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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梁园故事多。
随着国产动画电影片《长安三万
里》的持续走红，梁园成为热点
之一。

《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
景，以高适的视角回忆他与李白
的过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爆发后数年，高适曾三回梁园、
三上黄鹤楼、三入长安、两下扬
州，每一次的前往与离去都见证
了众人各自的人生转折，也侧面
展现出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也
有不同的《长安三万里》。我认
为，《长安三万里》用诗意的形
式反映了中华盛世——大唐时代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生观。

有这样一座城市，伴随着中
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五千年文
化、五千年风雨，历经兵祸天
灾、战乱洪灾，一次次毁灭而又
一次次重建，永远屹立不倒，传
承华夏文明之火。这座伟大的名
城就是商丘。

商丘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曾
用名，曾先后称为砀郡、梁国、
梁郡、宋州、睢阳郡、应天府、
归德府等，历代均设郡、国、
州、府，治所均在今商丘古城附
近。但今天商丘市中心城区所在
地，历史上的县级名称只有四
个，分别为商丘、宋城、睢阳、
梁园。

商丘、宋城、睢阳、梁园，
这四个名称不仅是古今使用的地
名，而且至今仍鲜活地存在我们
这座城市的一个个招牌甚至个人
的身份证件上。我认为，这与电
影《长安三万里》的诗意表达是
一致的。

《长安三万里》、商丘一座
城，都代表着中华文化穿越千
年的历史伟力——生生不息、
万古长青！

一、商丘：天上一颗商
星，地上一个商丘

“阏伯去已久，高丘临道
傍。人皆有兄弟，尔独为参商。
终古犹如此。而今安可量。”高
适《宋中十首》这最后一首写的
正是商丘。

《春秋左传》记载：“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
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
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
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为商星。”

天上一颗商星，地上一个
商丘。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
月流火的本义是说，在农历七月
天气转凉的时节，天刚擦黑的时
候，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
落下去。

“大火星”又称商星、辰
星，即心宿二，又名天蝎座 α
星，是一颗散发出火红色光芒的
一等亮度恒星，是可观测到的最
大、最亮的恒星之一。

商星具有特别的视运行轨
迹，春天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
夏天向上运行至南方天空，秋天
滑落至西方天空并很快隐没于地
平线以下，因此是先民确定春、
夏、秋三个季节的重要标准星。

上古时代的先民，正是靠着
观测商星和其他星辰，先后确定
四季、二十四节气，发明了阴阳
合历的中国农历。

商丘这个地名，最早就是指
阏伯观测商星的那座高丘，也即
今天商丘的阏伯台，也称火星
台、火神台。

传说中比商丘更古老的地名
叫“燧明国”。相传在一万年
前，燧人氏在燧明国（今商丘）
发明了钻木取火。燧人氏发明的
华夏文明之火，开启了华夏文明
的起源，从此，“人猿相揖别”。

商丘与商，密不可分。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

取得了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
这个名词开始是被商王室统治的
国家的称号，然后被推而广之用
来称呼商国人民和其他与商同时
的国家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也
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
治的那一时代。”著名美籍华人
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
直先生这样论述“商”。

商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时
代。一个“商”字，我认为有四
层含义：地名、族名、国名、朝
代名，即商地、商族、商国、商
朝，而后又引申为商业、商人、
商品的“商”。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
盛于安阳。”

商丘是“殷商之源”。殷商
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个
层面，如玄鸟生商、王亥经商、
成汤都商。商丘是商部族的起源
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源地、
商朝最早的建都地。

商朝之后，商丘再一次成为
正式地名是在明朝中期。明嘉靖
二十四年（1545年），归德州升
为归德府，始置商丘县，归德府
附郭商丘县，府县同城，此城即
为归德府城（商丘县城）。归德
府领睢州及商丘县、宁陵县、鹿
邑县、永城县、虞城县、考城县、
柘城县、夏邑县等一州八县。清
沿明治，这一格局直至清末。

1949 年以后，商丘作为地
名，一度同时存在商丘地区和商
丘市、商丘县 3个地、县两级名
称之中。商丘市，也是商丘这座
地级城市今天的名称。

“商丘试一望，隐隐带秋
天。”如同高适的这个诗句，商
丘一直在中国人的诗词里、心
灵里。

二、宋城：圣人之都，运
河名城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
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
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杜甫
《遣怀》中描述的正是“宋城”。

商丘在隋、唐、五代、北宋
时期的县级名称都叫宋城，是隋
代大运河通济渠畔的繁华梁郡，
也是“大唐十望州”之一的宋州
和张巡“守一城，捍天下”的睢
阳郡，更是北宋陪都南京应天府
的治所。

但要说起宋城，还要从3000
多年前的周代宋国说起。

商，是契所居之商，后为
宋国国都——宋城。宋、商、
睢阳为一地，均位于今商丘古
城附近。

宋国（公元前 1040年—公元
前286年），是周代“诸夏”之一，是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
族形成期在中原分封的一个重要
诸侯国。西周初年，宋国国君被
封为公爵，是公侯伯子男封建五
等爵的第一等爵位。宋国从第一
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康
王偃，历经 35君，长达 754年。
宋国都城与国同名为宋，亦称宋
城，就是后来考古发现的睢阳区
西南宋国故城。

“微子封宋，以奉殷祀。”
宋国延续了殷商文化。商丘

是“中华圣人文化”的源头，处于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
道家、墨家、名家四大学派皆出自
于宋国。宋国时期的商丘是文化
中心，也是圣人之都，产生了“中
华圣人文化圈”，也进而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商丘地域文化——商
宋文化。商丘的商宋文化，源于
殷商文化。由于宋国故城的考古

发现，商丘深厚的商宋文化遗存
和作为“殷商之源”在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
世人所知。

宋国故城是20世纪末期被考
古发掘确定的西周和东周时期的
大诸侯国都城。这座先秦名城的
发现者是张光直先生及中美联合
考古队。中美联合考古队通过对
宋国故城的钻探和发掘，确定了
城墙的方位、大小和基本结构，
揭示了周代宋国故城、秦汉睢阳
城、明弘治十五年前归德府旧城
和现归德府城的地层关系，证明
在现存的归德府城附近，上下叠
压着数座城。

数座城叠压，基址2000多年
不移，验证了张光直先生的观
点：“不同于西方突变、断裂的
文明发展模式，中国文明呈现连
续性模式。既然睢阳城址数千年
不移，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初
年，周王朝之所以将微子启分封
于商丘，是在承续先商的根基。”

三、睢阳：两次“睢阳之
战”，挽救汉唐中国

睢阳，因睢水而得名，是
因为城市位于古睢水之阳而得
名。因为睢水从此流过，在睢水
的北面建了一座城垣，城垣因地
处睢水之阳（以中国传统方位
论，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故称

“睢阳”。
睢阳，作为地名出现在战国

末期，商丘在宋国灭亡后先后为
魏国所建的大宋郡、秦国灭魏国
后所建的砀郡。魏昭王十二年
（公元前 284年），魏国得到宋国
西部大部分地区后置大宋郡，治
所在睢阳，辖今商丘、淮北、宿
州等地区。秦王政二十二年（公
元前225年），秦国灭魏国，因魏
国东部有砀山，改大宋郡为砀
郡，辖睢阳县、虞县、蒙县、襄
邑、外黄县等21个县，郡治睢阳
县（今睢阳区）。砀郡成为秦始
皇灭六国前所设置的比较早的27
个郡之一。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
统一六国，分天下为36个郡，砀
郡仍为其一。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改
制梁国，属豫州，睢阳为梁国国
都。东汉及晋因之。220年，魏
文帝裁梁国，置梁郡。十六国南
北朝时继称睢阳县，为梁郡郡
治。隋改睢阳县为宋城县，是梁
郡治所。

唐至五代称宋城县，为宋州
州 治 ； 北 宋 景 德 三 年 （1006
年），升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
符七年（1014年），建为南京。

南宋绍兴二年 （1132 年），
金朝所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将宋
朝南京降为归德府，是归德府设
置之始。元代继为归德府治，归
德府治所为睢阳县。明初降府为
州，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
升州为府，始置商丘县。

睢阳为西汉梁国都城，史书
记载当时“城方三十七里，二十
四门”（《北征记》）。西汉“七
国之乱”中的睢阳之战，梁王刘
武凭借坚固的城池坚守睢阳，为
周亚夫进击吴楚军争取了主动，
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梁孝王以一国之力抗拒了
东方七国，说明梁国这个地方曾
经有很强大的国家，或者很强大
的文明。”原中美联合考古队队
员、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
根曾这样说。

睢阳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县级
名称，唯一作为府郡级名称是唐
安史之乱前后，宋州更名曰睢阳
郡。唐天宝元年（742年），置睢
阳郡，共下辖十县，人口近 90
万，为大唐“十望州”之一。乾
元元年（758年），复置为宋州。
睢阳郡共存在16年。

唐代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
时期的一场著名战役。张巡、许
远在安史之乱之时，坚守睢阳
城，“守一城，捍天下”。睢阳守
军抗击叛军，惊天地，泣鬼神，
为平息叛乱、匡扶大唐，立下了
盖世功勋。

睢阳之战，睢阳郡的经济受
到极大破坏，在战后半个世纪的
时间里，经济仍很凋敝，人口
难以恢复。《全唐文》 记载：

“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
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
稀，多有盗贼。”城破时，城内
仅有的四百居民也全部被叛军屠
杀，至此，原城内所有官兵和居
民全部死亡，无一幸免，无一人
投降。

唐肃宗至德二年 （757 年）
十二月，为纪念张巡、许远等英
烈，睢阳人最早开始在城南七里
通济渠南侧建立睢阳庙，以祀张
巡、许远，南霁云配享，史称

“双庙”，也叫“双忠庙”，这是
睢阳最早也是全国第一个供奉张
巡、许远的祠庙。

千年后的今年 8 月 1日，来
自福建“双忠”信众 700 余人，
不远千里专程来到位于睢阳区的
张巡祠，祭拜张巡、许远，共同
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997年，商丘撤地设市，以
原商丘县为基础成立睢阳区。睢
阳，作为县级名称使用超过千
年。睢阳，至今也是商丘市中心
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沧桑睢阳，忠烈之城。
历 史 上 的 两 次 “ 睢 阳 之

战”，挽救了汉唐中国。睢阳，
作为商丘历史上英雄的篇章，一
直流淌在中国历史长河里。

四、梁园：梦里梁园，百
年变迁中心舞台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
梁园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
唐”的“诗仙”李白作了这首《梁
园吟》，成就了“千金买壁”的
爱情佳话。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
园。”李白无论到什么地方游历,
都忘不了妻子宗氏，忘不了宋州
梁园有个可以安居的家。

而梁园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说梁园就要先说梁王。西汉梁
孝王刘武是汉景帝之弟，深受
其母窦太后宠爱。梁园是梁孝
王刘武营造的规模宏大的皇家园
林，《史记》记载：“筑东苑，方
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
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
十里。”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
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
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正
如高适《宋中十首》开篇这一首
所写的那样，李白、杜甫、高适
三人梁园同游，看到也只是“陈
迹唯高台”，生活虽然清苦，但
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梦里梁园，暖风迟日熏罗
绮。满城桃李。车马红尘起。客
枕三年，故国云千里……”到了
400多年后的元好问时代，梁园
想必更为荒芜，但在诗人的心里
依然繁华富丽。

1916年，陇海铁路修通。一
百年后的 2016年，郑徐高铁正式
运营。1997年，商丘撤地设市，以
县级商丘市为基础成立梁园区。

梁园，是千百年来无数文人
魂牵梦绕的梦里梁园，是一片无
比丰厚的文化热土。从小朱集到
大商丘，梁园，还是商丘城市百
年变迁的中心舞台。

充满诗情画意的梁园，曾是
古人向往的富贵之乡，也是今天
我们商丘人共同奋斗建设中的幸
福家园。

古城商丘的传承与变迁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 鹏 近日，记者从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记

者毕京津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人民日
报·海外版》刊发了《河南省实施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打造“听得见、看得着、可
触摸”的文明之旅——沉浸式文旅变“看
景”为“入景”》这篇重磅报道。这是对河南
沉浸式文旅发展的综合报道，必然会对很
多地方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介绍，于是，记
者认真研读报道，获益匪浅。

文中提到：让文化“听得见、看得
着、可触摸”，河南省委提出文旅文创融
合战略，坚持“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双
轮驱动，让创意、科技、设计、艺术等元
素充分融入文化旅游发展全链条，打造更
多高品质文旅文创产品。让文化“听得
见、看得着、可触摸”，这是沉浸式的必
然要求，但是，要想打造更多高品质文旅
文创产品，那就需要在打造特色内容上狠
下功夫，特别是要在独创性的内容上下大
功夫。

微信、小红书、抖音、快手等内容平
台已经成为消费者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
没有哪个时代比今天更适合内容营销，可
以说，谁拥有内容制造能力，谁就掌握了
主动权。譬如，清明上河园的实景演出
《大宋·东京梦华》，其不但运用大量科技
含量高的舞美、声光设计，更重要的是设
计、内容植入、情节设置等诸多环节都展
示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今年“五一”假
期，清明上河园接待游客人数同比 2019
年翻倍，《大宋·东京梦华》演出收入较
2019年同比增长300%。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文旅项目的内容
营销水平直接决定其整体营销水平和最终
经济效益。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这
个内容一定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甚至
具有不可复制性。譬如，厦门鼓浪屿，为
什么一年四季都是游客熙熙攘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区位、历史及文化等
等，都是独特而无法复制的。假如，我们
在中原地区去复制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鼓
浪屿，效果会怎样？答案不言而喻。景易
造，但和当地融合不易，“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就没有地域特色，一旦景
点变成在哪里都似曾相识的“大杂烩”，
吸引力就荡然无存。

内容 IP怎么做？要体现话题制造能
力和共情制造能力，必须找到与这个城市
管理者和生活者的共情点，通俗地讲，就
是，领导决定推，老百姓喜欢参与，而且
通过参与还能有所收获，这样，上有所
呼，下有所应，人气呼啦啦就起来了。譬
如淄博烧烤，现在虽说有些落劲，但是这
对提升淄博整体影响力和美誉度具有重大
助推作用，况且其后续影响力的延展更不
可小觑。还有，贵州的“村超”，他们的
成功有政府引导的功劳，还有历史养成、
地域风俗的作用等，也就是说，有历史文化基因和民风传承
在里边。贵州“村超”，下至儿童，上至老人，人人以饱满的
热情参与，这才聚成了高人气、大气场。假如，我们去复制
一个“村超”试试，估计是事倍功半。其实，我们复制了一
些东西，因为不是独有的，所以吸引力衰减就快。

文化类沉浸式项目多数要以本地文化为主要支撑，采用
相应的演绎方式，再加上相关 IP的植入，才能达到锦上添花
的效果。西安“不倒翁小姐姐”做到了，杭州的“卖花郎”
做到了，洛阳的汉服秀做到了，如果换个地方，历史风俗、
文化积淀、历史传承等一旦错位，估计效果就会打折。

我们一定要走具有地域特色的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
学；一定要避免学东学西，就是不在做强自己上下苦功夫，
这样就会成为“四不像”，就会重复了别人的路，丢了自己的
路。这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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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大唐忠烈张巡、许远的张巡祠，位于商丘古城南湖之畔。

本报讯 （醉鱼） 近日，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公示湖南
省新时代现实题材主题戏剧
创作工程优秀剧本名单，我
市作协副主席蒋友亮创作的
大型现代戏 《一起向前走》
名列其中。

该评选根据《湖南省艺术
创作三年规划(2022—2024)》创
作目标，面向全国征集与湖南
题材内容相关的剧本。通过
半年征集、两轮专家评选，
有10部大戏、5部小戏入选优
秀剧本。主办方还将把这些
优秀剧本纳入湖南省舞台剧
原创剧本库，除提供创作补
贴资金外，还将通过创作孵
化、集中采风、作品研讨、
专场推介等形式，由作者与
专业文艺院团签订版权协
议，参加全国性舞台剧演出
及评比。

市作协副主席蒋友亮
创作的大型现代戏

《一起向前走》获奖

8月9日，夏邑县城关镇居民在长寿阁广场听戏。退休职
工张素兰退而不休，组建夏邑县热心大姐豫剧团，自筹资金，
自编自演，为老年人送上快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醉鱼 君杰） 我
市诗人冬雁新诗集《楼梯口》
近日由南方出版社出版，该诗
集分上下卷，精选了作者五百
多首近作。

冬雁是一位多产的实力派
诗人，其作品先后在《诗刊》
《星星》《山东文学》等发表，
并多次在国内诗歌大赛中获
奖。她的第一本诗集《擦肩与
相向》曾荣获 2020 年第六届
中国诗歌春晚十佳诗集奖。在
她的诗歌里，有倾诉和吟唱，
也有怨啼和无奈，但更多的是
积极向上，充满对生活的无限
热情和向往。

我市诗人冬雁新诗集
《楼梯口》出版

纪念宋国开国之君的微子祠，位于睢阳区路河镇青岗寺村。

为扎实推进“五星”支部创建，争创“文明幸福星”，进
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睢阳区娄店乡邀请区豫剧
三团开展为期5天的送戏下乡活动，为村民送上一场场精彩的
文化大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邵群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