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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五年以来的大规模夯筑，使这块土地呈现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融

合。长城逶迤之下，在那无尽的黑夜，一盏盏油灯却点亮了人们内心的希望：
狭窄的农家小院，或者麦收后的打麦场，或者有模有样的戏台，一种说唱艺术
悄然流传……喝彩声此起彼伏，欢歌笑语冲淡了无尽的寂寞。

这可能就是嘉峪宝卷的传播现场，如今，再次走进宝卷的世界，恍如隔世
又新鲜如昨。

嘉峪宝卷，是嘉峪关民间文化的瑰宝。嘉峪宝卷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
中逐步形成了适合当地自然、人文背景的“宝卷文化生态”。这种“宝卷文化
生态”与当地群众的文化信仰、价值观、传播方式及其具体的念唱方式互为一
体、相互促进、互相护佑，构筑起一道宝卷文化绵延不绝的“无形长城”，使其
历经种种磨难流传至今。作为嘉峪宝卷整理挖掘的实施者和见证人，看到今
天《嘉峪宝卷》出版，内心十分欣慰。

《嘉峪宝卷》是《河西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风格，对研究嘉峪
关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嘉峪宝卷》像一卷古老
的史册，书写了河西走廊的文明和发展。

从艺术特色上来看，嘉峪宝卷是一种讲、唱结合的民间文学形式，是在唐
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俗文学。因
古代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单调、交通信息不便，在农闲、节日期间，农民群众会
聚集在一起念唱宝卷，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因其通俗易懂、寓教
于乐，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它流行于宋代，明清时
期较为盛行，民国时期成为嘉峪关地区农村较为流行的文化现象。

从内容上来看，嘉峪宝卷多为抑恶扬善，既能兴教化、劝操守，又能营造
热闹气氛，给人以情感愉悦或心灵感悟。农村群众普遍把它当成立言、立德、
立品的标准，视为“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有的家庭儿女不孝、媳妇不
贤、家事不顺、人丁不和，用“念宝卷”的方式使家人受到教育，幡然悔悟。

嘉峪关市文化馆坚持不懈开展乡村文化田野调查，尤其对嘉峪宝卷的传
承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嘉峪宝卷》是在
20世纪80年代编印的《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甘肃卷》嘉峪关资料本基
础上精选而来。嘉峪关市文化馆的专业人员在继承、借鉴、研究、学习的过程
中，尽力保留了嘉峪宝卷的原汁原味，为当地传统曲艺音乐研究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

记得当年，我们寻访到嘉峪关市新城镇中沟村六组70多岁的李玉智老人
时，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1960年开始学唱宝卷，当时他刚年满20岁。老人
手里珍藏的仅有一本手抄本《黄氏女宝卷》，这份宝卷易学易会，只要能认识
字，就会一直顺利地唱下去。老人说起他曾唱过的宝卷有《康熙宝卷》《乾隆
宝卷》《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江流生宝卷》《方氏宝卷》《鹦哥宝卷》等，但
遗憾的是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下降，好些宝卷的唱法及唱词都忘记
了。可是提到宝卷里的“烽烟燧火”“母慈子孝”“妻贤夫贵”“感恩回报”“善待
生命”“痴情的姑娘”“勇猛的汉子”等故事，老人还是如数家珍……

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如今，嘉峪宝卷被列入第四批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人也是辈辈接续，无疑是一件
喜事。

在调查中，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现有的宝卷中，渗透着儒、释、道等思想，包含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神话
传说、民间传说和戏曲故事，其结构特点为散韵相间。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
结果等，韵文部分主要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言句次之，还有五言句、四言句，句子有一
定的平仄韵律。就散说与韵文部分的比重而言，韵文多于散说。宝卷的韵文有十字句、七字句、五字句，韵文
配以曲调，其曲调有莲花落、打宫调、浪淘沙、哭五更等，可根据不同内容灵活转化。念卷时有唱、有说、有诵，
地点从庙会、广场、田间地头直到家庭院落。它寓教于乐，旨在劝人行善尽孝、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和睦共处
等，是民间教化育人极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虽然没有乐器的伴奏，但宝卷自身具有抑扬顿挫的唱词和曲折的
故事情节，经唱卷人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即兴发挥，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老百姓喜爱。

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对其挖掘、保护和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嘉峪宝卷是
历史发展的珍贵记录，为嘉峪关地方史、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宝卷中所展示的爱国、劝善、助人、勤劳、节俭等品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宝卷中的很多方言词汇，晦涩难懂；也有不少文字是属于在传抄中出现的差错或者残缺，
从保留嘉峪宝卷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角度，我们将这些缺漏、差错以原貌呈现，以便体现嘉峪宝卷的
文化样式和文物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嘉峪关市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走乡
串户，搜集嘉峪关市的宝卷遗存，认真梳理研究，并到周边地区学习取经，终于使这部嘉峪关文化史上不可多
得的瑰宝得以出版发行，广泛弘扬，应该为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点赞！

（《嘉峪宝卷》，嘉峪关市文化馆编，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载4月8日《甘肃日报》）

清晨的北大河，水面如镜。一缕阳光
刺破祁连山的轮廓，为河岸镀上金边。忽
然，一群遗鸥掠过天际，雪白的羽翼在风中
舒展，如散落的音符，在嘉峪关的苍穹下谱
写着生命的乐章。这是它们第二年选择在
此驻足，而这座六百余年的雄关，正以愈发
温厚的怀抱，回应着自然的馈赠。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的迁徙
路线堪称一部生态“晴雨表”。它们对栖息
地的选择近乎苛刻——水质需清澈，食物
链需完整，人类活动需克制。曾几何时，遗
鸥只是西北戈壁的匆匆过客，而如今，北大
河畔的浅滩成了它们长途跋涉的“服务
区”。

镜头下的画面诉说着改变：成群遗鸥
时而俯冲觅食，激起晶莹水花；时而单脚立
于礁石，与远处烽燧构成古今对话；更有幼
鸟在芦苇丛中蹒跚学飞，将生命延续的希
望植入这片土地。生态学家指出，遗鸥连
续两年选择嘉峪关，意味着这里形成了稳
定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北大河综合治理工

程成果化作遗鸥翅膀下的风，托举起一座
城市的生态觉醒。

嘉峪关的转变，是一部工业文明与生
态文明交融的启示录。这座因“酒钢”而兴
的城市，曾面临所有重工业基地的生态难
题。但近年来的“生态突围”令人惊叹：戈
壁造林工程让30万亩荒漠披绿，城市绿地
率达39.2%；北大河从季节性断流的“伤痕”
变为贯穿城区的生态廊道，与关城、悬壁长
城共绘山水画卷。

在摄影师的镜头语言里，钢铁厂冷却
塔的白雾与遗鸥群飞的轨迹同框，远处祁
连雪山映衬着美丽的遗鸥。这种视觉张
力，恰是嘉峪关转型的隐喻——传统产业
绿色化改造与新兴生态经济并行，让“戈壁
明珠”焕发新辉。正如市民兰女士所言：

“以前总觉得生态是江南的事，现在遗鸥来
家门口做客，才懂得大西北的苍茫里也能
长出春天。”

北大河岸上，志愿者正在引导游客文
明观鸥。这些人鸟和谐的场景，折射出城

市治理的智慧——生态保护不是冰冷的隔
离，而是建立充满尊重的相处之道。

照片中那些动人的细节：孩童举起望
远镜时屏住的呼吸，老者记录鸟种时颤抖
的笔尖，摄影师为等待最佳光影在寒风中
伫立的身影……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当
人类学会放轻脚步、压低声音，自然便会报
以最慷慨的馈赠。

暮色中的嘉峪关城楼，砖墙依旧镌刻
着六百年的风霜，但城下的风景已换了新
篇。遗鸥的剪影与长城垛口重叠，仿佛古
老文明与现代生态观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
的对话。这座曾以“天下第一雄关”闻名的
城市，正在书写新的传奇——在这里，钢水
与清流共鸣，黄沙与绿洲共生，而遗鸥的翅
膀划过天空，为嘉峪关盖下一枚鲜活的生
态印章。

当生态宜居不再只是愿景，当“鸥遇雄
关”成为年年践约的相逢，嘉峪关证明：最
好的发展，从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让文明成
为自然的和声。

生态宜居 鸥遇雄关
——嘉峪关的绿色诗篇

贺建琨●●●●●●●●●●●●●●●●●●●●●●●●●●●●●●●●

在《北上》的开篇，一个长达三分钟的
长镜头缓缓掠过熙熙攘攘的北京西站，镜
头里是无数张疲惫而期待的面孔，他们拖
着行李箱，背着编织袋，怀揣着各自的梦想
与焦虑，涌入这座承载着太多人命运的城
市。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开场，不仅拉开
了剧集的序幕，更撕开了当代中国城市化
进程中最深层的文化伤口。作为茅盾文学
奖得主徐则臣同名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北上》延续了原著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思
考，并以更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将这种思
考推向新的高度。

徐则臣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跨越百年
的叙事时空，而剧集则巧妙地将这种时空
交错转化为更具当代性的表达。剧中人物
的命运轨迹，恰如大运河的水流，在历史与
现实的交汇处激荡出令人深思的浪花。这
种改编不仅忠实于原著精神，更赋予了故
事新的时代内涵。

在《北上》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讽
刺意味的现象：这些“北上者”越是努力融
入城市，越是暴露出他们的“他者性”。他
们学习普通话，模仿都市人的生活方式，试
图抹去身上的一切乡土痕迹，但这种刻意
的模仿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突兀。就像剧
中人物李大力，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说着刻
意矫正过的普通话，却在一次商务谈判中
因为一个下意识的方言词汇而暴露了出
身。这个细节暴露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
境：我们越是想要摆脱过去，过去就越是如
影随形。

都市空间在剧中成为一个巨大的隐
喻。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映照着外来者
的身影，却始终无法让他们真正进入；地

铁里拥挤的人群保持着令人窒息的距离
感；合租屋的隔断间将人切割成孤立的个
体。这些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心理
隔阂的具象化表达。剧中人物在这些空
间中的每一次位移，都是一次身份认同的
挣扎。徐则臣在小说中通过大运河串联
起的历史空间，在剧集中被转化为更具当
代性的都市空间叙事，这种改编既保留了
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故事新的解读
维度。

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北上者”们陷
入了一种双重异化。他们既是消费的主
体，又是被消费的客体。他们用名牌包装
自己，用网红店打卡证明自己的都市身份，
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剧中王
芳芳这个角色极具代表性，她沉迷于奢侈
品消费，用信用卡堆砌出一个虚假的都市
丽人形象，最终在债务危机中崩溃。这种
异化不仅发生在经济层面，更深刻地体现
在文化认同上。徐则臣通过这个角色，展
现了现代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撕裂状
态。

《北上》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它揭
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流动的现代
性社会中，不仅是外来者在经历异化，本地
人同样在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危机。都市的
快速变迁使得所有人都成为了某种意义上
的“异乡人”。这种普遍性的异化状态，构
成了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剧中本地人
张大爷的形象就极具代表性，他看着自己
生活了一辈子的胡同被拆迁，熟悉的邻里
关系被打破，同样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剧集的结尾，导演没有给出一个明
确的答案，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

局。这种处理方式恰恰印证了现实：在城
市化进程中，我们都在寻找归属，却又不可
避免地成为异乡人。这种身份的流动性，
或许正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徐则臣通
过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暗示了解决身份认
同困境的可能路径：不是追求绝对的归属，
而是在流动中寻找平衡。

《北上》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北漂”的电
视剧，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代社会中每
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
是“北上者”，都在经历着文化身份的撕裂
与重构。这部剧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简单
地批判或歌颂，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展现
了现代性困境中的人性图景，引发我们对
自身处境的深刻思考。

在这个流动的时代，或许我们需要学
会与异化共存，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
新的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北上者”的课
题，更是每个现代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命
题。《北上》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观察，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当代社会的窗口，
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别人的故
事，更是自己的倒影。

徐则臣通过《北上》告诉我们，在这个
充满流动性的时代，身份认同不再是非此
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不断协商、不断重构
的过程。我们既要保持对自身文化根源的
尊重，又要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这种
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流动中寻找定位的
态度，或许正是应对现代性困境的最佳方
式。剧集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社
会观察，将这一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
打动了观众，更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
了新的视角。

异乡人的都市漂流与身份焦虑
——观热播剧《北上》有感

徐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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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厨师在消博会天津馆制作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在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来自
全国各地的非遗产品齐聚一堂，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新华社发

非遗加持，国潮消费信心拉满

4月15日，在斐济首都苏瓦，当地学生在“国际
中文日”庆祝活动上体验书法。 新华社发

4 月 16 日，演职人员在 2025 哈尔滨市开江民
俗文化周启动仪式现场表演。 新华社发

斐济学生庆祝“国际中文日” 2025哈尔滨开江民俗文化周启动

北大河岸上，远处祁连雪山映衬着成群结队的美丽的遗鸥 高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