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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戏曲文化与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之盛衰

贾 涛

(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四大年画基地之一,明清之际走 向 兴 盛,朱 仙 镇

曾一度成为中原年画与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地方艺术中心。但近代以来朱仙镇木版年画深

度衰落,如今成了被“抢救”的非物质文化 遗 产,它 兴 衰 的 原 因 学 术 界 十 分 关 注。本 文 认 为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盛衰史与中原戏曲艺术文化的盛衰有直接关联,是在戏曲文化与其他因

素综合影响下所致,展现了民间艺术与地方文化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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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宋诗人梅尧臣《过开封古城》诗云:“荒城临残日,鸡犬三四家。岂复左阡陌,但问新桑麻。颓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堕铜镞,青血

为土花。”从中可知开封故城当时的破败之状。

位于河南中部的开封朱仙镇垂名已久,如今最使它显扬的是木版年画。尽管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衰

败已成定势,可它昔日的辉煌似乎仍在散发余光,也不禁令人反思。2006年朱仙镇木版年画被列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之相关的中国雕版印刷术水印技艺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些年来,许
多名家学者关注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冯骥才、薄松年等专家学者先后实地考察,著述撰文推介宣传,2009
年初“首届中国木版年画艺术节”在这里举行,各式各样的国际国内研讨会接踵而至,各种媒体宣传报道持

续不断,朱仙镇这个名字又重回人们的记忆,许多荣耀大有使之再度辉煌之势。然而,有时盛名之下往往掩

盖着衰败的真相,小镇千年,从历史上岳飞抗金到明清木版年画,再到今天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一

武,一今一昔,贯穿了它的整个发展史、兴衰史,似乎也预示着某些文化姻缘与宿命。

一

朱仙镇自古以来皆以镇小名大而自居。它的扬名与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有关,即在于它独特的

地理位置。朱仙镇北距开封45华里,据河临衢,是宋代一个重要交通驿站,当时并无村落、镇市。现在该镇

东南5华里的古城村当时却为人注目,因为这个地方在战国时期郑庄公修建了一座边城,是郑国向东拓展的

锁钥重地,因此称之为“启封”。西汉初年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称“开封”。据史料记载,唐代末期开封城

已经北迁并迅速成为中原重镇,是南北水陆路交通枢纽,而故城“启封”便成了一座弃城,更名为古城村,该

村到宋代中期已破蔽成荒,至今仍存①。至于距这座弃城不远的朱仙镇,其镇名在宋代早期文献史料中并未

记录,北宋末年才偶然出现[1]。南宋著名将领岳飞抗金攻打开封时屯兵朱仙镇,捷报频传,由此使该镇名声

大振。以此推算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最早不超过北宋末年。

该镇的名称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信陵君的著名谋士朱亥,朱亥出身屠户,却在

围魏救赵、克破强秦方面立下大功,天下扬名。朱亥曾住的地方叫仙人庄,在朱仙镇北十公里处,朱亥墓即

在此地。朱亥有朱仙之誉,朱仙镇因此得名,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另一种说法在朱仙镇却家喻户晓:即
朱仙镇原名叫“诸仙镇”或“聚仙镇”,是各路神仙聚集之所。在当地口语中“诸”、“聚”与“朱”同音,朱仙镇之

名渐渐确定下来。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么多神仙 ? 原来明清时期这个小镇庙宇众多,诸多神仙不

过是这些庙宇里供奉的神祇。据说香火盛时朱仙镇最多有大小七十二座庙宇,至今还保留着两座规模较大

的关帝庙与岳飞庙,全是明清时建筑,这在中原一带一般市镇中十分罕见。众多神仙被集中供奉在庙宇里,

这些庙宇以各路仙人的名号命名,“聚仙镇”、“诸仙镇”即“朱仙镇”因此得名。体现在朱仙镇木版门神年画

中,神仙故事题材与神仙形象的确很多,如财神关公、柴进,染色仙葛仙,牛王神、马王神、灶王神等,最集中



的是天地全神。照此说来,朱仙镇的名称由来几经变更,反而更富于文化意义与地方色彩,并与中原地方戏

曲文化又有着直接关联。
“庙会”一词说明有庙就有会,有会就有戏,这在中原农村是一种习俗。明清之际朱仙镇庙会远近闻名,

它不仅是这一地区较大的商业集贸市场,还是一个主要娱乐中心。在古代农村,最大、最有规模的娱乐莫过

于唱大戏,尤其在明末、清代戏曲艺术比较繁盛时期。可以说,戏曲、庙宇、庙会、商贸集中于朱仙镇,才促使

该镇名利双升,一度繁荣。

朱仙镇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其商业繁荣并行不悖。据朱仙镇民间工艺大师万秀华介绍:朱仙镇是中原戏

曲的发源地,在明清之际各路戏班都以在这里表演为荣。那时的朱仙镇商铺林立,人口众多,戏曲表演辐射

面大,影响面广。这里有戏曲行会,并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为该镇戏曲日,即配合木版年画开市日(农历九

月九日),各路演员开始登台献艺。当时戏曲行会有一个规矩:凡是学戏已成即将出师的年轻演员入行,或
是老演员转班,都要在朱仙镇义演,以验其技艺,然后才由各大戏班量才招用。因此,朱仙镇当年的戏曲表

演盛况空前,这大大小小的庙宇与各种庙会既是戏曲表演的场所,又是他们的歇脚之处,还是庙主们求施与

敛财的好机会,所以这里的庙会与戏曲都十分红火,成了中原农村少有的艺术中心。

一地的戏曲繁荣大多与其商业贸易不可分割。朱仙镇的商业兴盛是在明代以后,与中原地方戏曲艺术

的兴盛期恰相吻合。据《开封府志》记载,在清康熙中期,朱仙镇在开封府所有的关市镇店中商贾贸易最盛,

当时有诗描绘其繁华景象,云:“万家繁生聚,一水隔东西。”(李 来 章《礼 山 园 诗 集》卷 八)[2]635“闾阎栉比,清

波极目,舟楫充盈。北控陈桥,南通尉氏,仿佛当年古汴京。”(陈维崧《迦陵 词 全 集》卷 二 四《过 朱 仙 镇》)[2]另
据现存于该镇山西会馆中的《重修关帝庙碑记》记载,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为重修关帝庙,朱仙镇共有

270余家作坊捐资,抽厘金额达银300余两,其中参与捐资的门神作坊14家,皮行作坊251家。可见当时朱

仙镇的商业繁荣程度。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朱仙镇显然有与古城开封并盛之势,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它
已经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据清代光绪年间《祥府县志》记载:“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

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

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江西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3]59在全国四大名镇中朱仙镇仍然名列前茅。据记载,

在最繁盛时期,朱仙镇的商民有四万多户,人口二十余万,自然成为中原乃至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由上述可知,当时朱仙镇的商业除了皮货行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木版年画。年画既是一种商 业 产

品,又是民间工艺,它在朱仙镇综合商业贸易的带动下规模日渐扩大,声名远播,在年画领域又位居全国四

大年画基地之列,与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山东杨家埠齐名,至今人们仍念念不忘。民国初年李步青所

著《岳飞与朱仙镇》一书中说:“红纸门神,系旧欲过年之消用物,为镇中最著名之特产。”可见尽管年画不是

最大的商行、贸易额最多的商品,却是最有特色、最著名的品种。当时朱仙镇聚集着大批山西、陕西等地的

客商,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一下子就看中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市场前景,因而在做其他货物生意的同时,投
资年画生产与销售,使这门生意更加红火兴隆起来。据当地老年人介绍,当年朱仙镇木版年画名声最大、生
意最好、受惠最多的不是朱仙镇人,而是晋陕客商。在朱仙镇木板年画盛期,规模较大的商号是山西人开的

“德源长”,门面有五六间,作坊百余间,雇工多达一百多人。而做年画生意的商铺更多。明清时期晋陕甘客

商在全国各地做生意,富甲一方,也因此在全国各地留下不少建筑文化遗迹。朱仙镇现在还存有当年兴建

的山陕会馆,而向北45华里的开封市内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山陕甘会馆,也是明清晋陕甘客商集资所建,现
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会馆中清一色古典建筑,飞檐走壁,雕梁画栋,弥足珍贵。更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何处的山陕会馆,都必然立关公庙,塑关公像,建非常讲究的戏台戏楼。关公是那一带商人信奉的

财神,也是民间戏曲的重要角色,唱戏是客商业余娱乐生活和交际手段,直接或间接助推了商贸发展,在朱

仙镇则成就了木版年画。因为明清时期的年画,除了门神一类之外,大部分内容是戏曲题材。唱戏可以让

年画的木版刻工感受体会画题内容,更好地塑造画面形象;同时还可以让普通百姓通过看戏,了解、理解年

画的内容和寓意,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无形中会提高年画的影响力,拓宽了年画的销路。当地民间很早就流

行着这样的说法:“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

中原农村人们十分热爱戏曲,戏曲在这里很有市场且历史悠久。尤其是元明以降,戏曲艺术在我国有很

大发展,地方戏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明清之际,尤其是从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约1700—1774年),中
原地方戏开始酝酿兴起,从乾隆中叶到道光末年,这一戏种已经十分繁荣了。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朱仙镇

木版年画逐步走向兴盛与巅峰。据现存于朱仙镇关公庙的碑刻记载,这里的庙宇和戏楼都是这一时期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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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的。如至今仍存的关帝庙,又名山西会馆,始建于明代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并于崇祯年间修建了

戏楼(这是俗称,学名舞楼)。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贸易的扩大,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山西众商

号捐资重建会馆及关 帝 庙。清 雍 正 十 一 年(公 元1733年)众 商 户 再 次 捐 资 修 复 关 帝 庙 戏 楼,清 乾 隆 七 年

(1742年)再次重修。清乾隆四十七年(1775年)又将关帝庙戏楼移建于照壁内。关帝庙戏楼高三丈,其前

部的挑檐卷棚建筑精美,至今还保存完好。道光十二年(1832年)山西商号再次出资整修扩建关帝庙大戏楼

(此时也叫春秋楼),该楼上部1943年侵华日军进驻朱仙镇时拆除改为炮楼,1947年国民党保安团侵驻此

地时将其彻底拆毁,用以修筑防御工事。

从史料中可知,朱仙镇关帝庙及其戏楼一再整修扩建的年代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并延续至道光末期,

这一时期恰恰是朱仙镇商业繁荣、木版年画崛起兴盛的时期,又是以戏曲形象为主的木版年画在全国各地

盛行的时期,戏曲无疑是这 里 人 们 最 重 要、最 普 及 的 文 化 生 活。当 时 中 原 地 方 戏 有 许 多 品 种 流 行,如 罗 罗

腔、弦索腔(又称女儿腔,俗称河南腔)等,地方小戏品种更加繁多,并广受欢迎。在旧时代,戏曲是一种普及

性很强的社会文化,演戏讲究气氛与捧场,无论富贵贫穷,唱戏都是公众的、公开的。请戏班唱戏也可以量

力而行。钱多可以唱大戏,想省钱可以唱小戏,一两个人说说唱唱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戏曲既具有娱乐

功能,又具有教育作用,主要表现爱情、婚姻、家庭、伦理、善恶,在文化、教育并不普及的封建时代,它是宣传

传统忠孝节义、传播伦理道德的良好途径,因此颇受社会欢迎,公私都大力提倡。河南是民族戏曲的发源地

之一,豫剧、越调、四平调、曲剧、河南坠子等流传很广,有些著名的曲目剧目,人们皆耳熟能详,甚至还能模

仿自娱。

因此,朱仙镇木版年画吸收民间戏曲因素,以迎合人们这方面的偏好是自然而然的事。许多戏曲题材在

朱仙镇年画刻印 时 被 直 接 引 用,如《三 娘 教 子》、《长 坂 坡》、《王 小 赶 脚》、《文 王 访 贤》、《九 龙 山》、《罗 章 跪

楼》、《木兰从军》等等。这些戏曲题材占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大多数,其内容家喻户晓,普通百姓贴在门上不

仅自己看得懂,街坊四邻也都看得懂,看年画、讲故事成了年节风气,因此这种题材的年画最受欢迎。

戏曲因素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影响不止题材内容,在形象塑造与表现手法上也十分明显。朱仙镇木版

年画多数以人物为主,而人物形象的脸谱化、虚拟化、夸张变形等戏曲化手法常运用其中。人物服饰又多以

古装戏曲的形式出现,这样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戏曲性就更加强烈。在年画表现中,人物的面部刻画是戏曲

中的脸谱,行头亦是舞台上的行头,招式同样是戏曲里边的招式,年画与戏曲已经水乳交融了。朱仙镇木版

年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画说戏,并且以吉祥喜庆的喜剧为主,以烘托气氛为目的。在画面人物的表

现上朱仙镇木版年画颇有一些戏剧性和想象力。如在人物安排上,一幅画中重要人物体量大,次要人物体

量小,而且尺寸大小十分悬殊。如 果 是 人 与 马、人 与 麒 麟 等 动 物 并 置,则 人 物 大、动 物 小,尺 寸 比 例 同 样 悬

殊。这种刻画手法本身就有“戏说”与“虚拟”的味道,是戏曲艺术虚拟化特征的直接借用。在朱仙镇木版年

画中,即使是画面的上几束草丛,作为点缀或画面构成,它们仍然具有装饰味道,齐齐整整,似是而非,十分

有趣。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众多的戏曲因素中,最突出的还是人物戏曲化造型,无论是神祇画、故事画、历史

画,戏曲性地夸张、变形、装饰成了最重要的手段与审美特色。

年画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需张贴的观赏品,年画人物的戏曲化无异增加了广大百姓的认同感、欣赏力

与购买兴趣,因此年画的销量不断增加,影响扩大。不仅是在中原,在全国各地,明末以至清末、民初,张贴

年画成了普遍的习俗,尤其在清代中期变得更加红火[4],由此在全国形成了以开封朱仙镇、苏州桃花坞、天津

杨柳青、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等为中心的年画制作基地,占据东西南北中大部分年画市场,年画的制作与

经营成了这些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戏曲艺术、尤其是地方戏

曲在全国的遍地开花。朱仙镇木版年画及其戏曲化只不过是这一时期时代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

遗憾的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红火一时,之后就渐渐衰落了。同样,上述几大年画制作基地也都先后呈衰

落之势,说明这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只是朱仙镇显得更为突出、更为萧索一些。如今的朱仙镇,从事木

版年画制作的仅仅三五家,基本上是自由经营,没有固定市场,没有稳定客源,与清代盛期周边十几个村庄

共同加工制作年画的盛况相比,有天壤之别。如今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像古董一样成了一种稀罕物,即使是

本镇居民逢年过节也没有人再张贴这种成本不菲的手工木版年画,代之以价格低廉的机印年画,平时更无

人问津。朱仙镇也从原来的数十万人口的大市镇变成了万余人的普通中原小镇,在当年闻名全国的四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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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中,只有朱仙镇最为不堪。

许多专家学者十分重视这一状况,深入研究朱仙镇及其木版年画衰落的原因,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

案。有印刷技术进步说,有经济能力影响说,有交通方式转变说,有河流航运影响说等等①。最近较为流行

的是后者,即朱仙镇木版年画兴也航运、衰也航运。的确,自古以来朱仙镇滨临贾鲁河,可以说这条河是该

镇的“福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起时间与该河道的通航相对应,即在清乾隆时期。开封及朱仙镇虽临近

黄河,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水流平缓,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水流反而南下入淮,属于淮河流域。在古代中原,
河道船运是重要的运输 渠 道,隋 代 开 挖 的 大 运 河 其 主 要 功 能 也 是 航 运。在 宋 代 大 运 河 即 在 开 封 与 黄 河 交

叉,城区及周边河道纵横,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可见一斑。北宋建都开封,也与当时此地纵横交错的

河流、便于通航有关。至明末清初,开封已降为府首,过去的河道大多因黄河屡屡泛滥淤积而废弃。此时保

留下来途经朱仙镇的最主要河道贾鲁河即古汴渠,原来的水源是引黄河水入淮,泥沙太多淤积河道,不便通

航。航运影响说认为,后来的贾鲁河改以发源于黄河南岸荥阳地区的索水、须水、京水“三水”为源头,水质

变得清澈,通航能力大大增强,并由此带动朱仙镇商业贸易的兴起,进而促进了其木版年画的兴盛。清道光

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六月,黄河在中牟一带溃坝决堤,泛滥成灾,并夺贾鲁河入 淮,贾 鲁 河 由 此 河 道 淤

滞,水运不畅,导致商贾四散,朱仙镇商业凋敝,木版年画由此衰落[5]。
笔者并不认同纯河道航运因素及商业因素左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盛衰,因为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民间

年画作为民俗与民间艺术的特殊性,忽略了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作为民间消费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主

要销售区域是广大农村,年画的兴衰,与中原民间风俗及民俗的变化、尤其是地方戏曲艺术的兴衰有很大关

系。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衰落固然有河道受阻等原因,然而并非根本原因。黄河在明清时期多次决堤泛滥,
填塞河道的情况屡屡发生,贾鲁河的源头“三水”并未改变,至今依然,而且淤塞河道与疏浚河道一直都没有

停止过。之所以后来废弃河道而不用,一方面与泥沙严重淤积有关,一方面与陇海铁路的开通有关,同时也

与石版印刷的再现、中原社会动荡不安、戏曲艺术逐步衰落有关。从上文可知,最严重的一次黄河水患发生

在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不仅贾鲁河河道淤积,还给朱仙镇本身造成极大破坏,“大溜正冲镇北,直
射关庙春秋阁后。时居民皆避庙西沙岗一带,幸地势稍高得免,然河东民舍市廛已沉溺大半。”[2]即便损失如

此之大,朱仙镇的商户并没有马上撤离,仍有不少商家出资重 建 关 帝 庙 戏 楼(春 秋 阁),这 在 上 文 中 已 经 提

及。再加上朱仙镇据河临衢,即使水运受阻,陆运并未阻断,并不影响其木板年画的集散。朱仙镇位居开封

至尉氏、许昌、周口的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是开封通向南、东南、西南的门户和通衢重镇,怎能因为一河之废

而一切俱废 ? 同时,晋陕商家多来自西北,而朱仙镇木版年画及其他商品遍及华北、江南各地,也不是一条

贾鲁河的水运可以承担的。
因此仅以水患造成水运受阻导致朱仙镇及其木版年画衰落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表面看是水患淤塞贾

鲁河道造成通航能力下降、货运受阻,其深层因素还是人类、时代与社会文化自身的改变。的确,朱仙镇在

清代多次遭遇水患,淹没市集,致使模板刻板散落毁坏,许多艺人也逃荒避难,流落他乡。没有了木版年画

生产的源头,它的衰落命运是可以预见的。更重要的是清代末期至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原地

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民众民生遭遇空前的生存危机,一向繁荣昌盛的戏曲艺术同时衰败。戏曲艺术、尤
其地方戏曲走向衰落这在全国皆成了一种趋势(尽管此后京剧艺术崛起,可它在中原地区影响甚小,至今仍

是如此),不仅唱戏的戏台场所遭遇破坏,由于人口锐减,生活窘迫,连观众也大不如前,加之不少戏班解散,
艺人改行,戏曲市场严重萎缩,它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取而代之的是迫在眉睫的生存、

生活。生活的困顿让木版年画也失去了光芒,逢年过节,人们买不起年画,毕竟年画是艺术品;贴一张便宜

得多的石印、机印门画即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原地区的春联以自家买红纸书写为主,或自撰自写,或
请人代笔。更讲究些的买张印刷的门画,而一般人家在中间写一个大大的福字就行了。在朱仙镇,木板年

画与戏曲艺术的确唇齿相依。随着戏曲艺术的衰落,唱戏的人少了,看戏的人少了,了解、热爱戏的人也少

了,由此导致以戏曲故事、戏曲人物为核心的年画创作停滞,表现戏曲题材的木版年画很少有人问津。许多

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年画中的人物身份、故事情节或寓意价值,购买年画的热情自然消退。因而朱仙镇木版

年画的衰落,是商业、交通、社会生活、地方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中戏曲艺术在中原的衰退是

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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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袁汝波:《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衰》,《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朱军献:《朱仙镇木版年
画兴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如今,朱仙镇木版年画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寻常百姓家都能消费得起的普通用品,而成了艺术文化遗产,

成了只供个别人、特殊阶层使用消费的奢侈品,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木版年画的制作也由过去的批量生

产、以数量求生存,变为现在的精雕细刻。朱仙镇往昔繁盛的情景不复存在,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已然败

落为中原地区一个最为普通的乡镇。笔者多次走访镇中居民,问他们还看不看戏,回答是早就没戏可看了,

只在广播里听听、电视里看看而已。当代文化艺术的多样与丰富,传播方式的快捷与更新,甚至连听听看看

都顾不上。搭戏台、请戏班的事儿变得更为遥远,如今的朱仙镇似乎与那个曾经的戏曲中心无关,这些历史

许多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保留在镇上的木版年画社屈指可数,有的还转移到开封市发展(为了与朱

仙镇木版年画相区别,特称开封木版年画)。在镇上的几家年画门店相当冷清,号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本属于个人经营性质,祖传的手艺舍不得中断,几乎是勉强支撑。现在的年画买家多为一些书画爱好者、

研究者,或特色礼品。销售的有散页,更多的是装订成册或裱成轴卷,再加上精美的装潢。一本年画画册动

辄数百元、上千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问津的。

考察得知,木版年画在朱仙镇人的心目中已然淡化,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保护似乎与他们无关。正

如他们现在只看电视连续剧一样,传统戏曲的存续也在现代化生活中变得步履维艰。因此曾经一度关联度

极高的木版年画与戏曲双双衰落,以至于连专家学者都忽略了他们与朱仙镇荣衰的密切联系。因此用“抢
救”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准确的,至于它的开发、振兴、拓展等等,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文化艺术环

境的改变,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历史的规律是选择,选择的原则是适者生存,文化艺术亦不例外。今天的朱

仙镇依然据河临衢,盘据要津,然而朱仙镇木版年画像一台戏曲一样,大幕已徐徐落下,历史不可重复,纵然

水运变物流,昔日盛况似乎难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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