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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喜欢船山
的凝华之美，所以用这
个别号来表达自己想在
家乡终老的意愿。”祁和
晖说，“所以有人误会，
以为船山是以张船山为
名，其实并非如此，是因
为有了真山真水，才有
了张船山。人们追求的
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
在船山都兼得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刘虎王越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策划启动
的巴蜀文旅走廊‘百城行’活动，像一根
经线一样，把巴蜀之地的百颗明珠串连
起来了，希望船山作为其中一颗明珠闪
闪发光！”5月20日，在这个有爱的日子
里，巴蜀文旅走廊“百城行”活动走进遂
宁市船山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
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杜甫研
究学会副会长、年过八旬自称“80 后”
的祁和晖，用9页手写提纲加丰富的脱
稿演讲，“表白”了自己对船山的喜爱。

从船山之于遂宁应肩负的生态和
文脉责任，到船山拥有的川渝交通枢纽
优势，再到船山千年的人文底蕴，半小
时的演讲中，祁和晖旁征博引、妙语连
珠，现场掌声、喝彩不断。

首位责任
遂宁生态与文脉“首善之地”

演讲伊始，祁和晖就表示，船山之
于遂宁，犹如成都之于四川。成都提出
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
府文化，这是因为省会城市的眼光不能
局限于一城一地。“省会省会，全省汇
合。”祁和晖说，全省的生态文脉优势都
该在此得到呈现，天府文化是巴蜀文明
最集中最优秀的体现，理当由省会城市
带头弘扬。

在祁和晖看来，船山区作为遂宁
“乡关”治区所在，理应成为遂宁生态与
文脉承载呈现的“首善”之地，与遂宁市
的目标形成层次衔接，形成互补、互通、
互美而不重复的思路。

祁和晖说，中国历史上，遂宁这个
地名是独一无二的，且历史悠久。

“遂宁”作为地名，始于东晋。东晋
与十六国并存，而遂宁则属于十六国中
的成汉国。当时，各国统治者之间连年
混战，成汉国统治者内部也为争权夺位
斗争不息，人民痛苦不堪。

公元 347 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
大败李雄遗部李势，灭成汉国，结束了
长达 50 多年的混战。当桓温凯旋而
归，途经遂宁地界时，但见风和日丽、歌
舞升平，一派和平安宁的气氛。这位长
年征战沙场的将军感慨万端，一种厌恶
战乱、渴望太平的思绪油然而生，因而
在这里设郡，定郡名为“遂宁”，表示“平

息战乱，达到安宁”的意思。从此，川中
丘陵中的这片红土地，便有了一个吉祥
的名字——遂宁。

“因此从公元347年，到现在2021
年，遂宁这个地名已经有 1675 年的历
史。”祁和晖随即解读道，遂指道路通
达，宁指平稳宁定。遂宁不仅代表水
路、陆路通达，也引申出成功顺利、持续
平稳、美好安宁的含义，因而在巴蜀文
旅走廊中，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船
山作为遂宁的中心城区，要肩负起历史
的重任。

三大优势
天赐的成渝两地交通纽带

船山要肩负重任，优势和底气何
在？祁和晖说，船山拥有独特的地理区
位优势，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过去川
渝客商都要在这里‘刹一脚’，今天这里
仍然是川渝重要的交通纽带。”

一是独特的区位。遂宁船山位于
四川盆地中部，拥有涪江流域形成的洪
积平原与浅丘，是历史悠久的农桑文明
富饶之乡。南宋著名的地理书籍《方舆
胜览》中就有记载，遂宁“民风淳厚”。
这片热土曾孕育出陈子昂、张问陶等中
华优秀诗人。而涪江及其支流纵贯全
境，形成了农桑、水运、商贸、旅游的天

然优势。
二是交通的纽带。船山位于涪江

中游，涪江纵贯辖境，形成水运灌溉之
利，商贸文旅繁荣，自古就是川渝两地
的天然交通枢纽，将四川与重庆紧紧连
在一起。“之前我曾去省水利厅查阅资
料，了解到涪江复航，当地正在开展工
作。”祁和晖说，“涪江复航，不仅可以进
行航运，本身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供大家游玩观赏。”

三是涪江的美丽。祁和晖说，涪江
源出于“天下第一水”九寨沟，流经平
武、江油、绵阳、三台、射洪，又过遂宁、
潼南、合川后汇入嘉陵江，成为嘉陵江
东上流，将沿江千里的区县如串珠般连
在一起。涪江流经千里，船山区一定要
抓好涪江的溢出效应，形成“山水林田
湖草花”的自然资源格局，这是天赐的
优势。

二者兼得
山水和人文“船山”和谐统一

除了首位城市责任、三大区位优
势，祁和晖教授还表示，船山丰富的历
史文化为其积淀的乡愁，更是在千年诗
词中得以体现。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祁和晖说，
著名遂宁诗人陈子昂这首诗中的“天地
悠悠”，就是他在幽州台上发出的乡愁，
是他在楚江为客时思乡的流露。她还
以《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为例，还原了
陈子昂离开遂宁时的无奈。

祁和晖说，船山另一张文化名片是
著名诗人张问陶，张家原来在船山还有
古宅，叫御书楼，坐落在船山区小东街
上，因为 1934 年的一场大火被焚毁。
这座御书楼由张鹏翮在康熙年间兴建，

“御书楼”三字为雍正帝亲题，正房、抱
厅分别挂有康熙帝手书的“怀冰雪”和

“嘉谟伟量”门匾、匾额。
祁和晖介绍，张问陶出生在山东，

23岁才回乡。他一生在遂宁待的时间
并不多，但从他的字号别号，能够看出
他对家乡情结很深。“比如他最出名的
号船山，这是因为他很喜欢遂宁城西的
一座山，名字就叫船山。”据《遂宁县志》
记载：“船山，县西一里，一名舟山。清
乾隆时建文峰阁于山顶，高六丈余，有
楼二层。张船山有诗。”船山的形状像
倒翻的一只船，所以也称舟山。

“张问陶喜欢船山的凝华之美，所
以用这个别号来表达自己想在家乡终
老的意愿。”祁和晖说，“所以有人误会，
以为船山是以张船山为名，其实并非如
此，是因为有了真山真水，才有了张船
山。人们追求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
在船山都兼得了。”

演讲最后，祁和晖还动情“表白”船
山：“巴蜀文旅走廊百城行，串起了巴蜀
大地百颗明珠，我希望船山区这颗明珠
闪闪发光！”祁和晖教授发表演讲。刘陈平 摄

莲叶何田田，驶过一艘船。刘陈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