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旧仓库到新书房
——沈阳“城市书房”提升文化温度

演员表演《第67号作品》。
12 月 18 日，德国国家青年芭蕾舞团亮相第六届中国国

际芭蕾演出季，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光之路——约翰·诺
伊梅尔等作品晚会》，用风格多样的芭蕾作品选段，展示不
同流派的艺术特点。

作为庆祝天桥剧场成立 70 年的重点支持项目，第六届
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由中央芭蕾舞团主办，天桥剧场承
办，共将呈现10台大戏、23场演出及多期讲座。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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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 年），山东青
州人石茂华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西
三边军务，在秋季由固原去往花马池防秋
的路上途经八营牧马苑时，曾作诗一首
《防秋过八营牧儿苑》：

万骑如云野径微，惊鸿遥过塞垣飞。
那堪朔气侵征幰，更际秋风上客衣。
牧马苑中思騄耳，硖城门外敞牙旗。
壮心直逐伊吾北，驻节邮亭对晚晖。

这首诗刊在《万历固原州志》下卷“文
艺志·诗”中。诗作主要描述了主人公即
石茂华率领大军前往花马池路过八营牧
马苑的情景。开头就气势如虹：“万骑如
云”、惊鸿遥飞，形容军马车队阵势很大；
紧接着道出“朔气侵幰”，“客衣”秋寒，表
明塞上的季节到了秋天已经渐趋寒冷。

“征幰”是指出征的战车上所悬挂的帷
幔。同是明代的徐熥在《送黄居约司理英州》
一诗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曲江柳色迎征
幰，庾岭梅花照锦袍。”五六句触景生情，
更进一层：看见眼前的牧马苑，想到了“騄
耳”，作者的意思是牧马苑就应该牧养更
多的好马良驹。騄耳亦作“騄駬”，传说
是周穆王的八骏之一。《竹书纪年》卷下记
载:“（周穆王）八年春，北唐来宾，献一骊
马，是生騄耳。”“硖城门外敞牙旗”，硖城
即细腰葫芦硖城，址在距固原州城东北
150里处，是通往韦州、灵州的重要关城要
塞。“牙旗”指的是古代官署所树立的旗
帜，也指旗杆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多为主
将主帅所用。宋代陆游《将至金陵先寄献
刘留守》诗云:“别都王气半空紫，大将牙
旗三丈黄。”诗的结句则表达了作者胸怀
壮志、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心直逐伊吾
北”，“伊吾”是隋唐以前新疆哈密的古地
名，这里代指驱逐“胡虏”到更北更远的地
方，但此时此刻“驻节邮亭对晚晖”，也许
襟抱还没有实现，面对夕辉生出的是淡淡
的惆怅。

石茂华一生两次出任三边总制，这
首诗明显是第一次出任时写的。因为后
一次是万历十一年正月（1583年 1月）任
的，5月即因病“乞归”，病逝于返乡途中，
令人唏嘘。他在第一次任期内数次平息
内外兵乱，增修固原外城，颇有政绩，为后

人铭记。石茂华能诗善文，为宁夏留下了
许多个人作品。《万历固原州志》下卷收录
有他的记文两篇《固原州儒学建尊经阁记
略》《乐溥堂记略》；诗作多篇，名作如《防
秋至花马池》《中秋登长城关楼》《提兵防
秋宿平虏所》以及《秋日登镇西楼》等。
石茂华的诗作基本上属于边塞诗的范畴，
多是描写军旅戍边的艰苦生活，同时也有
边地风情和人民困苦境况的一些描写，比
较接近历史现实。可以说，诗记录了石茂
华所处时代的个人社会活动及其环境、时
事，无形中也记录了历史，为后世了解固
原乃至宁夏明代后期政治、军事、历史、地
理等实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石茂华在诗中提到的“八营”是清水
河流域明代的一处养马苑。《民国固原县
志》地理志“形胜”记载：“八营：自头营至
八营，势如连珠，又如脊柱，连接项颈之治
城及大营，亦各有间道可达也。明总制
杨一清、曾铣先后完成之。”又在建置志

“城寨”条下指出：“头营至八营均有堡寨，
明巡抚杨一清所筑。今多坍塌。”实际上
在固原以北 100多里的川道上分布着 8个
营，既是为历代朝廷提供军马的牧马之
地，也是具有军事性质的“镇戎”堡寨。明
嘉靖时三边总制杨一清整理马政，修筑马
厩，设立了头马营、二马营、三马营至八马
营，是属于开城苑管理的八营马房。开城

苑驻头营，领南北长 120里、东西阔 80里
牧地，沿清水河两岸设置 8个马营（今头
营至八营即是）。在杨一清的治理及苦心
经营下，8个营的马政很有起色，一扫明
永乐年间管理不善的积弊，牧养马匹最高
时达到了 3万多匹，出现了如《明经世文
编》所载：“草场地复、牧军数增、城堡相
望，苑厩罗列、孳牧之观、稽考之法粗皆就
绪”的局面，同时固原以北防御的军事基
础设施也得到了加强。随着时代的飞速
发展，昔日的马营今天已经发展成了村
镇，“马”消失了，只剩下了头营、二营、三
营至八营这些带有浓厚历史色彩的地名。

这里有必要再赘述一下清代时的固
原“十景”之一的“七营驼铃”，它毕竟与

“营”有关，也可以从中了解一下固原古代
地方名胜文化。“七营”古称镇戎守御千户
所、通远寨、七马营，是杨一清督理马政时
屯养军马监牧的第七营。明清之际，由固
原州城北通往中卫、灵武、花马池（盐池）
等处，必经七营，特别是清代盐运商贩的
车队、马队、驼队往来不绝。而其中又以
驼队最具有传统运输特色，驼鸣声声回荡
于古道，给空旷辽远的大地增添了几许边
塞独特而凄清的景象，遂演变为固原一
景，颇具历史人文色彩。清代文人王学周
作有一首《七营驼鸣》的律诗，描绘了这一
情景：

参横月落夜迟迟，络绎鸣驼任所之。
朝饮长城环毳幕，远来瀚海识羌旗。
盐茶春暖开屯际，水草秋高出塞时。
明驿汉营今尚在，筹边何以策安危。

这首诗选自《宣统固原州志》，作者
王学周，字仲篪，地方史料记载其为清代
山西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其余事迹不
详。星辰寥落、月夜沉沉，络绎不绝的商
队驼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随意鸣叫；早
晨还在长城边上围着毡房饮水，这些驼队
插着“羌人”的旗帜，说明来自于浩瀚遥远
的沙漠之地；春暖花开正是屯边堡寨盐茶
开市交易的季节，秋天水草丰茂时又到了
返回塞外的时候；明朝的驿站边汉代驻军
的营垒遗址依稀尚在，但历代筹划防守和
经营边地的策略为什么没有彻底解决这
里的安危？一个反问，映衬出了作者所处
清代边地和平安宁、贸易往来频繁的祥和
景象。诗虽然是写景，但目的是歌赞。清
人入关之前，本是中原王朝眼中的“胡
虏”，入关之后，满蒙和亲，从而解决了历
史长期以来的边塞战争问题，不能不说是
一种进步现象。固原从明朝战时的“九
边”重镇之一逐渐跌落为清代的一个普通
州县，昔年防御堡寨、养马军屯也演变成
了贸易集市，时代大起大落地变化，能有
几人识得透其中的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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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明亮的玻璃大厅，拾级而上，便进入了一片室内
森林。这里是沈阳市大东区时代文仓城市书房

如果不是书房外的中央广场上保留着一段旧时的铁
路线，停靠着一辆充满历史感的蒸汽火车头，少有人知，这
座将时尚与文艺融为一体的城市书房，曾是东贸库的一间
旧仓库。“东贸库始建于 1950年，是沈阳现存建设年代最
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民用仓储建筑群。”沈阳市大
东区文旅局局长佟彦慧说。

走进时代文仓城市书房，5500平方米综合性的文化空
间内，依然保留了当年仓库的“骨骼”。超高的房屋举架，
上方是裸露于外墙的木桁架，与空中栈道平行交错，下方
则是整齐的书架、绿色盎然的植物迷宫，共同构成多层次
的空间结构。这里还有沉浸式阅读太空舱、文仓小剧场和
精品咖啡馆等，业态多元丰富。

在沈阳这座老工业基地，一大批老厂房、老建筑正在
依托城市更新“重生”，在延续历史遗光的同时，蕴含着新
的文化活力。

在和平区，由锅炉房改造的呐喊书店隐匿在一座老旧
小区内；在浑南区，废旧厂房“焕新颜”变成了莫子山书房，
特色台灯、充电宝、轮椅等擦亮“服务读者”名片；在铁西
区，奉天记忆书房仍保留着老车间的红砖结构和老物件，
诉说着工业文化的故事……

偌大的旧仓库、陈年的老厂房、黝黑的锅炉房，这些曾
经与沈阳共同走过的“老朋友”，经过城市更新改造，焕发
出新的生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