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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文化·广告

岁月流光，于新城与马邑之间

北朔州最初落脚于今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
乡沙河村，当时叫新城。

关于新城，有研究者认为应该是“朔州新城”
的简称，用以区别北魏于怀朔镇所置之朔州老
城。对此，我们看前述不同志书的记载：

《通典》：“北齐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
名平城也。”

《太平寰宇记》：“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州西
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

《辽史·地理志》：“高齐天保六年复置，在今
州南四十七里新城。”

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沿革》：“天保六年复
置朔州，在今州西四十七里新城，今故址犹存，地
名沙河。”

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古迹》：“州南城址，
在州西南四十七里阳方口北，北齐初置朔州在
此，古名平地，今名沙河，其址犹存。”

上列除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古迹》不著
“新城”名外，其余四条辞义，均言“新城”这一地
名的存在，更在朔州迁置之前。其中《通典》载其
地“一名平城也”，而清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古
迹》却载其地“古名平地”。我认为二者之中必有
一错刻。据清雍正十二年成书的《山西通志》，明
人尹耕有《三平城考》，其曰：“夫平城有三，皆在
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汉高围白登之所至者，
今为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卢新城也，其子六
修之所居者，在今马邑县北；一曰小平城，亦古城
也，秦蒙骜之所拔者，今神池少南宁武关地也。
小平城见吞于秦，而两汉无闻。”而唐人张守节于

《史记·秦本纪》秦庄襄王三年“攻赵榆次、新城、
狼孟，取三十七城”文中正义：“新城，一名小平
城，在朔州善阳县西南四十七里。”

近年，不少学者对张守节的这一正义提出质
疑。这部分学者依据《汉书·地理志》，认为马邑
之地，根本就不属太原郡辖域，进而否定新城（小
平城）在今朔州市域内。作为《汉书》十志之一的

《地理志》所根据的，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
二年的区划建制。我早说过，秦汉之间的郡县区
划，尤其北方诸郡的区划，有过大的变动。非此，
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

其如，雁门郡之冠名，明显缘自雁门山或雁
门之水。雁门山水皆在今阳高县（时称高柳）境，
按《汉书·地理志》，其属代郡。雁门郡内无“雁
门”，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再如，《汉书·高帝纪》：“（汉六年）春正月壬

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
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
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
国，徙韩王信都晋阳。”同书《韩王信列传》则言

“六年春，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雒，南迫宛、叶，
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乃更以太原郡为韩
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
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如果
当时的马邑县辖于雁门郡，那么，韩王信怎能跑
到人家代王喜的地盘上建都呢？唯一的解释是
汉初的马邑，为太原郡辖地，其所沿袭的，正是秦
的郡县区划建制。秦从“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
到灭亡，只有短短 15 年，其云中、雁门、代等郡辖
县，均为赵国所置。由是可测以太原为中心的、
赵都邯郸前的“老根据地”，是统有马邑的。

按《史记·秦本纪》记载，蒙骜“攻赵榆次、新
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发生于秦庄襄王三年（前
247），《资治通鉴》却记其发生于秦庄襄王二年

（前 248）：“蒙骜伐赵，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
十七城。”其中“定”之义，重在全域。若按《史记·
秦本纪》，蒙骜于秦庄襄王二年“攻赵，定太原。”庄
襄王三年又“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不免前后矛盾。不过《资治通鉴》在述及蒙骜“定
太原”时，并未提及新城，但我的看法是，马邑不
平，何言“定太原”？而平马邑，则必先克新城。《史
记·秦本纪》在述及蒙骜“取三十七城”时特将榆
次、新城、狼孟三地列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
三城皆于冲要之地，赵人必重兵设守，非经恶战不
可得。克此三地，其它三十四城则可轻取。

也正因新城之地的险要，七百余年后的北齐
天保六年，高洋在为内迁的北朔州选址时，也看
中了这里。

北齐迁置“北朔州”，是巩固其西北边防的一
项重要举措。

北齐是由东魏权臣高欢奠基、其子高洋建立
的一个地方政权。其立国之初，就处于北方草原
游牧势力、南方梁（陈）政权和西魏（北周）政权三
股势力裹夹之中。其时，南方政权亦进入梁陈交
替之际，又经侯景之乱，无暇北顾，高氏政权边防
的重点在于西、北。检诸文献，北齐立国 28 年，

先后六次大修长城，其中四段集于西、北“边陲”，
皆为高洋在位时（550——559）所修。

第一段为天保三年（552）开工修建的“西线
长城”，旨在 拱 卫 晋 阳 西 翼 。 按《北 齐 书·文 宣
帝纪》：是年“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
十 月 乙 未 ，至 黄 栌 岭（今 离 石 市 吴 城 镇 舍 科 里
村东南黄栌山），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故址
在今岚县社安村，一说在今五寨县）四百余里，
立三十六戍。”

第二段开工于天保六年。按《北齐书·文宣
帝纪》记载：“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
幽州北夏口（今北京市居庸关南口）至恒州（今大
同市）九百余里。”与西线长城一样，高洋对这段
被长城的修筑非常重视，按《北齐书·文宣帝纪》，
天保五年十二月，“帝北巡至达速岭（今朔州市平
鲁区西北），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为了这条长
城，北齐政权不仅发役夫 180 万人，还于同年三
月，首开“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之恶例。翌年
七月，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有夫而
滥夺者十二三。”

第三段即北齐内线长城，从天保五年（554）
起筑，分期分段修成。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
载：“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
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
镇，凡二十五所。”这段长城西起兴县魏家滩，沿
吕梁、云中、恒山诸脉，进入河北，沿途于今山西
境内经岢岚、五寨、宁武、原平、山阴、代县、应县、
浑源、广灵等县。

第四段即天保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
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根据近年田
野调查，此段长城属北齐内线长城组成部分，只
是修筑时间稍微靠后。

北朔州，迁置于天保六年（555），应为北齐内
线长城的配套项目“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之一。

正如前述所引，作为北朔州首任刺史，厍狄
盛于魏齐禅代后改封为华阳县公，“又除北朔州
刺史”。可能年龄或身体的原因，“未几，例罢，拜
特进，卒。”

继厍狄盛之后出任朔州刺史的高睿，为北齐

皇室宗亲。其父高琛是高欢之弟。按《北齐书·
高睿列传》记载，高睿于天统五年（569）见害于
胡太后，“时年三十六”。则其生年，当在东西
魏分立之时，即公元 534 年。高睿深受高欢、高
洋 父 子 器 重 。 高 洋 于 天 保 五 年“ 北 巡 至 达 速
岭”并确定修筑北边长城后不久，即“诏睿领山
东兵数万监筑长城”。其时的高睿，不过 22 岁，
却显露出一个卓越将领应有的情怀。据《北齐
书·高睿列传》记载：

于时盛夏六月，睿在途中，屏除盖扇，亲与军
人同其劳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岁藏冰，长史
宋钦道以睿冒犯暑热，遂遣舆冰，倍道追送。正
值日中停车，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
咸谓得冰一时之要。睿乃对之叹息云：“三军之
人，皆饮温水，吾以何义，独进寒冰，非追名古将，
实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尝。兵人感悦，
遐迩称叹。

先是，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各自
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加以饥病，多致僵殒。
睿于是亲帅所部，与之俱还，配合州乡，部分营伍，
督帅监领，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为停顿，分有
余，赡不足，屯以全者十三四焉。

天保八年，高洋“征睿赴邺”。
高洋这次将高睿召回邺城，只有一件事——

调任其为北朔州刺史。
也就在这一年，北朔州治地由紧靠楼烦关北

口的新城迁往马邑。
这里，我们要留意，北齐朝廷下给高睿的调

令是这样的：“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
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

“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
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北部战
区司令。此前，从东魏到北齐，其都督北方诸军
事多由幽州或定州刺史兼领，高洋的这次任命，
标志着高齐政权北边防务的重心，开始由东向西
转移。作为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
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的“司令部”驻地，自
然也由幽州（或定州）迁往北朔州。

由是可以认为，北朔州治地由新城迁于马
邑，绝非一般性的治所迁徙，而是北齐边疆防务

进行重大调整过程中的必要之举——以马邑之
地，远比新城所在开阔，便于大军陈列集结，充
裕的兵力又可于周边塞口布防。更重要的是，
马邑有远比新城便捷的交通条件。其后，北朔
州于高齐政权之战略价值与日俱显，武成帝太
宁间（561 年 11 月—562 年 4 月），北齐又将其北
道行台迁入北朔州。及至武平七年（576）十二
月，北周大军深入、高齐政权濒临覆亡之际，其
后主高纬仍于此间寄托其最后一缕希望。按《北
齐书·后主纪》记载：

（武平七年）十二月戊申，周武帝来救晋州，
庚戌，战于城南，我军大败，帝弃军先还。癸丑，
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谓朝臣
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
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
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豫，欲向北朔
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
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
其言。……延宗入见，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
谏，不从。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
后、皇太子于北朔州。

北齐灭亡后，北周武帝于北朔州设总管府，
以北齐降将封辅相为朔州总管。其后，北朔州前
卒长赵穆、司马王当万等率众复起，执总管封辅
相，迎高洋第三子、范阳王高绍义入马邑，意图恢
复前局，并赢得肆州以北 280 余城响应。高绍义
与灵州刺史袁洪猛自马邑南下，欲取并州。不意
半道上前军降周，高绍义只得退保马邑。不久，
高绍义战败，率 3000 人投奔突厥，并在佗钵可汗
支持下组建“流亡朝廷”，屡犯周境，给北周政权
造成很大的麻烦。

公元 580 年六月，北周遣使与突厥和亲，又
重金贿赂佗钵可汗，请囚送北齐范阳王高绍义。
佗钵可汗既得公主，又得厚贿，于是佯请高绍义
围猎，乘间将其擒获，囚送长安。

公元 581 年，北周静帝禅位杨坚，隋代周而
立，仍于朔州置总管府。炀帝大业初，废总管府，
置马邑郡，统辖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四县。入
唐后，于高祖武德四年重置朔 州 ，领 善 阳 、常 宁
二 县 。 天 宝 元 年 ，改 为 马 邑 郡 。 乾 元 元 年 ，复
为 朔 州 。 其 后 千 二 百 余 年 ，朔 州 作 为 一 级 行
政 建 制 ，辽 、金 属 西 京 道 ，元 隶 山 西 道 大 同 路，
明、清隶大同府，民国元年（1912）改州为县，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 1989年 1月设立
朔州市。

朔州之名，冠以马邑川地，已然一千四百七
十岁矣！

北 齐 书 ：朔 州 来 矣（下）
宋旭

“长城博览在山西，精品揽要在朔州”，朔州
境内长城远至战国时代。在朔州境内 327 公里
的长城中，主要有明代长城，其次为汉代和北齐，
它们分布在右玉、平鲁、山阴和应县境内。广武
明长城建于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保存较为
完整的一段在山阴新广武境内。

边塞小城朔州，位于内外长城之间。这里烽
台伫立，堡城相望，古来为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
数民族争战之地。长城，作为曾经的军事防御建
筑，它见证了烽火硝烟、商贾往来的历史，农耕文
化与游牧文化在长期的对垒中融汇升华。

作为长城文化追随者的庞顺泉，用 20 余年
的时光聚焦长城。他镜头下的长城多以明长城
广武段为主，长城题材作品多次获奖，作品呈现
出波诡云谲的壮丽和华美。

艺术需要灵感和悟性，摄影者在观察物象的
同时，还需发挥想象的力量。庞顺泉的“边关”系
列，画面通常以云雾、天空、繁星作烘托。利用光
的反射，通过多色调和的技法，使作品既有旧时
战争现场的氛围，又有强烈的现代元素。《边关明
月》，月亮穿行在云层里，月之下，古堡破败苍凉，
在幽暗的背景下，仿佛重回古战场。战鼓将息，
人困马乏，画面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边关烈

焰》，背景为厚厚的云层 ，余 晖 下 ，烽 火 台 与 一
朵 云 相 接 ，给 读 者 以 云 是 从 烽 火 台 吐 出 的 恍
惚 ，似 乎 再 现 了 边 塞 狼 烟 四 起 的 战 前 景 象 。

《边关光阴》，光影里，屹立不倒的金色边墙伏
于 沃 野 之 上 ，大 片 的 蓝 色 留 白 ，星 星 闪 烁 ，历
经 岁 月 的 沉 淀 ，长 城 留 给 我 们 的 是 如 梦 如 歌
的诗意美。

《长城脚下是我家》，晴空下，城墙向画面深
处无限延伸，牧羊人和一群羊在放牧的途中。城
墙上，一棵自由生长的树，树上是鸟儿的家园。
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是长城脚下的众生和谐共处、
生生不息、安宁祥和的景象。无限延伸的城墙暗
喻历史已远去。《雾锁长城》，画面以黑色为主调，
白云、狭长的绿色、蓝色山峰，这些色调只为衬托
渺小而醒目的金色烽台。《云海长城》，给读者留
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近处的景物以烽台为主
体，山雾、绵延不绝的山体和近乎水墨色的边
墙。远处，陡然出现蓝色山脉、如线条般流畅的
云，使画面层次丰富而明快，意境与神韵兼备。
虽都是冷色调，却令视觉舒适。庞顺泉深谙光影
带来的视觉冲击，并利用画面物象的动与静，表
达作品主题。画面中各元素存在紧密的内在联
系，又相互作用。

与庞顺泉的摄影格调不同的是许卫东的长
城摄影。

许卫东，一位长城文化研究者，同时又有着
“长城守护者”的身份。与长城结缘，源自 2007
年。在一次公务拍摄中，他拍到了烽火台，于是，
对这座有历史、有故事的墩堡产生了兴趣，他想
弄清楚这是什么朝代的建筑？有什么用途？两
年后，许卫东开始了自己的行走长城计划。一辆
摩托，一袋干粮，一壶水。从内蒙古清水河走起，
多次深入明朝战线最前沿：右玉杀虎口、三十二
边、云石堡、铁山堡，为当地文史馆留下了珍贵的
资料。十几年来，他全情投入长城摄影，用镜头
表达着对那一道道边墙、堡城、烽台的特殊感
情。长城的各种风姿尽入镜头，并打造了一部

《平鲁长城》画册。
许卫东镜头下的长城多数以四季来呈现。

在《春映长城》《播种》《出发》《金色大地》《雪牧》
里，杏花、墨玉一样的山体、叠翠流金的树丛以及
雪野，这些依附于长城的附属景致是摄影语言最
基础的表达。作品以开阔的画面见长，在霞光的
映射下，金色大地与金色城墙构成了一道丰腴
的、有质感的风景线，从而彰显出长城的历史感
和厚重感。同时，也有家国情怀的寄托。边墙下
的耕田、农民、牧羊人、骆驼、羊群、狗，这些丰富
的视觉信息，使包含了多种元素的画面更具整体
性和烟火气。昔年的战马、戍兵都湮没在历史的
烽烟里，而骆驼不再是茶马古道的运输工具，却
为农事耕作助力。这种穿透实景的表达，让我们
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望，还有强烈的现代气
息。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边墙脚下的百姓过
着田园牧歌式的简单而满足的生活。

《故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耕牛和它们的主
人，依次为农用车和在塞北只有到了仲春才显现
的新绿、树上的鸟巢。远处，长城隐隐，一片苍
茫。动静相谐的画面展现给读者的是人们对土
地的眷恋和它带来的生机和希冀。《当年明月》与

《古堡之夜》有同工之妙，都有着给读者以无限的
遐想和舒适的留白空间。明月清辉下，烽台、古
堡，默然而立，“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这轮
明月，照过古人，也拂照今人。这里融入了文人
画所追求的闲、静、清、空、淡、远的“画外之画”的
意境。试想，作者在何种境地里，才捕捉到了这
一清朗之像。《龙脉》，以对角线呈现。一道城墙
将画面分割为两个三角，城墙的暗影隐喻了曾经
的战火狼烟和肃杀之气。而三角形又暗示了长
城的坚固和不摧的特质。《五百年的守望》，画面
饱满而空旷，墩堡宏伟却不突兀。岁月会老，墩
堡也会老。堡之上，在风中瑟瑟的枯草，颇似老
者的白发，岁月更迭中，墩堡已是暮年。

摄影，是不断行走与思考的过程，于苦中感
知美和乐趣。把握生活的素材，对其进行取舍和
夸张。在捕捉物象时，作者一定是带着思维，倾
注了感情。

当长城失去了军事防御功能后，观赏，游历，
拍摄，和作为历史文化研究又成为了它具有现实
意义的新功能。用镜头留下长城的瑰丽和沧桑，
是现代人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回顾庞顺泉与
许卫东的长城影像，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前
者为壮美，后者是本真。但相同的是，他们对长
城、对这片厚土都怀有一腔挚爱。

据《山西日报》

长 城 的 两 种 影 像 艺 术 表 达
——庞顺泉、许卫东长城摄影作品简析

北方

许
卫
东
摄
影
作
品

庞
顺
泉
摄
影
作
品

突破 100 亿元！ 2 月 13 日，《哪吒之魔童闹
海》跃迁新高，闯进全球票房前 17强，并有望再创
新高。

以传统神话故事为蓝本，跳出常规，《哪吒之
魔童降世》打破宿命，讲述“我命由我不由天”；《哪
吒 2》延续“哪吒式”的叛逆，从传统神话中叱咤风
火的少年神祇，到影片中追求自我价值和责任成
长的英雄，展现了中国人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

《哪吒 2》带来的“现象级”票房，有其必然原
因。全新叙事方式，传递出情感的共鸣和文化魅
力。新技术赋能，震撼的视觉效果，使古老传说
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这是中国动画产业
在 IP化、系列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从制作看，《哪吒 2》展现出中国动画的新高
度 —— 影 片 特 效 镜 头 近 2000 个 ，主 创 团 队 达
4000 余人，20 余家特效公司精密协作，AI算法将
渲染效率提升 40%……

“以前我们总仰望国外的很多特效，觉得非
常了不起，现在发现我们只要用心慢慢死磕，也
能磕得出来。踮着脚触碰到了那个高度，大家的
信心就逐渐打开了。”导演饺子说。

哪吒这个烟熏妆、鲨鱼齿的“魔童”，恰似中
国动画的化身——深陷困顿数次，偏要逆天改
命，“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

1941年，《铁扇公主》作为中国首部动画长片
横空出世，奠定民族动画的基础。上世纪六十年
代，《大闹天宫》将京剧脸谱化作泼天云霞，齐天
大圣的金箍棒搅动着国际影坛风云。这一时期
的作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成为几代人
心中的文化记忆。

到九十年代后期，迪士尼、日本动漫等大量
涌入中国市场，本土动画面临市场份额下降，产
业面临困境。

观众会记得，2015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那只困在五行山下的猴子“睁开双眼”。人们发
现，孙悟空“上天下地都难觅的勇气”也能从动画
电影中触达人心。

紧接着，《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
多部动画作品不断抬高国产动画天花板。这次，

《哪吒 2》跃迁票房新高，再次展现了国产动画的
突围力量。

这是内容创新的突破，也是政策、资本等合
力助推，折射出时代精神与市场需求的共振。

政策方面，我国通过文件指导、资金补贴等
形式，促进动画制作行业在制作水平、作品特色、
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十四五”文
化产业发展规划》从行业标准推广、产品供给、产
品质量提升等对中国动画制作行业均进行了一
定的指导。

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动画的产业链日
益完善。互联网巨头、头部动画公司各方参与，
光线传媒的“神话宇宙”初现轮廓，追光动画的

“新封神”系列悄然布局。衍生品市场开发也逐

步释放国产动画的商业价值，天猫平台数据显
示，目前哪吒系列形象授权周边在平台上销售额
已突破 5000万元。

观众的文化自信是电影创作的最大底气。
为《哪吒 2》这一国产动画的成功叫好，也应为下
一步如何走深思。

要看到，1 亿票房依旧是大多数国产动画电
影难以跨越的鸿沟。以 2024年为例，我国电影市
场共计有 16部动画电影票房破亿，其中仅有 2部
国产动画电影。

同时，神话 IP同质化“开发”亦有隐忧。在国
家电影局公示的 2023年国产动画电影备案中，神
话题材占比超 60%。同质化作品也遭遇过市场
的冷遇。

出海之路同样不易。如何让乾坤圈与混天
绫的东方意象，找到通往世界的叙事桥梁？仍需
加力探索。

饺子坚信：“总有一天，中国动画电影里会诞
生出一些新的玩意、新的内涵、新的灵魂，让全世
界都能够来欣赏它。”

《哪吒 2》破百亿只是个开始，中国电影人、动
画人已开始一场新长征。

新华社北京电

破百亿元！
“哪吒”动画新突围

新华社记者 李欢

2 月 13 日，观众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影院购
买电影票。售票处上方大屏幕正播放《哪吒 2》预
告片。2月 13日，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哪吒 2》）正式迈入百亿票房俱乐部，成为
全球影史首部在单一市场突破 100 亿元人民币

（约 14亿美元）的动画电影。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朔州市友谊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40600317150234E，住所：山西省朔州市顺

义路西，友谊街南侧福源小区内，业务主管单
位：朔州市朔城区教育局，法定代表人：王金
花，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