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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广元剑阁翠云廊景区旅
游火爆，景区新推出的“点树交印”古制
巡演备受游客关注。漫步在千年古道
上，穿梭于千年古柏间，感受厚重历史
底蕴的同时，游客还能体验到传统文化
的别样魅力。

从正月初一开始，翠云廊景区每
天推出两场“点树交印”古制巡演，演
员们身着明代官服，以古柏保护与传
承为故事线，在千年古柏树下实景演
绎离任知州、接任知州走马点树、交树
交印的场景。

“两位官员在这里举行交接仪式，非
常有意思，感觉像穿越了一般，在这里我
学到了一些新知识，以后更要保护植被，
保护柏树。”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子涵说。

翠云廊的形成历经两千多年，从明
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
交印”等古柏保护制度，并把保护情况作
为一项政绩实行考核后，此后每逢官员
离任交接，都要核查清点当地古柏生长
情况。这一特殊的“离任审计”做法，沿
袭至今、相习成风。

“点树交印”古制巡演，不仅能增加
旅游兴趣点，也能让游客深入了解翠云
廊的历史文化背景，感受当地官民对古
柏树的爱护与传承。“古树交接的仪式，
对我来说确实很震撼，也很触动我。因
为有了这种传承，才让我今天看到了这
种古树奇观。”来自北京的游客何杰说。

杨文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刘彦谷

近日，有博主实地探访了成都一环
路内的一家连环画书店，并在网上发布
了一条“已经没有人看连环画了”的视
频，引起不少网友共鸣。很多人表示

“不知道还有卖连环画的书店”，关于
“小人书”的记忆也随之蔓延。

店主名叫刘高，是一名“70后”，在
成都开了27年连环画书店。视频

“火”了以后，店里客流量明显增加，
不少人趁着春节给家中晚辈购买连环
画作为礼物，希望他们能多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

“春节期间大家电话都打爆了，尤
其是这两天，微信消息一直没停，所以
我大年初三就开门了。”2月13日，刘
高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这几天顾客以外地游客为主，很多人
想来店里买书，订单量激增，生意十分
火爆。

年纪最大的“连友”已92岁
看连环画是一种儿时的记忆

在成都一环路喧闹纷繁的背后，藏
着一个安静的文化世界，这就是刘高的

“行知书屋”。
走进店里，面积很小，书架上整齐

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连环画，有的已经
发黄，有的崭新鲜亮，店内还挂着不少
字画照片。店铺一角，是刘高特意设计
的饮茶处，品茶读书成了他的日常。

刘高的店里，除了来来往往的顾客
外，还有一群连环画爱好者常聚于此，
他们有个专属的称号叫“连友”。

一壶茶，一本书，一场酣畅淋漓的
闲聊，让刘高的店里总是充满着欢声笑
语。“他们都是连环画发烧友，有空都会
来我这儿坐会儿，讨论一些名著章节，
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心里是开
心的。”刘高说，年纪最长的“连友”已经
92岁了，经常骑个自行车过来看书，“他
从小就爱看连环画，哪怕时代再怎么
变，他还是喜欢看。”

最近，书店里多了一批新面孔，大
多是“90后”“00后”。“很多人是通过视
频找到了这里，我很开心。”在刘高眼
中，连环画不只是一种书籍，更是一种
儿时的记忆，“原来没有电视机和手机，
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租连环画看，一分钱
一本，书店门口时常有站着、蹲着、坐着
的孩子，这也是连环画的一大魅力。”

除了浅显易懂，刘高认为，“小人

书”中藏着一个让人回味无穷的世界，
“很多文字里描述的内容，可以在连环
画中直观看到，值得反复体会。”

“老刘，《封神》来了没有？”
“来了，给你留着的。”
一段洪亮的对话十分自然，刘高连

忙起身拿出对方订购的“宝贝”。“连友”
们有个默契，就是每种书都会买两到三
本，一本用来看，剩余的不拆，用来珍
藏。“因为拆开后纸张很容易氧化，会起
黄斑，不利于长期保存。”刘高说。

老曹是店里的常客，从事文艺工作
的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连友”。“我喜
欢原汁原味、坚守传统的东西，所以不
咋喜欢用智能手机。”他说。

有些固执，有些可爱，有些小众，大
概就是对像老曹这样的“连友”最贴切
的形容。

春节期间书店订单量激增
店主每天添加上百微信好友

刘高告诉记者，连环画小店的视频
“火”了后，店里的生意也更好了。

“春节期间每天要加上百个微信好
友，好多都是看了视频过来买书的，作

为礼物送给家中的小孩。尤其是这几
天，一些外地游客动辄买几套书送给小
孩。”刘高说，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视
频每天点赞数有上千个，不少网友在评
论区感叹“现在居然还能看到连环画”。

记者发现，店里的书籍大部分是中
国传统故事或者重大节点的内容，也有
一些外国名著连环画。装订方式有平
装和精装以及线装，平装单本的价格大
概10多块，精装单本在40块左右，也有
些典藏版价格会上千元。刘高介绍，现
在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不多了，往
往在重要的节点才会出，这也导致店里
有很多绝版书籍。

最近，刘高每天在微信中的接单量
为七八单，每单的订购量都很大，一般
都是数百元至上千元。“不只是四川，全
国各地的书友们都表示‘找到组织了’。”
刘高说，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江苏的
客人，对方通过添加微信订购了多套连
环画合集，总价3600元。“我说不收运
费，但她坚持将运费转给我，说不能让
我亏本，还感谢我一直坚守，让他们的
后代还能看上‘小人书’，希望我一直坚
持下去。”刘高感慨道。

午后时分，几位家长带着小孩走进
店中，他们是浙江人，专程来成都旅
游。“在网上看到了视频，很惊讶居然还
有专门卖连环画的书店，加上孩子之前
接触过‘小人书’，所以就带他来买几
套。”杨丽（化名）告诉记者，自己是初中
语文老师，希望孩子除了看国外的漫
画，也能喜欢上中国的漫画。

店铺内，杨丽的孩子安静地选择着
自己感兴趣的连环画，不时停下来翻
阅。相比于碎片化的传播，此时他正沉
浸在烙印着中国元素的讲述中。

“其实有些小孩现在都不太喜欢看
‘小人书’了，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信息
爆炸的时代，很少能静下心来细读一本
书。”刘高说，每当有年轻人走进店里，
他都格外开心，因为又多了一个人了解
连环画，也多了一份传承的可能。

100元连环画利润仅15元
将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虽然一件事坚持了27年，但刘高并
不认为这是靠所谓的情怀，在他看来，
自己的想法很纯粹。

“我就是想大家带着孩子路过这
里时能说上一句，‘这就是我们小时候
看的书’，不要让连环画成为大家口
中虚无渺茫的存在，而是真的能让孩
子们看到实物。”刘高说，正因如此，之
前他曾向成都一所小学捐赠了800余
本连环画，希望能成为孩子们课余生
活的补充。

实际上，刘高一直在走一条“光荣
的荆棘路”，前行之路并不容易。“100块
钱的连环画，利润只有15元，说以此赚
钱确实不太可能，有时候自己还要贴
钱。”刘高说，也有人劝他开个网店，或
者炒高书本价格，都被他拒绝了，“虽然
连环画已不算是主流的文化形式，但还
是希望有人去了解和传承它，毕竟这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漫画。”

“这个店我会一直开下去，只要我
还在，大家就能来这里看连环画。如果
我不在了，就打算把书捐给学校，让连
环画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刘高说。

刘高的店里有不少字画，其中“倾
一生，终一事，传统文化守望者”是别人
送给他的一句评价，也被他珍藏在店
中，作为自己的信念一直延续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点树交印”古制巡演亮相翠云廊

▲
刘高（左）向顾客介绍连
环画。

◀
小店里挂着别人赠送刘
高的字画。

“点树交印”古制巡演备受游客喜欢。杨文波 摄

一条“已没有人看连环画了”的视频意外带来客流

这家连环画书店春节订单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