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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宫博物院出品的首部原
创儿童剧《甪端》，将于9月3日
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首演。该剧以
故宫瑞兽“甪端”为原型，从儿
童视角出发，讲述了主人公小甪
端和他的文物家族成员之间，因
为一场“是否应该参与网络展
示”的争论而展开的一系列有趣
又感人的故事。原本静穆庄重的
故宫文物在剧中变身为一个个可
爱有趣、性格各异的人物，让文
物在舞台上真正“活”起来。（8
月24日《北京青年报》）

甪端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与麒麟相似，头上一角，寄寓人
们的美好愿望。故宫首部原创儿
童剧用甪端挑大梁，带领故宫文
物家族成员，以儿童视角讲故宫
故事，这是故宫努力做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又一例证。

儿童剧赋予文物以新生命。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
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的遗物和遗迹，它们凝聚着过
去，连接着未来，具有“鉴古而
知今，彰往而察来”的重要作
用。因此，必须“让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近年来，各大博物馆
以开发数字展厅、综艺节目、文
创产品等方式，增强文物展览的
互动性，增强观众的体验感，持
续激发观众走进博物馆的热情。

而打造儿童剧，无疑是文物
及其历史文化传播更新鲜的方
式。儿童剧即使是大人演出，也
要求通过具体鲜明的形象、活泼
明快的情节、热闹轻松的气氛，
向观众剖析严肃主题，使其感受
美的熏陶。如果说开发数字展
厅、综艺节目、文创产品等是让
文物“活”起来，打造儿童剧则
是让文物变得更“活”、更立
体，这样的文化传播比其他方式
更生动有趣、深入人心。

文物又能赋予儿童剧以新
内容。在我国，儿童剧已具有
深厚的观众基础，不过，不少
剧目仍停留于改编传统故事、
国外经典童话，原创性不足。
随着欣赏水平提高，观众对作
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优秀剧目
的匮乏、内容的空洞和雷同等
问题，又让儿童剧市场走向萧
条。如何创作更多新鲜的原创
剧目？像故宫那样采用“儿童
剧 + 文 物 ” 的 方 式 ， 让 “ 文
物 ” 给 孩 子 们 讲 述 自 己 的 故
事，不失为一条创新之路。

此外，据报道，今年清明假
期，由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

《我们是秦俑》 连续多日在西安
上演。该剧以兵马俑、鎏金走
龙、汉竹简、唐三彩仕女俑等陕
西代表性文物为主角，讲述了在
深夜“25点”，博物馆文物复活
后发生的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
事。自 2019 年创排后，此剧的
演出足迹遍布北京、成都、西
安、青岛、杭州、厦门等地，被
评为“兼具童趣与深度，用好了
陕西的文化富矿”。期待故宫首
部原创儿童剧 《甪端》，也能收
获 良 好 的 口 碑 和 广 泛 的 社 会
关注。

期待有更多儿童剧给孩子们
提供更丰富的视觉体验。业内有

“儿童剧不是儿戏”之说，体现
在儿童剧上，创作者来不得半点
马虎，不能放过历史知识上的任
何细节。借用故宫博物院院长王
旭东的话来说，优秀的儿童剧的
作用远不止于一场文艺演出，要
充分发挥传播正能量、引领价值
观的作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价值观，自觉承担起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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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从书柜里抱

下——不是拿，必须双手

双臂一起用力抱——那

部特别厚重的书《蔚县志

(1989- 2011)》时，对那

些像司马迁一样执着于

我们历史的编著者，我的

敬重感便油然而生。不

仅如此，在这份敬重感

里，还总是包含着隐隐的

悲壮的意绪。

一

我 们 说 ，《 蔚 县 志（1989—
2011）》（下称《蔚县志》）与《史记》当
然不能同日而语，它的编撰者们与
司马迁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这
部290余万字志书的背后，对编撰者
而言，同样有许多动人心魄的故事。
譬如：从接受编写任务到出版，长达
14 年的艰辛付出；14 年里青丝变白
发，撑过无数焦虑、煎熬、拮据与委
屈；还有，身体的困扰与对家庭的愧
疚，精神与意志上的挫败等。最终，
这些都没有阻拦住他们：一部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志书，一部 35 编、
176章、706节、290余万字、1524页的
厚重而优秀的地方志，出版了。

这部“大书”，比蔚县的古城墙
砖还厚、还重。

在志书出版前的两年间，几百
万字书稿正处于紧张校对阶段，因
长年久坐等原因，执行主编刘国权
三次住进医院做前列腺手术，40 多
天的疼痛，他忍了过来，竟没告诉任
何人。瘦弱的妻子心疼不已，只能默
默帮他校对。拿到出版后的《蔚县
志》不久，刘国权的一只眼睛突然模
糊不清，医生检查后对他说：“眼睛
不仅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身体的窗
户，现在你窗户上的玻璃和窗框全
坏了，你太不爱护自己的这扇窗户，
你把它累坏了……”

医生把刘国权的右眼晶体和周
围的“窗框”全部摘除，换上了人工
晶体。然而这次大手术，他依然没有
告诉任何人。

其实，在志书编撰进入第7个年
头时，因种种困难，刘国权对于工作
无法推进的焦虑已经非常严重。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压力，让他患上
了严重的失眠，没有安眠药根本无
法入睡。但是，他藏起医生的诊断书
和要求他“停止工作，开始休息”的
叮嘱，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这
部志书出版。

2021 年 5 月，拿到由九州出版
社出版的《蔚县志》那天，作为执行
主编的刘国权哭了。他抱着重达 4
公斤的书，坐在沙发上不住地流泪，
嘴里喃喃自语：“太难了，太难了！”

妻子下厨炒了两个菜，说为此
书终于出版好好庆祝一下。刘国权
平日酒量可观，但那一天，他没喝两
口就醉得一塌糊涂……

一部当代县志的编撰，与流传
千古的史志自是无法比拟，但浸融
其中的意志与信念的坚韧，责任与
理想的超拔，是可以并论的。史者情
怀，千古传承——时任县委书记梁
昆和时任县长刘瑞格为此书庄重写
下了序言，我们从序言里读到这样
一句话：这是全体编撰人员用心血
为蔚县筑起的又一座文化丰碑。

二

蔚 县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底 蕴 深
厚。早在 1994 年，蔚县就较早地认
识到本地历史文化中蕴藏的宝贵
价值，并开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年轻的刘国权一直参与该项工
作，一开始便为申报写下了 3 万余
字的文字资料。

2018年5月，国务院公布蔚县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距离当初的
申报，已走过了漫长的24年。得到消
息的那天，刘国权乐不可支，在家里
又喊又笑，独自把酒畅饮。妻子后来
悄悄对人说，他那样子与范进中举
没两样。

“当年谁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
怎么申报，也不清楚古城的历史意
义和文化价值。”刘国权回忆说。参
与申报工作后，他便与调查组一起
远赴山西代县、平遥，还曾独自奔赴
湖北襄阳等地考察。

做好古城申报的首要工作，就
是要好好研究古城。漫长的 24 年，
刘国权一头扎进研究蔚县古城的建
筑、文化和历史之中。随着学习和研
究的深入，他也逐步看到了这片土
地的历史是多么灿烂辉煌——

2300 多年前，赵武灵王倡导的
那场史诗般的“胡服骑射”创新改
革 ，其 背 景 就 与 蔚 县 这 片 热 土
有关；

历史上商周时的代国、秦汉的
代郡均指蔚县，赵襄子灭代、代王夫
人（赵襄子的胞姐）“磨笄自刺而死”
的悲壮一幕也发生在蔚县；

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公元 579
年）时蔚县改称蔚州，北周大象二年

（公元 580 年）置蔚州城，蔚州作为
“城”存在，距今已有1400多年；

千年的“古城文化”，为塞外这
片寒凉的地域留下了太多国之宝
器，截至目前，蔚县发现的不可移动

文物超过 1600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就有21处之多。

悠久的历史为蔚县留下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遗存，刘国权为生他养
他的这片土地而骄傲。

他开始常年奔走于古城、乡镇、
农村，调研、查证、走访。在刘国权的
文件柜里，满满当当地收藏着他多
年参与起草的大量文件，这些大多
是他的手写稿，时间跨度长达24年。
有些初期的手稿已经泛黄，不少文
件的空白处留着他密密麻麻的修改
批注，留着他和同仁 24 年申报过程
中付出的心血与劳苦。

申报之路是对蔚州古城再认
识再发现的过程，也是刘国权自我
成长、自我重建的过程。刘国权对
古城的一砖一瓦倍加珍惜，天性中
的严谨和认真，让他无数次爬到十
几米高的古城墙上，用盒尺一块一
块地丈量古城墙砖，从城砖的不同
尺寸，他发现蔚州古城墙原是由多
处砖窑烧制的；由此丈量他还得
知了现存完好的蔚州古城城墙有
1600 米，这一调查是对资料中“原
城墙周长是 3500 米”的重要补充；
与此同时，研究古城布局结构则
使他发现，蔚州古城是一座不规
则的“兔”城，并不是像中国许多

古城那样中规中矩、正南正北
有中轴线……这些关于蔚州

古城建筑的发现，先后被
《张家口晚报》《人民日

报》等媒体报道。
申 报 是 为 了 传

承。刘国权意识到，必
须让更多的蔚县人了
解 古 城 的 历 史 和 文
化。为此，他为全县在
校中小学生、导游、出
租汽车司机、县直机
关和乡镇干部、政协
委员、县委常委等群
体授课 50 多场，听众
多达 5000 余人；他亲
自帮助县里几所小学
编写了《国家历史文
化 名 城 —— 蔚 州 古
城》《河北历史文化名
镇——代王城》《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暖
泉》3 本教材；他还参与
了央视《走遍中国》《记
住乡愁》《国宝档案》《中
国影像方志》栏目以及
旅游卫视、河北电视台等
拍摄的 7 部纪录片，为这
些节目提供了大量的史
料。妻子嗔怪他：从年轻
说到老，牙都快掉光了还
在那儿说。可他只想为家
乡文化走向世界，倾尽心

力无怨无悔。
刘国权曾连任 6 届县政

协委员，从当选政协委员起，他就
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发挥一位

政协委员的作用。这个天
性正直、敢于仗义执

言 的 蔚 州 汉 子 认
为，既然是政协委
员那就要真正担
起 责 任 。他 在
20 多年里，写
出 调 查 报 告
并 在 委 员 大
会上的发言
多 达 20 多
篇，提交政协
提案40多件，
其中《关于继

续申报国家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的

建议》《关于护城
河治理的建议》《抢

救濒临失传蔚县秧歌
尽 快 申 报 国 家 非 遗 项

目》等，都被评为优秀提案。
他把别人看起来平淡闲静的文史

研究工作，谱成了人生中一段无悔
无憾的峥嵘岁月。

三

2002 年 3 月，蔚县申报历史文
化名城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刘国权
久病卧床的老父亲病逝了。没多久，
他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失亲
的悲痛加上离岗的失落，他一时有
些茫然。此时，县政协又让他主编

《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一书，他很
快调整了情绪，担起了这一重任。

接下来的4年多时间，刘国权和
编写组人员走遍了蔚县 22 个乡镇、
100多个村镇，考察了80余座寺院和
遗址，访谈了 500 多人次，行程上万
公里。2007 年，一部 30 余万字的《佛
寺与蔚州传统文化》由中国文史出
版社出版，媒体报道中称赞此书“是
一部珍贵的、抢救性的历史资料性
著作，在蔚县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 1982 年到 2009 年，刘国权已
经在县政协的文化史料研究工作中
坚守了27年，为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贡献了最宝贵的年华。27年里，有多
少人调走了，有多少人成了商海富翁，
唯有他纹丝不动、一张板凳坐到底。

《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一书
出版后，刘国权想着此后就可以
歇下来、与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
乐了——他办理了退休。可就在这
时，他又接到担任《蔚县志》常务副
主编（后改为执行主编）的任务，主
持编修县志。

当时，是“走”还是“留”，让他产
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尽管亲人们反
复劝阻，他还是禁不住领导和朋友们
的信任、挽留，登上了“修志”这条船。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
上船就是迎风破浪 14 年，把所有的
辛酸苦辣都尝了个够。

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的刘
国权，严谨、认真超出想象：他不容
忍文字中出现一个错字，哪怕错一
个标点符号也不行。而作为一座千
年古城，蔚县有多少文化历史遗存
都在风雨飘摇中消隐或误传，每纠
正、勘误一个错处，都需要强大的文
化自信和丝毫不容苟且的心性与
力量。

就说蔚县城北街鼓楼上的 4 个
字“初哉首基”吧——

刘 国 权 清 楚 记 得 ，20 世 纪 80
年代他第一次看到县城鼓楼的旧
照片，拱门上方苍劲有力的隶书

“初哉首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诘问一直留
在心里。后来不知什么年代，这 4
个字消失了，被换成了“鼓楼”两
个字。

在接手县志编撰工作后，鼓楼拱

门上的“四字诘问”更加凸显出来。刘
国权总在想：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
年)，卫指挥使周房在建成鼓楼时，为
什么要将“初哉首基”写在这里？它代
表什么意思？执着的他开始四处请教
县内外文化名人和专家，但大家都没
有给出令他满意的答复。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刘国
权在蔚县巧遇河北师大历史系周士
龙教授，周教授向刘国权推荐河北师
大文学院蔚县籍教授、博士生导师马
恒君入志。刘国权迅速与马教授取得
了联系，并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初
哉首基”之意。马教授为他释疑：鼓楼
拱门四字来源于十三经的《尔雅》，

《尔雅》第一句有“初、哉、首、基……
始也”，即“开始”“第一”的意思，也有

“开创基业，继往开来”之意。
刘国权顿感释怀，喜出望外。是

呀，公元 1377 年，受朝廷派遣，从江
西无为州来到边塞的卫指挥使周
房，用3年时间在北方边塞建起了第
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之后在雄伟
壮观的鼓楼拱顶留下“初哉首基”四
字，应是对自己开创基业的纪念，也
是彪炳史册的大愿寄托。

刘国权无比感激马教授解除了
他心头十几年的疑惑，同时他也意
识到，这是对蔚县文化历史一次重
大澄清。他遂以县政协委员的身份
郑重提交提案，督促恢复鼓楼的历
史真貌，把“鼓楼”二字重新换成“初
哉首基”。

2011 年 6 月 26 日，雄浑苍劲的
“初哉首基”四字重新铸刻于鼓楼拱
顶之上。与此同时，刘国权开始在全
县各种讲座中讲解其含义和历史渊
源，以致后来蔚县城的出租车司机都
能出口成章地向游客讲述“初哉首
基”的四字真义，让游客惊喜不已。

这样的故事在刘国权那里太多
太多。早在编撰《佛寺与蔚州传统文
化》一书时，刘国权就对由于语音流
变而被误读百年的“上北线寺”产生
了质疑。后来，他通过无数查阅和走
访，最终证实了“上北线寺”应为“上
普贤寺”之误，又为蔚州佛寺文化留
下了一处历史的“真实”。

蔚县东部一条河名曰定安河，
是壶流河的重要支流。五代十国时
期，在定安河流域曾设有一县，应河
命名为“定安县”，在今蔚县黄梅、北
水泉和西合营镇以西一带，至明洪
武初年才废掉。

然而，在定安河和壶流河交汇
处的一座大桥，桥头竖着两个铁牌，
多少年这牌子上都写作“安定河”。
2001 年，刘国权以政协委员提案的
形式提出此误，但交通部门的答复
客气而敷衍，承认错误但未予纠正。

“一根筋”的刘委员硬是屡“败”屡
提，直到 2018 年时任县长刘瑞格担
任定安河长，刘国权将照片和意见
通过微信发给他，且言辞激烈地表
示：这不是一个地名的错误，而是误
导了蔚县的一段历史；如果连一条
河流名称都不清楚，又怎么去保护、
治理这条河呢？

2021年，在县领导的干预下，刘
国权这个提了 20 年的提案，终于被
采纳。已退休定居张家口的刘国权
回到蔚县，发现修整一新的定安河
大桥南北桥头，原来写着“安定河”
的两块铁牌子，终于恢复为“定安
河”了。惊喜和激动，让刘国权情不
自禁地给县长刘瑞格又发出一条微
信：“这不仅是为一座桥正名，而是
为蔚县悠久历史正名，为古老的定
安州、定安县正名！”

在刘国权的家里，其实还有一
份他在前两年起草的，关于将蔚县
西合营镇“红旗街”恢复为“兴隆
街”，将北水泉镇“向阳站”恢复为

“鸳鸯站”的建议稿。这两个地名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人为改动，时至今
日仍在使用，刘国权认为应当将它
们改回来，恢复历史的尊严。

在刘国权这部“文化活词典”
里，类似这样纠错、勘误的故事成百
上千。一位文化史者对故乡地域文
化的责任与贡献，就这样无声地、一
点 一 滴 地 留 在 了 古 城 历 史 的 时
光里。

2022 年 7 月 30 日，在蔚县文学
创作基地揭牌那天，我见到了已任
县委书记的刘瑞格，他笑着向我介
绍刘国权：“他是个提案最多、最敢
直言向我提意见的政协委员。”他不
知道我与刘国权早已熟识。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文章的开
头——

历朝历代凡胸怀大志的修志、
著史者，必有一副铮铮铁骨，在他们
的精神指向和理想情怀里，写满了
正义、真言抑或不屈不挠、不奸不
媚，正所谓“宁九折而坚毅兮”。

历史的朔风凛冽了千年，而写
史者站在风里，与史同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蔚州古城
南安寺塔。 蔚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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