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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渠与大清闸大清渠与大清闸
张张 嵩嵩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二十）

2000 多年来，宁夏平原移民屯
垦，崇尚水利，修渠筑坝，成就了“塞
上江南”这一片富庶的土地。千里沃
野，阡陌纵横，渠网交错，蔚为大观。
春天水泛桃花，秋季稻谷飘香，正是
有了黄河水对这一方热土的灌溉、润
泽，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渠文化”
景观。历代文人骚客对“水”的钟情、
对“渠”的理解真实地记录在各种方
志和传世的诗集中，为后人研究、了
解宁夏平原的灌区拓展、渠道分布以
及水利兴衰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诗
词也随着各种“渠”的挖掘、延伸“流
淌”到了今天，依然滋润着人们的心
田。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相
继开凿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
一批重要的渠道，从留存的诗作看，
清代官员及文士对“三渠”修筑竣工
皆有描写，首先来看“大清渠”。

大清渠，初名贺兰渠，清康熙
四十七年（1708 年），宁夏水利同知
王全臣于旧贺兰渠口以上马关嵯附
近新开渠口，扩展渠道至宋澄堡（今
永宁县增岗乡宋澄村），因该渠始建
于清初，故以“大清”二字命名。2018
年 8月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宁夏
水利历代艺文集》选载有一篇《钦差
兵部右侍郎通智等奏请每逢春秋二
季将大清汉唐三渠龙神合祭等情形
折》中提到：“大清渠乃原任宁夏监牧
同知王全臣，在汉唐二渠之间开渠一
道，长 60余里，以补两渠之不及。因
我朝彼时未曾开修大渠，是以将此渠
名为‘大清渠’。”这是大清渠名称的

由来，也是清朝立国之初宁夏首开的
一条大渠。2006年 12月宁夏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黄河与宁夏水利》一书
对清初开渠情况也有记录：“清初，宁
夏平原的引黄灌溉，无论在工程建设
与灌溉管理上都有发展和提高。除
对原有渠道彻底整修外，还开了一批
新渠。其中规模较大的大清渠是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年），在原贺
兰渠的基础上扩大延长而修成的。
渠长 36 公里，引黄河水溉田 65700
亩。”据资料记载，在此之前的康熙
三十八年（1699年），管竭忠出任宁夏
道，在宁朔县大坝堡（今青铜峡市大
坝镇）汉延、唐徕二渠间开挖一道渠，
取名贺兰渠，大清渠即是在此基础上
扩展延长而修成的。大清渠成之后，
有当时官员及文人予以赞美，从某种
程度上也可以说留存下来的诗作见
证了这一水利盛事。清《乾隆宁夏府
志》卷二十一“艺文·诗”中就载有
蔡升元的两首《题大清渠》的诗：

一

为怜膏壤弃边荒，七日功成百里塘。
引入河流沙碛里，凿开峡口贺兰旁。
支分九堡通沟浍，鼎峙三渠并汉唐。
作吏尽如君任事，不难到处乐丰穰。

二

两渠中划大清渠，畚筑无劳民力纾。
心画万家沟洫志，胸藏一卷水经书。
岚光树色晴川外，鸿影鸥波夕照余。
浑似江南好风景，岂惟灌溉遍村墟。

第一首诗主要描述了大清渠开
口旧贺兰渠，引流扩灌，造福一方，此
次修渠仅用了 7天，实属难得，其规模
和影响与汉延、唐徕二渠形成“鼎峙”
之势。从起句“为怜膏壤弃边荒”到
结尾“不难到处乐丰穰”，凸显了水利
灌溉对农业的极端重要性，也不忘赞

颂主持修渠的官员：“作吏尽如君任
事”，这里指水利同知王全臣。第二
首诗则通过大清渠的建设，描绘了一
幅田地浇灌、山水景象由此而生的美
丽图卷。在称赞修渠官员“心画万家
沟洫志，胸藏一卷水经书”的同时，还
体恤民情“无劳民力纾”，其结果必然
是“灌溉遍村墟”，极尽褒扬。作者
蔡升元（1652年—1722年），字方麓，号
征元，浙江德清人。清康熙二十一
年（1682 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任会试同考
官，日讲起居注官，后历任中允、少詹
事、詹事等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升任内阁学士，曾奉命巡视陕西等
地，到过宁夏。著有《纪恩诗》《使秦
草》等。蔡升元不仅喜诗文，善雕刻，
书法尤精，颇有声名。

而所谓“大清闸”，是在大清渠上
建立的闸门，用以助推水力或挡水、
泄洪之用。大清渠上当时建有一个
进水闸，三个退水闸。王全臣有一首
《大清闸落成》的古风，讲述了“大清
闸”建成的情景及其所创造的功绩和
大美“景象”：

规模直于汉唐同，瓮石浮杠落彩虹。
远近萦纡分上下，纵横挹注任西东。
惟知顺水行无事，敢谓开渠辄有功。
最是亭成临孔道，喜闻过客话年丰。
顺导洪河入地中，汉唐得助益浺瀜。
群氓久食千秋利，此日新添一溉功。
沙际堤环春草绿，桥头额映晚霞红。
闲来徙倚虚亭下，翻爱旁流笕向东。

诗出自《乾隆宁夏府志》卷二十
一“艺文·诗”。诗有自诩的成分，把
百姓黎民称之为“群氓”也说明封建
时代官员的历史局限性。王全臣，字
仲山，清代湖北钟祥人，康熙三十三
年（1694年）进士。历任河南汲县（今
卫辉市）知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州）
知府、宁夏府水利同知、平凉知府、安

西兵备道等职。任职宁夏期间，主持
开凿大清渠，广灌田亩，疏通汉渠暗
洞，卓有政绩。被誉为“宁夏治水名
臣”。宁夏士民为感谢其恩泽，特于
府城东立生祠以纪念他，今已不存。
王全臣主持新开大清渠一道，并建渠
闸四道，人们为彰其业绩，纷纷撰文
作诗以颂。有感于此，王全臣收录了
自己及其余诸人所著诗文，于康熙五
十一年（1712年）印制《大清渠录》一
册。有序一篇、书一篇、弁言一篇、书
后一篇、记一篇、诗词七十二首。该
书有宁夏水利厅刘建勇等人的点校
本，2020年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另外，清代宁夏中卫广武营（今
青铜峡市青铜峡镇）人、清初将领俞
益谟也写有一首七律《过大清闸》：

唐汉平分万里流，中添一道入青畴。
沿堤柳浪村村密，刺水秧针处处稠。
长笕涛翻桥闸外，虚亭额映塞垣秋。
春风策马频来往，几度低徊去复留。

这首诗出自清《康熙新修朔方广
武志》卷下“词翰·诗”。诗作抒写了
大清闸及其周围的壮丽景色并抒发
了作者“春风策马”的愉悦心情。

描写“大清渠”及“大清闸”比较
有名的诗作还有清康熙时进士、雍正
时官拜文华殿大学士朱轼的《书王司
马渠图碑阴后》、清代满族诗人莽鹄立
的《大清闸诗为王司马赋（其二）》、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任宁朔县（今
宁夏永宁县大部及青铜峡市的部分
地方）知县周克开的《大清渠滚水堤
纪事》以及生平事迹不详，名为“三兰
行脚”的《过大清闸》等。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那些时时
都在澎湃的波涛，如果要用文化符号
来形容的话，一定是无数首经过岁月
选择而留存下来的诗词所连缀而成
的；更有那些治水疏浚、引流灌溉，造
福百姓的历代先贤，他们的名字也镌
刻在水之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永
远闪烁。不但后来的人们记得，每一
道渠坝也记得，每一条江河也记得，
因为水是不朽生命的精神载体！

在新疆都拉塔口岸房车露营基地，当地群众参加风筝节活动。
近日，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都

拉塔口岸迎来一场盛大的风筝文化艺术盛宴——“飞驰国门下
打卡都拉塔”2025 首届风筝文化艺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风筝爱
好者同台竞技，展示融入国潮、国风等元素的各类风筝，场面蔚为
壮观。 新华社发

近日，国产上古神话动画片《山海传奇》第二季在 CCTV-1综
合频道收官。该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尚书·禹贡》等经典文
献，巧妙融合石峁、喇家等历史遗迹，细腻描绘了少年大禹在回归
有崇部落后的自我探寻与成长历程，让“大禹治水”这一古老神话
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光彩。

据了解，《山海传奇》第二季充分利用了动态水墨渲染技术，
使得画面呈现出独特的水墨晕染效果，山川云雾、林间草木都散发
着古朴神秘的东方意境。这种技术的运用不仅强化了远古神话的
梦幻氛围，也与中华传统美学一脉相承，使动画更具文化辨识度。
同时，高精度CG建模技术的运用也大大提升了画面的层次感和空
间纵深感。

在神话改编的过程中，《山海传奇》第二季始终在创作自由与
文献考据之间寻找平衡点。虽然某些角色的改编为剧情增添了喜
剧元素和亲和力，但也可能影响青少年对神话原型的认知。为此，
团队在正片之外增设了神话原型注释彩蛋，并制作了番外篇《山海
精奇》，以皮影与现代 3D技术的完美结合，对正片中的异兽进行学
术性解说。这种分层叙事策略不仅为改编提供了学术背书，也引
导观众探寻神话本源，拓宽了文化认知通道。

以动画为载体重构上古神话，以考古实证为锚点，依托动态
水墨技术、高精度 CG建模等新技术为媒介，《山海传奇》第二季成
功构建了一幅上古神话的“可视化文明图谱”，被认为是一次传统
典籍文化与国漫的破壁之旅。《山海经》等中华优秀典籍在全球化
与数字化的时代中，正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成为大众可感的文
化符号，获得新的文化阐释与传播活力。 （据中国新闻网）

传统典籍文化与国漫的破壁之旅

《山海传奇》第二季收官
以宋韵文化为依托、宋代美学为基

底，将故事放置于疏朗典雅兼具的视觉空
间内，古装剧《似锦》于近期播出，剧集将诸
多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肌理，焕新古装
剧审美范式颇引关注。

剧集在文化底蕴传承和审美范式进阶
层面的尝试值得关注，该剧运用宋代园林

“移步换景”的造园理念，使剧集在意境十
足的亭台庭院间渐次展开，颇具审美价
值。同时，《似锦》随着剧情的发展，融入古
代五礼、制香挂画、点茶插花等文人意趣，
它们并非仅限于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深
度参与到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中。随
着姜似从闺阁走向市井，其笔下所绘不再
是居于一隅的花鸟之趣，而是更为开阔的
山川风景；而随着郁锦从边疆返回朝堂，其
随身之物也不再只有沙场之上的金戈铁
器，增添了象征君子端方的玉器。剧集将
诸多传统文化元素真正融入故事肌理，使
故事呈现出古风今韵的全新样貌。

《似锦》以单元案件的形式串起了整个
故事架构，通过环环相扣的悬念设置“追剧
钩子”，快节奏、强情节搭建起剧集爽感的基
础架构。更为重要的是，剧集通过姜似重活
一世、反击命运的基础设定，打破了传统隐
忍内敛的叙事逻辑，一方面将姜似从委曲求
全到主动破局的成长脉络、郁锦从放逐边疆
到置身漩涡的博弈路径清晰地勾勒出来，另
一方面则同步通过剧中阶层、性别等层面的
冲突，呈现出封建社会背景带来的压迫与桎
梏，两条线紧密交织之下，姜似与郁锦的反
抗、周旋和挣脱才能呈现出更深层、更扎实
的情绪爽感。在持续、极致的爽感输出下，
姜似与郁锦在打破困局、冲破束缚的过程
中，主二人步调一致、心志契合，在一次次磨
砺中欣赏对方的智识、看清彼此的真心，呈
现出势均力敌、双向奔赴的情感样态，以及
拉扯感与赤诚热烈兼具的爱恋体验。

从服化道到具体生活细节，近年来，此间
古装剧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展现。
《似锦》此番的视觉呈现中，对宋代美学的呈现
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而是将文化基因植入叙
事肌理，其所形成的视觉与主题的双重共振或
将完成一次新的有益探索。（据中国新闻网）

传统审美深度融入
《似锦》呈现古风今韵 “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一周年——

经典电视作品 何以常看常新
今年 2 月，由国家广电总局指

导、中国广电集团主办、北京歌华有
线承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迎来开播
一周年。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显
示，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重温经
典”频道已排播 154档节目，其中包
括电视剧 65部、动画片 52部、纪录
片 35部、文艺节目 2部。有线电视
端累计收视时长 17.2亿小时。

2023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联合相关部委，积极展开了针对
电视“套娃”收费及操作复杂现象的
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显著进展与成
效。在此背景下，“重温经典”频道
应运而生，旨在进一步优化电视内
容服务、丰富优质免费内容的供给。

“重温经典”频道汇聚了大量
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且经久不衰的经
典视听佳作。据统计，“重温经典”
频道收视靠前的四部作品分别是 20
世纪 80年代版电视剧《西游记》、20
世纪 80年代版电视剧《红楼梦》、20

世纪 90年代版电视剧《三国演义》、
20世纪 90年代版电视剧《水浒传》。

自频道开播以来，150 余部经
典作品在荧屏重现。当电视剧《渴
望》中刘慧芳推着自行车穿过筒子楼
时，改革开放初期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息扑面而来；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
三多紧握的军用水壶，则镌刻着新世
纪奋斗者的精神密码……这些穿越
时空的电视符号，以独特的艺术语言
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唤醒了
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荧屏记忆。

让 经 典 再 次 焕 发 艺 术
生命力

过去，不少老年观众因视听设
备操作复杂、节目内容选择有限，难
以方便地享受经典影视作品。如
今，“重温经典”频道通过构建“全场
景传播生态”打破了这一局限。这
个频道不仅拓宽了播放渠道，还将
经典作品带入酒店、养老院等公共
服务空间，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
中轻松享受高质量的观影体验。

全场景传播体系的建立，也让
经典作品突破时空壁垒，在代际对
话中焕发新生。在“经典进校园”系
列活动中，创作者看到大学生们通
过弹幕为电视剧《父母爱情》续写剧
情。中国传媒大学的经典影视数字
活化实验室中，动画片《天书奇谭》
的AI修复过程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展，年轻参观者通过VR设备得以看
到 80年代动画师的手部运动轨迹。

此外，“经典进校园”沙龙和文化
展映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经典内容在
校园、影院和社区等不同空间的传
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速
达介绍：“动画片《黑猫警长》的每一帧
手绘都蕴含着对科学的敬畏。”这些幕

后故事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也激发了
年轻观众对传统动画工艺的兴趣。

为 当 下 文 艺 创 作 提 供
宝贵创作经验

“重温经典”不仅在于怀旧，更在
于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宝贵创作经验。

1983 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
传》作为首部在内地播出的香港古
装武侠剧，塑造了“侠之大者，为国
为民”的价值观，影响了几代观众，
播出后引发创作者对武侠创作的讨
论。1991年中央电视台摄制播出的
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以纪实风格
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其对“真实”本质的追求，对当下纪
录片创作仍有深刻启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
一川表示，“经典之所以让人念念不
忘，成为承载观众集体记忆的文化
富矿，是因为这些作品根植于中国
大地、厚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其中
蕴含着丰富且独特的创作经验”。

一年来，“重温经典”频道注重
让编剧、导演、演员重新讲述幕后故
事，这些故事既是酿造经典的原浆，
也有启迪未来的引子，让创作者在
经典中寻找下一部经典的支点。

（据《贵阳日报》）电视剧《父母爱情》海报。

20 世纪 80 年代版电视剧《西
游记》海报。

3 月 4 日，纪录片
《文运中国》于每周二 22
时在东方卫视、优酷、腾
讯等平台播出。纪录片
共 4 集，通过两位外籍
友人游历中国的第一视
角，向海外受众呈现中
国 5000 多年悠久灿烂
的文明史以及新时代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机与活力。

该片通过《生生不
息》《历久弥新》《千年遗
蕴》《和合共生》四个篇
章分别展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赓
续、新时代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
保护以及中外文明的交
流与互鉴四个维度。

此次《文运中国》
邀请的两位外籍探访者，一位是在中国生活了 25年的英国人大
牛，他是中华文化的深度爱好者；另一位是法国女生魏无瑕，她是
网络视频博主，10岁起在法国学习中文，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
生。摄制组与两位外籍探访者先后走访了杭州良渚古城、扬州大
运河、曲阜孔庙、景德镇陶溪川、广东潮州、福建泉州等 16处文化
地标（其中 9处为世界文化遗产），跨越中国的东西南北，总行程达
2万余公里。这些地标涵盖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古建筑修复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与乡
村振兴、全球文明倡议等多个层面不同类型的文化现象。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 2024年“记录新时代”精品纪录片项目，
《文运中国》将在东方卫视《新纪实》时段首播，看东方 App、优
酷、腾讯、爱奇艺、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同步播出。4 月初，《文运
中国》将登陆 CGTN 英语新闻频道以及凤凰卫视海外多个平台
全球播出。 （据《贵阳日报》）

纪录片《文运中国》开播

让世界看见文化繁荣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