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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書
主
要
在
湖
南
省
江
永
縣
上
江
墟
瀟

水
流
域
兩
岸
一
些
村
子
的
婦
女
中
流
傳
，

據
說
十
個
人
裡
，
只
有
一
兩
個
會
認
會

寫
。
到
了
現
代
，
能
夠
書
寫
女
書
的
人
更

是
鳳
毛
麟
角
。
記
者
來
到
上
墟
鎮
蒲
尾

﹁
女
書
村
﹂，
這
裡
是
江
永
女
書
流
傳
的
中

心
地
帶
。

文
化
活
化
石

為
了
女
書
的
搶
救
與
開
發
，
當
地
政
府

在
村
前
建
了
一
座
﹁
女
書
園
﹂，
這
也
成

為
江
永
的
旅
遊
景
點
之
一
，
很
多
外
地
遊

客
遠
道
來
到
這
裡
，
就
為
一
睹
神
秘
女
書

的
真
面
目
。
﹁
女
書
園
﹂
的
講
解
員
蒲
麗

娟
的
母
親
，
今
年
七
十
八
歲
的
何
靜
華
是

政
府
授
予
的
七
位
﹁
女
書
傳
人
﹂
之
一
。

蒲
麗
娟
表
示
，
隨
㠥
江
永
女
書
的
名
氣
愈

來
愈
大
，
國
內
外
關
注
女
書
的
人
愈
來
愈

多
，
她
和
母
親
經
常
出
國
交
流
，
傳
播
這

種
最
神
秘
、
最
奇
特
的
語
言
文
字
。

女
書
可
分
為
創
作
、
記
錄
和
翻
譯
三
大

類
。
創
作
作
品
主
要
包
括
三
朝
書
、
結
交

書
、
慰
問
信
、
祝
賀
信
、
傳
記
、
祭
文

等
；
將
別
人
創
作
且
已
廣
泛
流
傳
的
作
品

用
女
書
記
錄
下
來
的
作
品
也
很
多
，
包
括

兒
歌
、
出
嫁
歌
、
謎
語
等
；
而
將
以
前
社

會
上
流
傳
的
許
多
木
刻
漢
文
唱
本
，
選
取

一
些
反
映
婦
女
活
動
的
內
容
譯
成
女
書
，

這
類
可
稱
作
翻
譯
作
品
。

最
近
，
女
書
中
的
民
間
敘
事
文
學
也
開

始
引
起
關
注
。
據
了
解
，
目
前
收
集
到
的

民
間
敘
事
詩
歌
有
二
十
五
件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長
篇
敘
事
詩
作
有
八
部
。
蒲
麗
娟

說
，
這
類
女
書
作
品
大
多
以
抒
發
女
性
在

當
時
不
平
等
的
社
會
境
況
下
之
內
心
苦

悶
為
主
。

專
家
認
為
，
女
書
記
載
的
敘
事
作

品
就
整
體
而
言
，
並
非
女
性
所
獨

創
，
但
這
種
民
間
口
頭
傳
承
作
品

寫
入
﹁
女
書
﹂
後
，
成
為
女
性
心

靈
世
界
的
投
影
。
作
品
完
全
用
寫

實
手
法
自
敘
自
歎
心
比
天
高
、

命
如
紙
薄
，
許
多
美
好
意
願
在

黑
暗
中
化
作
泡
影
的
悲
苦
境

遇
，
並
請
出
民
間
傳
說
中
的

神
靈
幫
助
逢
凶
化
吉
。

江
永
女
書
在
整
理
與
傳
承

之
間
還
有
許
多
待
解
之
謎
，

二
○
○
四
年
，
隨
㠥
最
後
一

位
﹁
自
然
女
書
傳
人
﹂
陽
煥
宜
去
世
，

剩
下
的
未
解
之
謎
恐
怕
無
法
破
解
了
。

獨
特
的
民
俗
傳
承

女
書
這
種
奇
特
的
文
字
，
為
何
會
在
江

永
出
現
並
依
靠
母
傳
女
、
老
傳
少
以
及
女

性
姊
妹
間
互
相
學
習
這
種
原
始
簡
陋
的
方

式
一
代
代
傳
承
下
來
？

據
資
料
介
紹
，
江
永
地
處
湘
桂
粵
邊

界
，
當
地
十
分
完
整
地
保
留
了
封
建
社
會

漢
族
舊
婚
俗
的
繁
縟
禮
俗
，
流
行
﹁
父
母

之
命
，
媒
妁
之
言
﹂，
又
受
南
方
少
數
民

族
特
別
是
瑤
族
女
尊
男
卑
的
觀
念
影
響
，

婦
女
婚
後
三
天
即
返
回
娘
家
，
直
到
懷
孕

生
子
後
才
正
式
在
夫
家
居
住
。
這
一
古
老

婚
俗
客
觀
上
使
得
當
地
新
婚
少
婦
在
婚
後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還
能
自
由
享
受
少
女
時

光
，
與
同
村
姑
娘
玩
耍
，
唱
習
女
紅
。
這

種
帶
有
濃
厚
﹁
母
權
社
會
﹂
影
子
的
習

俗
，
對
女
書
的
傳
承
衍
進
起
到
了
推
波
助

瀾
的
作
用
。

據
老
人
的
回
憶
和
文
獻
記
載
，
歷
史
上

江
永
及
周
邊
地
區
的
婦
女
，
尤
其
是
年
輕

姑
娘
之
間
，
盛
行
結
交
﹁
老
同
﹂︵
生
辰

相
同
者
或
親
密
女
友
間
互
相
結
拜
︶，
雙

方
家
庭
為
此
專
門
修
書
，
甚
至
舉
行
結
拜

儀
式
。

當
地
習
俗
，
婦
女
還
會
定
期
趕
赴
女
神

廟
會
請
求
神
佑
，
並
藉
此
交
流
聚
唱
女

書
。
一
年
一
度
的
﹁
鬥
牛
節
﹂
也
是
女
性

之
間
親
密
交
往
的
好
場
所
。
節
日
期
間
，

男
人
們
出
門
看
鬥
牛
，
女
人
們
則
趁
機
聚

集
﹁
讀
紙
讀
扇
﹂，
送
字
傳
情
。
閨
房
女

紅
也
多
邀
友
結
伴
，
邊
做
邊
唱
交
流
技

藝
。
不
但
婚
前
﹁
歌
堂
哭
嫁
﹂
唱
女
書
，

在
當
地
新
娘
出
嫁
的
儀
式
上
，
姐
妹
們
用

女
書
書
寫
﹁
三
朝
書
﹂
作
陪
嫁
賀
禮
，
且

當
眾
宣
讀
。

專
家
認
為
，
當
地
種
種
習
俗
，
為
女
書

的
發
展
及
代
代
相
傳
創
造
了
極
為
有
利
的

條
件
，
同
時
也
足
見
女
書
在
當
地
女
性
中

的
地
位
。

傳
承
作
品
稀
少

女
書
於
何
時
、
何
地
起
源
，
一
直
是
一

個
千
古
之
謎
。
而
在
民
間
，
則
流
傳
㠥
幾

則
女
書
起
源
的
說
法
。

一
種
說
法
，
女
書
是
根
據
古
代
婦
女
刺

繡
上
的
圖
案
變
化
而
來
的
，
因
為
女
紅
刺

繡
都
是
女
子
的
工
作
，
故
女
書
僅
在
女
性

間
流
傳
。
另
一
種
說
法
則
帶
㠥
濃
厚
的
民

間
傳
說
的
意
味
，
據
說
在
宋
朝
時
期
，
江

永
有
一
位
美
麗
的
女
子
叫
胡
玉
秀
，
她
被

皇
上
選
為
妃
子
但
不
久
就
遭
冷
遇
。
她
想

向
家
裡
的
親
人
傾
訴
苦
情
但
又
怕
人
發

現
，
於
是
自
己
創
造
出
女
書
寫
在
扇
子
上

帶
回
家
，
並
囑
咐
親
人
要
斜
㠥
看
，
用
家

鄉
的
土
話
來
讀
，
就
會
明
白
她
的
意
思
。

其
他
說
法
還
有
很
多
，
但
感
覺
大
多
不
靠

譜
。在

學
術
界
，
對
女
書
的
起
源
時
間
也
莫

衷
一
是
。
目
前
也
有
三
種
說
法
，
一
是
認

為
女
書
起
源
於
先
秦
時
期
，
一
是
認
為
起

源
於
明
代
，
還
有
一
種
觀
點
認
為
起
源
於

中
古
時
期
，
因
為
只
有
講
究
男
尊
女
卑
、

男
耕
女
織
的
時
代
才
有
可
能
產
生
女
書
這

種
奇
特
的
文
字
。
終
歸
一
句
話
，
女
書
的

歷
史
很
悠
久
。

既
然
女
書
已
流
傳
數
百
年
乃
至
上
千

年
，
但
為
何
歷
史
上
關
於
女
書
的
記
載
仍

然
很
少
，
而
且
流
傳
下
來
的
女
書
文
獻
或

者
資
料
也
不
多
呢
？

據
江
永
縣
宣
傳
部
門
的
人
士
介
紹
，
這

種
情
形
源
於
女
書
的
一
個
傳
統—

—

﹁
人

死
書
焚
﹂
，
為
了
讓
死
去
的
姐
妹
不
寂

寞
，
能
繼
續
享
受
陽
間
結
友
為
伴
、
互
通

女
書
的
情
誼
，
死
者
的
家
屬
和
結
拜
姐
妹

會
把
她
保
存
的
女
書
全
部
放
進
棺
材
陪

葬
，
或
者
在
靈
前
全
部
焚
燬
。

一
九
九
一
年
，
精
通
女
書
的
義
年
華
老

人
去
世
後
，
陪
葬
的
女
書
足
足
有
半
尺

厚
。

各
界
及
時
搶
救

一
直
以
來
，
江
永
縣
交
通
不
便
，
是
個

非
常
偏
僻
的
落
後
地
區
，
這
種
情
況
直
到

最
近
十
多
年
才
有
所
改
善
，
這
也
造
成
了

女
書
養
在
深
閨
人
未
識
的
狀
態
。

據
介
紹
，
女
書
被
世
人
熟
悉
，
有
一
個

很
長
的
過
程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一
位

瑤
族
婦
女
被
火
車
軋
斷
了
一
條
腿
。
她
爬

到
醫
院
，
因
說
的
話
別
人
聽
不
懂
、
寫
下

的
文
字
別
人
也
看
不
懂
，
錯
被
當
做
特
務

﹁
請
﹂
到
公
安
部
門
接
受
調
查
。
她
寫
下

的
文
字
形
如
﹁
螞
蟻
﹂、
﹁
蚊
子
﹂，
不
僅

公
安
部
門
的
鑒
定
人
員
聞
所
未
聞
，
就
連

當
時
在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
現
中
央
民
族
大

學
︶
從
事
少
數
民
族
語
言
文
字
研
究
的
張

公
瑾
、
陳
其
光
等
人
也
無
法
辨
識
。
這
是

女
書
第
一
次
進
入
學
者
視
野
。

提
到
江
永
女
書
的
發
現
與
傳
播
，
不
得

不
提
到
一
個
重
要
人
物—

—

周
碩
沂
。
一

九
五
四
年
，
在
江
永
縣
文
化
館
工
作
的
周

碩
沂
，
在
下
鄉
過
程
中
了
解
了
女
書
，
並

得
到
一
些
女
書
作
品
，
他
甚
至
將
兩
篇
女

書
原
件
寄
到
了
湖
南
省
博
物
館
，
但
沒
有

引
起
重
視
。
周
碩
沂
對
女
書
的
熱
情
不

減
，
通
過
各
方
請
教
、
走
訪
並
拜
師
學

習
，
他
熟
練
掌
握
了
女
書
說
唱
且
能
書
寫

的
特
性
，
成
為
第
一
位
女
書
的
男
傳
人
。

一
九
八
五
年
後
，
中
國
多
個
主
流
媒
體

先
後
報
道
了
江
永
女
書
，
在
國
際
上
產
生

了
較
大
影
響
，
得
到
社
會
的
普
遍
承
認
與

重
視
。
為
了
延
續
這
一
文
化
奇
葩
，
自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起
，
當
地
各
級
政
府
做
了

大
量
搶
救
與
保
護
工
作
。
二
○
○
二
年
，

女
書
被
列
為
﹁
中
國
檔
案
文
獻
遺
產
名

錄
﹂。
二
○
○
三
年
，
江
永
縣
特
別
授
予

陽
煥
宜
等
五
人
﹁
女
書
傳
人
﹂
的
稱
號
。

二
○
○
五
年
，
女
書
被
列
入
︽
健
力
士
世

界
紀
錄
大
全
︾。
二
○
○
六
年
，
女
書
習

俗
被
列
入
全
國
首
批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二
○
○
八
年
，
女
書
又
作
為
湖
南
省

向
國
家
推
薦
申
報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人

類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代
表
作
的
唯
一
項

目
。
現
在
，
江
永
縣
正
籌
備
女
書
申
報

﹁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工
作
，
力
爭
在
十
年

左
右
﹁
申
遺
﹂
成
功
。

從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出來，一路向
南，頭頂上不時飛過通向內蒙、北京、
甘肅、四川、湖北等省份的高速公路指
示牌，提醒你身處的地理位置：這是中
國的心臟。跨過渭河後，路邊風景開始
變得熟悉起來，遠遠近近的成片的高層
住宅大廈仍在施工中，高聳的、齊整
的、堅固的樓群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活
力，朱古力色的方格子裸牆外，懸掛㠥
紅紅綠綠的地產公司和建築公司的名
字。鼻子裡，似乎還可以聞到水泥的味
道，這是新的味道，是發展的味道。這
樣的密集工地，延綿不斷，過去的「城
郊」消失了，現在滿眼所及，都是「大
城」的延伸。
各種與帝宮相府、都市園林、東方美

學之類相關的房地產廣告詞，讓人想到
馬可．波羅傳記裡對異國情調的描述。
不經意間，馬友友的招牌笑容，也如同
主人般的出現在某個大型廣告展板上。
有那麼一瞬間，你會不知身處在哪座國
際大都市。不過，直至上個月，香港港
龍航空公司才恢復西安飛香港的定期航

班，使得之前兩地往返的一天
一班增至一天兩班，最新報道
說，5月後西安直飛香港將增
至一天三班機。
作為中國中西部的重鎮，又

有張騫出使西域的佳話，在面
對沿海城市的港口貿易競爭
下，對深化對外開放的渴望顯
得異常迫切。這從隨處可見的
廣告標語、宣傳文案裡的「綠
色生態」、「文創基金」、「園林城市」
等現下時髦概念中看出來。
當然，當地政府積極投入和規劃建設

的努力，絕沒有止在概念上的接軌。坐
落在西安南城外的文化產業園「曲江新
區」，已然是全國同類建設的示範模板。
這個以盛唐文化為主題特色的新開發
區，卻擔負㠥如此之多的城市功能：遺
址和景區的開發和保護、文化創意產業
的「孵化中心」、圍繞景區啟動的商務中
心等等。這種呈輻射狀、打破省城與其
他城市行政界限的「做大做強」的規劃
思路，目前也正在中國其他內陸城市發

生。

古都的新格局
然而，在西安乃至整個陝西省，討論

對土地實行徵用和規劃，本身是一個頗
具挑戰的事情。「因為陝西豐富的地下
文物遺產，對開發商是有限制的，每次
動工前，都需要先上報給國家文物部
門，得到批准後才能開展。如果建設工
作會破壞地下遺址，開發商甚至需要放
棄。」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寇雅玲在記
者會上說。不過，當地政府對房地產的
介入，都保持㠥小心謹慎的態度。寇主
任舉例說，有些地產集團為了配合當地

的人文環境，會主動置入一些藝術項
目，令現有的項目得到升級。
記者在曲江新區的新地標之一、大型

綜合休閑文化區的「大唐不夜城」一帶
看到，除了唐韻十足的巨型歷史人物雕
塑，音樂廳、美術館的造型，以及環繞
在大雁塔廣場、唐遺址公園附近的高級
住宅區的建築外觀，也都採用了仿唐風
格，現代和古跡相得益彰。
與現代新城開發相對應的，是坐落在

西安東北角的「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
項目。這個1300多年前唐皇宮的遺址，
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才被考古人員發
現。2007年，西安政府獲得香港中國海

外公司投巨資，進行整體面積達1萬1千
平方米的遺址建設和周邊改造。這個文
化項目的特別之處，除了對「大明宮」
做階段性的考古科研和修復，還涉及到
當地居民搬遷、環境治理等民生工作。
據當地政府官員透露，原位於西安城

內的政府辦公大樓未來幾年也將逐漸搬
到新建的開發區內，這樣避免了日後老
城區建築和風貌在發展中受到破壞。由
原來向城中心集中，到選擇以多點向外
輻射的方式，是西安這座古都適應現代
化發展所建立的新格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小島

圖：網絡圖片

西安古城：在開發與保存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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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夜景

■大明宮遺址公園

■大唐不夜城的歷史人物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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