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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高巍巍然，谓之象巍。”魏者，

高也，大也，古代卜辞寓意吉祥、兴

旺。魏县境内，长约 15.9公里的卫

河横贯境域南端，由西部北善村南

入，于东部南辛庄村出。无论古

今，卫河始终是当地老百姓茶余饭

后聊天时绕不开的传奇。

一水之隔，脚下是河北，对岸是河
南。一个晴空万里的清晨，我们来到魏
县。站在卫河畔放眼望去，河水自西南而
来，缓缓向东流去。

“这是一条极重要的河流。”曾参与编
纂《中国大运河与邯郸》的邯郸市政协文
史委原主任郭培伦聊起卫河时，言语中充
满感情。“这条河不单是河南河北两省的
界河，中国大运河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
也和这条河息息相关。”

魏县境内，河流沟渠甚多，自古皆
然。而卫河，无疑影响深远。

卫河曾为黄河故道，因春秋时期属卫
地而得名。战国以前，古阳堤还未筑成，
因而丹、淇二水之间所有发源于太行山前
的泉溪、河流和山前平原地面水，都直接
泄入黄河。古阳堤筑成后，阻断注入黄河
的通道，使水集于吴泽陂（今河南省新乡
市获嘉县境内），沿堤东流而逐渐成河，汇
于新乡的合河，后又至卫辉小河口村与淇
水汇合于宿胥口（今河南省浚县堤壕村），
从而流入黄河。这便是我国古代早期的
卫河上中游。河水清澈，与黄河水形成鲜
明对比，故谓清水或清水河。

今魏县地域，春秋时，先属卫，后属
晋。“魏县”之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是在
大一统的西汉。《魏县志》载：汉高祖十二
年（公元前 195 年），置魏县，治所在于村

（今大名县城北魏庄一带）。
水运映照国运。回眸世界上文明古

国的发展进程，不仅大都肇兴于大河流
域，而且特别在冷兵器时代，是否善于治
水用水，考验着人类智慧，见证着民族底
蕴。而卫河的起伏，尤与黄河之变迁密切
相关。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渡黄河攻下
黎阳（今河南省浚县附近），北征邺城（今
河北省临漳西南）袁尚。建安九年（204
年），兴建“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白
沟水运工程。其中，主要工程就是在淇水
入黄河的地方，用大枋木筑成堰，阻止其
流入黄河，并自淇水口开渠引淇水向东北
流，与宛水会合而入白沟……

这些措施使淇水脱离黄河，又使白沟

从淇水获得较丰水量，以利通航兴业。从
地图来看，上起枋堰，下至今河北威县以
南的清河，皆被称为白沟。四百年后，隋
炀帝在黄河以北再开运河。《隋书》载，608
年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在曹
魏白沟基础上，“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
郡”。这，就是永济渠。

“这些大小河流多有变迁改道，名称
也多变，研究难度非常大。不过，大体仍
如《畿辅安澜志》所载：卫河，古清、淇二水
所导也，汉为白沟，亦曰宿胥渎，隋为永济
渠，宋元曰御河，明曰卫河。”郭培伦告诉
记者，这条卫河，如今在馆陶县徐万仓与
漳河汇流。自合流点往东，于上世纪 40
年代始得名“卫运河”。

运河通，市肆兴。永济渠，犹如水上
“高速公路”，沟通了物资交流，实现了南
北融合。得水运之利，魏县迅速崛起，逐
渐成为北方重镇。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
图志》载，永济渠建成后，渠宽十七丈（约
51米）、深二丈四尺（约7米），可通大型龙
舟。当时永济渠上行驶的粮漕船、商船、
水师船多达3万艘，呈现出舟楫竞航的景
象，给后人留下无尽遐想。

“这几年，通过专业考古手段进一步
实地探测，基本能肯定，文献对永济渠通
航能力的记载是属实的。”为了推动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2018年至2019年，受相关
部门委托，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隋
唐永济渠调查勘探队，就永济渠流向、广
深进行全面勘探。曾参与此项工作的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鹏为介
绍，尽管永济渠多次改道，但初步勘探结
果依旧表明——永济渠渠面宽窄不等，
最窄处 60 米左右，最宽处达四五百米，

渠 身 大 部 分 流 段 宽 度 在 100 米 至 200
米。其中魏县、大名境内渠面较窄，馆陶
境内渠面较宽，渠深 6米至 10米，表明永
济渠并非完全由人工开凿而成，而是充
分利用了当时既有河道来进行作业。在
这样的航运条件下，如选择大型楼船往
返，可能在某些航段需设置纤夫。而对
于一般性的大规模船舶交通和运输来
说，永济渠渠深水足，足以承载。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而今，自河畔眺望开去，千里沃野，长河在
目，古迹胜景和灿烂文化共汇于这片沃
土，仿佛在静静诉说着历史兴替。而今人
汲取古人智慧，更加重视水利建设，大好
山河也正在浓墨重彩地绽放新颜。

我们立脚的卫河畔，身后60米开外，
是留固扬水站。

扬水站北侧立碑一块，是邯郸市人民
政府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立，石碑左上方
刻着“大运河”三个字和“中国文化遗产”
标志。“扬水站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几十
年来，流淌的卫河水通过咱们这个扬水站
引入留固干渠，为沿线农业生产提供灌
溉，使魏县近 30 万亩农田获益。”魏县军
留灌区管理站副站长刘发军说。

历史经验告诉世人，任何水利设施和
工程，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很多时候，不
仅需要类似“岁修”这样的常态化机制，更
要根据时代需求，在全盘考量中做新的工
程规划和部署，以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怀着这样的感触，我们沿卫河畔小路
继续行走，在魏县第六店村村西，见到了
引黄入冀补淀穿卫倒虹吸工程。

“新建倒虹吸总长 934.4 米，两孔并
联，采用钢筋混凝土箱型结构，最大输水

流量61.4立方米每秒……”同行的魏县水
利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宽阔的卫河横
亘在两省之间，黄河水要想顺利入冀，首
先要解决河道交叉问题。最终，把闸口扩
建为两个，并修建地下涵洞、倒虹吸，让黄
河水从卫河河床下穿行。

卫河在上，黄河在下。这是古人无法
想象的创举。历史上，黄河不断泛滥改
道，多次侵袭卫河，改变永济渠走向，迫使
魏县、大名等城池治所迁移。而历经沧
桑，在新的地理格局上，经由现代工程技
术和智慧，黄河水终于成为默默润泽大地
的清泉。

自河南省濮阳市渠村引黄闸出发，黄
河水在濮阳市清丰县苏堤村，由穿卫枢纽
穿过卫河，进入河北省魏县境内，然后经
过东风渠、支漳河、老漳河、滏东排河、小
白河等，最终入白洋淀。其中，魏县境内
干渠全长43.6公里。犹如古代永济渠般，
该工程一路向北，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
水，向白洋淀实施生态补水，为雄安新区
提供重要的水资源保障。

卫河流淌，梨枝遒劲。运河畔，草叶
间，又一块石碑映入眼帘，“大运河”、“中
国文化遗产”标志、“引黄入冀补淀穿卫
倒虹吸工程”等内容清晰可见。这一刻，
古与今、人和自然通过运河水交织贯
通，跨越千年，谱写着时代新曲与国泰
民安。

卫河东流谱新篇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史晓多

卫河魏县段。 田瑞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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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龚正龙）日前，记
者从河北省文物局获悉，《涧磁村定窑遗
址保护总体规划（2022-2035年）》（以下
简称《总体规划》）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并经省政府批准。该规划包括规划文
本、图纸、说明和基础材料汇编等内容，
是做好涧磁村定窑遗址保护、管理和利
用的基础规划。

涧磁村定窑遗址，是 1988 年国务
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燕川村
一带，总面积达 10 余平方公里。历史
上，定窑烧瓷长达六七百年，是我国著
名的白瓷窑系代表，其器形、纹饰及覆
烧技法对各地瓷窑影响较大。其产品
远销海外，在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对中国制瓷业产生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
窑窑址调查和发掘工作逐渐展开。故
宫博物院先后两次派人对定窑遗址进

行实地复查，确认曲阳县涧磁村为定
窑窑址所在地。

1960 年至 1962 年，原河北省文化
局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的地理位置、
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分布范围和
文化层堆积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试掘
420 平方米。1985 年至 1987 年，河北
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 院）再 次 对 定 窑 遗 址 进 行 考 古 发
掘，此次发掘近 2000 平方米，出土了

大量瓷器和窑具。此后又进行了一些
小 规 模 清 理 和 调 查 。 2009 年 底 至
2010 年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曲阳县定窑遗址
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窑
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
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取得了丰硕成
果，被评为 200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据悉，该《总体规划》将纳入当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对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
及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保护
涧磁村定窑遗址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完整
性和真实性有重要意义。

青年作家是文学队伍的生力军，是文
学事业的未来和希望。近日，河北青年作
家改稿活动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举
办，来自《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
作家》《散文》《星星诗刊》《青年文学》等著
名文学期刊的专家为河北文学院第十五
届签约作家作品把脉开方。“作家不仅仅
是观察者，更应该是思想者。”专家们表
示，河北青年作家创作风格鲜明，对复杂
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把控能力，但仍需拓
宽文学视野，不断深入思考，呈现生活的
张力，勇于尝试有难度的写作。

散文创作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一特
性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对写作者提
出了更高要求。在《散文》主编汪惠仁看
来，刘云芳和刘萌萌的散文创作具有很高
的辨识度，在写作中善于运用现实主义加

现代主义的手法。刘萌萌《遥远的亲人》
和刘云芳《轮椅如马》，不约而同将目光聚
焦亲人的生活状态、生命历程，写出了生
活的本相、人性的深度，深刻反映出人与
社会以及现实的关联。而借用小说的叙
事手法则是心盈散文《河南河北》的一大
特色，汪惠仁认为，作品将故事的时间性
和情感的空间性结合起来，呈现出跨文体
写作的特点。汪惠仁同时强调，作家在学
习借鉴时，不仅要拓宽文学视野，更要根
植于中国的土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

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得诗歌的抒情方
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提升诗人
对新时代、新事物的把握能力显得尤为重
要。《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认为，好的诗歌
应该在优秀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诗意。诗

人孟醒石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开阔中
有沧桑，能够发现身边的世界与人们情感
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精神对日常生活的穿
越和超拔。城市生活是诗人幽燕专注的审
美领域。龚学敏评价说，幽燕善于选取日
常惯见的物象，从琐碎中提炼出诗意，对新
问题、新变化具有较强的把握能力。

河北的小说创作得益于现实主义创
作传统的滋养，使得青年作家对现实生活
具有较为敏锐的感知力。但写作是一个
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青年文学》主编张
菁在点评焦冲、云舒、虽然、李景泽等人的
小说创作时，对他们提出了更多期待，希
望他们在具有系统性学识教育和开阔视
野的基础上，能够增加作品的复杂度，使
人产生心灵上的碰撞。“有难度的写作体
现在探寻和发现自我、他者，逐步拓宽思

维的界限；还体现在结构上的更多变化，
以及语言上的诗性表达。文学语言不是
单纯的叙述，它背后呈现的是作者的观念
和认知。”张菁的观点得到了《当代》副主
编石一枫的认同，他提出写作者对语言应
抱有精益求精的态度，应跳出舒适区，避
免使用过于单一的词语表述。

“举办改稿活动是培养青年作家的重
要举措之一。我省青年作家虽然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创作成绩，但总体实力还不够
强，需要专家从不同侧面给予意见和建
议，助力他们更好前行。”省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王凤表示，希望青年作家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自己手
中的笔把党的声音、人民的故事、时代的
精神、社会的正气写好、写出新意，努力打
造更多精品力作。

河北公布定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国内知名专家为河北青年作家文学创作把脉开方

拓宽视野，勇于尝试有难度的写作
河北日报记者 肖 煜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刘克智近日透露，中
国演出市场已恢复至疫情前的七成，观众群体呈
年轻化趋势；中国演出机构为应对疫情影响，积
极转型，小剧场、沉浸式演艺成为新的增长点。

小剧场、沉浸式演出的兴起，被看作是一股
“新演艺”潮流的重要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
小剧场出现在城市街头巷尾。它们或为一间茶
馆，或存身某栋写字楼的公共空间，甚至可能就
开在一间民宿里；一旦这里的演出深入人心，就
渐渐变成一道人文风景，甚至成为城市文化名
片。这样的小剧场，对观众和城市的影响，已不
能完全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沉浸式演出”是小剧场的魅力之一。这种
演出通过环境营造、剧情互动、多感官体验和角
色扮演等方式，与传统演出区别开来。它调动观
众的视、听、嗅、味、触等多种感官，全方位地“观
看”演出。并通过互动，带观众参与剧情，获得不
一样的观演体验，非常符合追求个性化和存在感
的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受到他们的青睐。

根据国内主要票务公司的数据分析，2021
年我国演出市场消费主力是 18岁至 39岁的年
轻人，在购票用户中占比高达 76%。而这几年
在演出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文化机构和演出品
牌，有不少都经历了“小剧场赢得基础粉丝——
互联网强势出圈——迎来市场全面认可”这一
规律。年轻观众群体对演艺市场的影响力和需
求，正日益体现出来。

目前，小剧场数量不断增加，形式多样化。
在这些小剧场里大展身手的“新演艺”，也显露
出几个特点：除了沉浸式演出和大量引入科技
手段等演出形式的创新之外，小剧场演出的舞
台离观众更近，更关注现实问题与时代风尚，在
线下观众和“云观众”中，产生影响也更快。这
些都让小剧场表现出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成
为推出和推广更多优秀作品的重要渠道之一。
也因此，它们必将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发挥更大作用。

当下，正在积极恢复的中国文化演出市场，不仅小剧场、沉浸式演
出日渐兴起，还出现了虚拟演出、线上演出等日益被观众接受的新形
式。这些变化值得业内人士认真思考：我们该如何让这种文化现象，从

“爆款”变成趋势，让文艺的常青树在新时代茁壮生长，从而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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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日前，
由河北省历史文化研究发展促进会
红色文化研究分会、石家庄市栾城
区税务局联合主办的红色收藏精品
展在石家庄市栾城区举行，庆祝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 500 余
件红色藏品，涵盖各时期《人民日
报》《河北日报》《晋察冀日报》及

识字课本、冲锋号、红缨枪等一系
列党史资料等。

“每收藏一件红色藏品，我都会
去了解该藏品的历史，了解它当时处
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中。”活动现场，
此次展览藏品提供者李培峰说，希望
参观者通过展览走进中国共产党的
光辉历史，追寻红色革命足迹，汲取
红色精神力量，激发爱党爱国热情。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毓 记
者李巍）《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
队》《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开天辟
地》……日前，120幅经典红色电影
海报亮相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吸
引了众多旅客驻足观看。

“红色电影海报展”布置在石家
庄正定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隔离区
内。展览以红色主旋律为主线，以
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点，展出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反映各个历史时期
的 120 幅红色电影海报，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营
造了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浓
厚氛围。

“这些反映革命历史的电影海
报，我非常熟悉，很多都是我们看过

的电影。今天再看这些海报，撞击
内心的力量依然那么强烈。”旅客陈
女士说。

河北红色资源富集，是西柏坡
精神的发祥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
场是河北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石
家庄市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
打造固定红色文化展区，利用多种
形式传播红色文化，是河北机场集
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次举办的“红色电影海报展”
是红色文化展区的首期展览。该红
色文化展区还将继续不定期地举办
更多红色历史题材和内容的展览，
也将成为河北机场集团与石家庄正
定国际机场各驻场单位开展党建联
建共建的红色教育阵地。

红色收藏精品展在石家庄举办

120幅经典红色电影海报
亮相正定机场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10 月
14 日，由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
举办的河北省非遗作品主题展览在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开展，展期将持
续至 11 月 13 日。展览通过河北公
共文化云及河北非遗公众号进行同
步展示。

此次展览以非遗作品的独特形
式和丰富内涵，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营造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文
化氛围。活动得到广大非遗传承人
积极参与支持。自主办方5月面向
全省征集非遗作品以来，至 9 月中
旬，全省非遗传承人创作了一大批
优秀传统手工艺、传统美术作品，涵
盖剪纸、编织、印染、雕刻、绘画等艺
术形式。此次展览从中遴选出包括
丰宁满族剪纸、武强木版年画、布糊
画等50余个非遗项目180余件展品
进行展览。

以构思巧妙、内涵深刻的非遗

作品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河
北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河
北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
河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讲好河
北故事、中国故事，是此次展览的
突出特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丰宁满族剪纸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石俊凤创作的剪纸作
品，以满族传统舞蹈太平鼓为主体
画面，舞者簇拥在党旗下载歌载
舞，并配以牡丹、松柏等元素，表现
人民激情满怀向未来的豪迈心情；
国家级非遗项目衡水内画《运河风
情》《绿水青山西柏坡》，展现大运
河文化带（河北段）秀美风光和欣
欣向荣景象，生动诠释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
念；柳编作品《普天同庆》通高两
米，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柳编（固安柳编）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张万富历时半年精心编
制而成。

河北非遗绽放时代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