钥
望天雄。”从此“北门锁钥”名扬天下。
此后，魏州名字虽然几经变迁，却依然
保持着其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地位。

宋庆历二年（1042 年），为抵御契
丹南下，朝廷设“北京大名府”为陪都
之一。在宰相吕夷简主持下，对北京大
名府改修外郭，耗时 5 年，使大名府成
为防御辽兵南侵的北大门。《水浒传》
中说大名府“城高地险，堑阔濠深”“鼓
楼雄壮”“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
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千员猛将统层
城，百万黎民居上国”，并不夸张。

大名作为北宋陪都，政治和军事
上对抵御辽兵入侵起到重要作用。在
经济上，依托御河水上航运之便，作为
重要码头与物资集散地、粮储中转站，
税收在四京中仅次于都城开封，尤以
茶马互市和蚕桑丝纺织业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宋史·地理志》记载，河北
东路“蚕丝、织纴之所出”，其中花、平、
棉等为贡品，“河北东路民富蚕桑，契
丹谓之‘绫绢州’”。世人皆知宋徽宗赵
佶好字画，其作品以绢本为多。其所用
之绢几乎全部为河北所产。他曾诏曰：

“宫中所用之绢，唯河北两路所产。河
北两路不逮时，京东道可代之。”

魏州名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不仅被北宋王朝建为陪都，历史上还
有两位伪皇帝建都于此。唐肃宗乾元
二年(759 年)，史思明于魏州筑坛，僭
称“大圣周王”，改国号“大燕”，自称

“应天皇帝”，建都置百官。靖康之耻，
北宋王朝灭亡后，金朝扶持了一个傀
儡皇帝刘豫，国号大齐，建都大名府。
元代这里成为大名路总管府治。在河
北人郭守敬主持修通京杭运河后，大
运河主航道裁弯取直，但大名府通过
卫运河的漕运依然繁荣。

明建文三年（1401 年），就在燕王
朱棣“靖难之变”的战火中，漳、卫两河
洪水暴发，将大名府城和来不及逃走的
官民掩埋在三四米深的黄沙之下，结束
了这座古城的千年辉煌，数十万人的生
命财产毁于一旦。

洪水退去，大名故城遗民在故土
上重建家园，渐成村落、城镇与城市，
人们以记忆中的地名与位置为其命
名，负载着深深乡愁和情感。如大街、
鱼营、前东门口、营庄、铁窗口、沙堤
等，村周围古城墙尚存，前东门口有几
十户村民就居住在地势较高的老城墙
上，于是有了奇特的地名“城上”。每次
登上黄土掩埋一半的残垣断壁，仿佛
听到悠远的历史回声。大名府故城遗
址，成为完整保存在地下的一座名城。
2006 年，大名府故城成为国务院公布
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名故地，历史悠久，早在
曹操开凿白沟、利漕渠之前的数
百年，就是一方胜境。《穆天子
传》记载，周穆王游苴台（今大名
沙麓山），狩猎时由六头鹿驾车，

“白鹿一牾椉逸出走”（其中一头
鹿逃逸），穆王以五鹿驾车追赶。
由此苴台称“五鹿城”。后来周穆
王再次北游，“舍于五鹿”。

“大名”之名，源于春秋。《史
记·晋世家》记载，公元前 661
年，晋献公率太子申生和毕万等
人灭掉霍国、耿国、魏国，献公把
魏地赐于毕万，占卜语说：“毕万
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
大名也！”毕万之“万”与其封地

“魏”，真乃“大名也”。
战国时此地为魏武侯公子

元食邑，所以西汉置“元城县”。
说到元城县，不得不说诞生在这
里的王莽及其姑母王政君家族。
王政君是汉元帝刘奭皇后，汉成
帝刘骜生母。王莽紧锣密鼓创建
新朝时，遣堂弟王舜向太后索传
国玉玺，王政君不禁痛骂王莽。

《汉书》记载：“汉传国玺，以孺子
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
玺，太后不肯授莽。”怒骂之并将
玉玺砸在地上，使传国玉玺崩了
一角，也留下了“狗猪不食其余”
的成语。

王莽篡汉建新朝的闹剧，很

快就在农民起义浪潮中收场了。
东汉时期，魏州成为邺城的东辅
名城。漕运成为统治者必须重视
的战略需求。东汉末年，曹操封
魏王，建都邺，为剿灭袁绍余部，
北驱乌桓，开凿白沟、平虏渠、泉
州渠、新河和槽渠等北方运河。
其中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

（213 年），引漳水自河北曲周
南，东至今大名西北，入白沟，沟
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
渠。这些人工运河的开凿，成就
了河北平原最早的漕运河网。

隋炀帝时，开凿从洛阳到涿
郡的永济渠。魏州依靠永济渠水
道繁荣起来。隋炀帝乘船巡游，
赐名“御河”。永济渠在魏州有多
处码头和渡口。

魏州自古为战略要地。武则
天以周代唐，一代名臣狄仁杰曾
受命在魏州抗击契丹南侵，为武
周王朝北境平安写下辉煌的篇

章。狄仁杰力劝武则天将皇位传
给儿子，就在唐中宗李显恢复大
唐王朝后，从魏州走出来的姜师
度成为唐代完善运河体系的一
代能臣。他任河北道巡察，兼支
度营田使。因为在水利建设方面
的杰出成就，被称为“一心凿地”
的名人。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 年），
魏州节度使田悦自立称王，首次
升魏州为大名府。“大名府”之名
始于此。此地人文璀璨，名人辈
出。诸如辅助唐玄宗诛杀太平公
主的郭元振，宋太祖“义社十兄
弟”之一的名将李继勋，元代散
曲家王鼎，明朝礼部尚书兼东阁
大学士成基命和武英殿大学士
首辅大臣黄立极，清代考据学家
崔述，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
家、北方妇女运动先驱和工人运
动 领 导 人 郭 隆 真 等 ，都 是 大
名人。

1401 年，唐宋名城大名府
城被洪水埋于地下。同年，大名
府都指挥“具奏朝廷”，在艾家口
镇北筑新城。新建的大名府城，
箭楼宏大、街道繁华，明代为大
名府、清代为三省总督府，新中
国成立后，曾建大名市、大名专
区，挟“枢毅中原，襟带齐鲁”之
势，被誉为“畿辅八府之首”“河
朔重镇”。“大名好城墙”是冀南
著名的古建筑标志。城墙基本呈
正方形，城门上建有层楼，“三楼
鼎峙”，“尤壮观瞻”，东南西北四
城门均有瓮城，分别名“体仁、崇
礼、乐义、端智”。庄重高大，雄浑
古朴。城内有大名府衙、元城县
衙、大名县衙和府县文庙。运河
北去，故道沧桑。如今卫运河依
然从大名城东穿过，护卫着大名
古城，舟船辐辏、河运繁忙，两岸
集镇繁华。如今，在大名尚留有
铺上村、程营村、尤村、老堤北村
等老河道及部分码头遗址，唐堤
宋迹，斜阳草树，彼黍离离。

大名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胜迹众多，历代大名人，也都十分
珍视历史文化传统，重视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保护。尤其是新时代，
大名县委、县政府以保护传承历
史文化为己任，修复明代大名府
古城墙，复建大名府县衙署、文
庙。还在北京大名府故城遗址附
近复建狄梁公祠，创建石刻园。

狄梁公祠是为纪念唐代武
周著名政治家狄仁杰所建。696
年（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契丹
进攻中原，狄仁杰临危受命，出任
魏州刺史，用疑兵计巧退敌军。魏
州人民感其恩德，于武周圣历元
年（698 年）为狄公修建生祠，后
因战乱而毁。811年，魏博节度使
田弘正感狄公之德，于原址重建
祠堂及碑。今只留碑刻，高 4.46
米、宽 1.46 米，碑首为六龙戏珠
圆首，碑额篆“大唐狄梁公祠堂之
碑”。由冯宿撰文，胡澄书丹，记述
狄公政绩和重修此碑经过。

大名石刻园收藏展示历代
石刻珍品。其中何进滔德政碑，
原矗立于大名故城遗址双台村，
开成五年（840 年）立，由著名书
法家柳公权撰并书。碑座赑屃
56 吨，八龙戏珠圆碑首，碑重约
40.3 吨。《金石录》记载：“（何）进

滔事迹固无所取，而柳公权书法
为世模楷，此碑尤雄伟。”宋徽宗
政和四年（1114），大名府尹梁
子美（《水浒传》中梁中书原型）
将碑磨去原文，改刻成“御制大
观五礼之记”碑，故称“五礼记
碑”。石刻园中还保存了后晋天
福六年（941 年）的《马文操神道
碑》、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
年）大名府督学畿南摹刻南宋的

《朱熹写经碑》以及大量历史名
人的墓志、碑碣数十通。

如今大名“宋府明城”规划
正在实施，运河景观风貌也在恢
复中。千载大名府、百年运河城，
迎来了文化复兴的春天，走上了
文旅融合发展的康庄大道。今
年，大名县的重点项目建设加速
推进，计划新开工项目 40 个，竣
工投产项目 20 个，谋划储备超
亿元项目 90 个，实现有效投资
100 亿元。历史的明眸，不止一
次眷顾这里，而大名的声名不止
载于史册，更将抒于当代，续写
未来。

洪水退去，大名故城遗
民在故土上重建家园，渐成
村落、城镇与城市，人们以记
忆中的地名与位置为其命
名，负载着深深乡愁和情感。

二
大名故地，历史悠久，早

在曹操开凿白沟、利漕渠之
前的数百年，就是一方胜境。

三

如今大名“宋府明城”规
划正在实施，运河景观风貌
也在恢复中。千载大名府、
百年运河城，迎来了文化复
兴的春天，走上了文旅融合
发展的康庄大道。

四

□梁 勇

大名古城复原图

大名县运河故道旧址

同口古宅同口古宅

（本文图片均由刘正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