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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成都》

内容概要

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和气质，这种气质是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成的，风景、古迹，甚至一个残留的地名，
轻轻一转身就是几千年的风华，大街小巷，一举手一投足，便有了最深邃的意味。生活在城市中的名
流是城市气质最灵动的名片，因为有了这些人、这些故事，城市便活了起来。民俗是一个城市市井生
活的精髓，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活使得城市有了生生世世绵延不息的动力。食无忌惮，搜购天下，饮
食、购物是市进生活最直观的体现，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最简单的快乐。城市又是年轻的，历史
的厚重挡不住时尚和潮流的风靡，年轻的时尚和年轻的人们一起成为城市最跳动的音符。
    “名城之恋”通过对城市各种元素的描摹来揭示这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魅力。我们对题材的选取和
处理，避开了那些记者熟知的东西，注重挖掘一些新鲜的有意思的东西，注重风景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的挖掘，另外对饮食、购物和时尚消费也进行了介绍，注得适当的指南作用。带着对城市的爱和怀念
来写作，我们希望能尽量刻画出一个有灵魂、有魁力的城市形象。
    带一本书去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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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魏明伦少时在传统川戏《潘金莲》中扮郓哥，台上卖梨儿，台下读郭沫若的《少年时代》。读到
少年郭沫若单恋嫂嫂时，不禁与台上单恋小叔子的潘金莲挂起钩来，异想天开，便去问他那搞编剧、
司鼓的父亲：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怎样？这问题涉及政要，吓得谨小慎微的父亲将他
好一顿臭骂。几十年以后，异想天开、时发惊人之语的魏明伦变成了“老运动员”。　　魏明伦平生
素以“鬼点子”、“鬼聪明”、“烂脑壳”著称，他把四川人求变的个性贯穿于他的剧作之中，坚持
“一戏一招”、“一招一变”的目标。由于他不断寻找一条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相契合、中国文化和
西方文化相契合的道路，从多种源泉中汲取营养，这才使他的戏剧作品像一湖活水，永远在闪烁跳跃
。　　他刚把古装戏《易胆大》推出帷幕，接着又让现代戏《四姑娘》走向观众；刚刚使《巴山秀才
》唱红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转瞬间又为“千古淫妇”潘金莲鸣冤翻案，平反昭雪；掉过头又通过《
夕照祁山》把“千古圣贤”诸葛亮请下神坛，送入凡尘。正当人们为《潘金莲》的荒诞争论不休时，
他又在外国传说中挖掘题材，通过西方人心中的一个中国故事，投射出当代中国智者的审美反馈，编
写了川剧《中国公主图兰朵》。　　他的诡秘的戏招，变幻无穷，让人们目不暇接，摸不着头脑。对
于魏明伦十年来在剧作上的成功作了长期跟踪研究的余秋雨，把魏明伦誉为解答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国
际、传统艺术如何面对现代的文化难题的为数不多的标志性人物。他还说：“按照寻常逻辑推理，这
里很有说不通的地方，魏明伦并非身处沿海开放地区，甚至完全不懂外语，居然成了20世纪晚期中国
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国际社会深度斡旋的活跃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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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去成都游玩前看了这本书，其实发觉起的作用不大，稍微让我对成都有了些认识吧？不是很推荐
这本书。
2、书的质量挺好的，内容还没看
3、去了我才知道，书，总归都是别人写得。
4、我最爱的女人是成都人她今年就要结婚了当然不是和我我有一种万念剧灰的感觉。市名来历成都
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双
流县）迁往成都，构筑城池。关于成都一名的来历，据《太平环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
经过，“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
昶偏爱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墙上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故成都又被称为芙
蓉城，简称“蓉城”。成都是中国城址未变、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于前311年），仅次于江
苏的苏州（建于前514年）。历史沿革成都是我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是全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从有确切记载算起。成都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四世纪，蜀国开明王朝迁蜀
都城至成都，取周王迁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成都，相沿至今。秦汉时期，成都经济文化
发达。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巴蜀。公元前311年，秦人按咸阳建制修筑城垣。公元前106年，汉武帝
在全国设13州剌史部，在成都置益州剌史部，分管巴、蜀、广汉、犍为四部。秦末、汉初成都取代中
原而称“天府”。西汉末年，公孙述称帝，定成都为“成家”。东汉末年，刘焉做“益州牧”，移治
于成都，用成都作为州、郡、县治地。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设有“锦官”，故有“
锦官城”即“锦城”之称；其他手工业如巢丝、织绸、煮盐、冶铁、兵器、金银器、漆器等手工业也
很发达。秦汉成都的商业发达，秦时成都即已成为全国大都市，西汉时成都人口达到7.6万户，近40万
人，成为全国六大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洮、宛、成都）之一。“少城”为成都商业最发达的
城区，那里商品堆积如山，商店、货摊栉比。此外，汉代成都的文学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司马相
如、扬雄、王褒是为时全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成都出土的汉代画象砖和画象石，绘画精美，内容广泛
。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成都成为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
煌）之第三位，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经济地位有所谓“扬一
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蜀绣”为全国三大名绣之一，“蜀锦”被视为上贡珍品，产量全
国第一。成都是中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成都除了有全国
重要的菜市、蚕市外，还有“草市”，即分布在邻近地区的乡镇集市。唐代成都文学家云集，大诗人
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雍陶、康术等短期旅居成都。唐代成都开
发了开摩河池、百花潭等旅游胜地，贞观年间在城北修建了建元寺，唐朝大中年间改名为昭觉寺，称
“川西第一丛林”。宋元时期，成都鼎兴，经济文化更加发达。丝绸业规模扩大，品种增多，蜀锦花
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元时期的40多种，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新花样
，每年成都上交丝绸商品，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成都造纸水平很高，唐朝廷曾规定，国
家图书馆的书必须用成都造的麻纸来抄写。唐宋之时，成都城东西南北都设有专门的蚕市、药市、花
市灯会。由于商业发达，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仁宗时，在益州（即成都）设
官办交子业务，由官府公开印刷，发行“交子”。宋元以后，成都为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明在四川设立布政使司，设所在成都。公元1654年，清顺治将四川布政使司
改为四川省，四川省名在历史上正式出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北京政府通令废除成都府设治所，
改称西川道，领成都、华阳等31县，1921年，成都、华阳两县合并为市，成立市政筹备处，处以下设
总处、文牍、法治、会计、调查、庶务六科。1922年，市政筹备处改名为市政公所。1928年，设市政
公所为市政府，国民政府置成都市为省辖市和四川省省会。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始为川西行
署所在地。1952年，撤销行署，恢复四川省建制，成都市一直为四川省省会。1989年2月，经国务院批
准，成都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成为全国14个
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载入史册世界第一：始建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历时2000多年一直效益不衰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公元前61年在临邛开采深井天然气，用于制盐、煮饭和照明；成都的蜀锦，又称“锦绣
缎”，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锦缎丝织品，东汉（公元25-220年）年间的足踏织锦机又是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的织机；到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成都成为了世界漆器工艺的中心和茶文化的诞生地；
到唐代，成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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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成都》

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为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北宋（公元960-1126年）年间这里的商人联合
发行了世界最早的纸币&quot;交子&quot;，官府在这里设立了世界最早的管理储蓄银行&quot;交子
务&quot;。中国第一：公元前250年左右李冰造石人作测量都江堰水则，这是中国最早水尺；公元
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在这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文翁石室”；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
年）时的司马相如、枚乘、贾谊、杨雄、王褒奠定了汉赋的基础；后蜀主孟昶（公元943-965年）亲笔
书写了中国第一幅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公元355年之前，常璩编纂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
方志书《华阳国志》；后蜀人赵崇祚编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公元1082年前后
北宋名医唐慎微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典《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公元10世纪，成都画家黄筌开创
了中国工笔花鸟画派先河，雅好丹青的后蜀主孟昶特创“翰林图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早在汉代，成都的俳优百戏就很突出，在成都出土的汉代说唱俑，造型活泼，在
中国同类文物中无出其右者。这是成都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也是成都文化的精华所在。
5、编的还不错
6、成都还是很好玩儿的..
7、曾经筹备的成都之旅⋯⋯
8、再对成都的历史典故、名人雅士、风景名胜有了稍微了解之后，还是觉得去成都还是看美女，吃
小吃，在府南河边看看茶馆里的变脸，听听老成都摆摆龙门阵或是听听成都妹子泼辣的骂人是比较活
色生鲜和有意思的。
9、本来想买可爱的成都，但没有卖的，这本也不错
10、成都
11、打發時間的無聊讀物，成都很棒，這本書就。。。@皇城老媽
12、2007.11.23 ~ 2007.11.25
13、2005年夏天去成都前夕，购于长沙定王台新华书店。大抵纸上城市并非生活中的，游客与居民不
同，差不多九年之后，我因为凑单又买了本关于成都的通俗读物~去之前与离开之后，再看看又什么
不同。
14、打算去成都旅游，所以就看看，很多小故事和很多景点介绍，初步认识了成都，这个都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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