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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个跨流域大型城市调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正式通水40周年。近日，由中铁十八局

集团、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策划制作的纪念引滦入津工程通水40周年纪录片《思源》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纪录频道黄金时间播出。该片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主题鲜明、立意深刻、感染力强，受到社会

以及业内广泛关注。日前，该片主创在采访中分享了引滦入津工程背后的感人故事。

赵伟“葫芦庐”要不断融入新的文化价值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追踪热点

纪 念 引 滦 入 津 工 程 通 水 40周 年 纪 录 片《思 源》

■ 让老影像焕发新生

唤醒引滦工程记忆

水，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历史上的天
津，曾是河湖纵横的“北国水乡”。20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京、津、冀遭遇严重干旱，海河
成为天津人民赖以生存的“蓄水池”。海潮倒
灌，市民只能喝氯化物超标的“苦咸水”。

那时，天津市第一发电厂已经停止发电，
纺织、印染、造纸等大型企业随时面临停产，这
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城市，被缺水扼住了
命门。为了应对天津水源危机，1981年8月，党
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实施引滦入津工程。

滦河，一条大旱年份里也不曾干涸的生
命线，发源于河北北部，蜿蜒于燕山峡谷，水
量丰沛，水质清澈，距离天津相对较近。引滦
入津，就是将滦河水从潘家口水库引出，经大
黑汀水库调节，经总干渠，到达引滦分水枢纽
闸，滦河水再由这里流向天津，总工程全长
234公里。
《思源》尽管是一部 50分钟的单集纪录

片，但其创作的难度并不比多集的纪录片
低。据该片导演路一帆介绍，多集的纪录片
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架构，每个主题讲
述一个单独的内容。然而，单集纪录片更像
是院线式的电影表达方式，它需要讲述一个
完整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中要蕴含着多层
的含义和线索内容。因此，单集纪录片有其
独特的魅力。

摄制组足迹遍布广东、广西、陕西、宁夏、
四川、河北等地，拍摄素材总时长超过2000小
时。路一帆介绍，摄制组分为四路进行拍摄：
一路寻访引滦沿线，从天津出发，沿着疏水明
渠向北行进；一路则前往广东和广西，拍摄了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以及老战士；一路则前
往宁夏、陕西和四川，拍摄引汉济渭输水工程
以及引滦入津的亲历者；还有一条游击线，采
访了与天津相关的人物，包括歌唱家于淑珍、
关牧村等，以及一些在河北的引滦老战士。

为了更好地还原影像资料，节目组对大量
的素材进行筛选。路一帆说：“通过AI（人工
智能）的算力和算法，我们对画面的细节进行
了优化，观众可以看到，许多细节经过AI处理
后，画面的清晰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也
恢复了当时的色彩和明暗效果。此外，我们还
对色彩进行了补偿，使画面更加生动。感谢技
术的迭代升级，让我们的老影像焕发新生，观
众也可以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更加细腻逼真
的老影像。”

■ 铁道兵老战士回“阵地”

讲述奇迹背后的故事

纪录片中，有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铁道兵老战士们重回四十多年前工作的
隧洞。为了确保这一幕顺利拍摄，摄制团队两
次深入输水隧洞进行取景拍摄。开始拍摄时
正是输水的间歇期，这给了摄制团队一个特别
好的拍摄机会。第一次拍摄，摄制组跟随水利
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进入隧洞，用了将近三个
小时完整地走过阴冷潮湿的10公里隧洞。在
第二次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邀请了老战士们
来到现场，向观众讲述那段令人震撼的故事。
路一帆说：“隧洞很窄、很黑，水汽很大，地质条
件复杂，我们第一次进入隧洞时，确实感到有
些危险。重走这条路，我们能够切身地体会到
四十多年前铁道兵战士们的艰辛。尽管自然
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但他们仍然全力以赴。”

引滦入津是新中国第一次跨流域、跨省市
的大型引水工程。其中最艰难的，是在我国地
质年龄古老的燕山山脉中，穿越200多条断层，
修建一条9.69公里的隧洞，这在我国水利史上
前所未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成立于1948
年。战争时期，他们修筑了一条条“打不烂、炸
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和平年代，他们为新中
国的铁路建设事业，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引
滦入津工程，是铁道兵部队负责的第一个大型
引水工程，这个工程对于铁道兵部队有着特别
的意义，这是部队在兵改工前的最后一站，是
这支英雄的部队在脱下戎装之前要完成的最
后一场战役。

在河北省迁西县景忠山，铁道兵第八师拉
开了引滦工程隧洞施工攻坚克难的大战序
幕。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条近1万米的引
水隧洞即便两头同时开挖，至少要15年才能打
通。而国家给出的工期是5年，天津市决心要
在3年内打通隧洞。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时任铁八师副参谋长的景春阳，提出
了一种全新的思路——“长隧短打、分兵包
抄”。经过科学论证，铁八师决定在引水隧洞
上方，同时开凿15个通往隧洞的斜井，共开辟
32个工作面，同时掘进，从而大幅缩短工期，开
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隧洞开凿新方法。

在隧洞正式开凿时，这些深度不一的斜井
成为战士们必须迈过的第一道关。引水隧洞
12号斜井，是在整个隧洞中最深、最长的，从斜
井口到正洞，有527级台阶，相当于爬一座30层
的楼房。时任铁道兵第八师36团2营营长的王

广斌就是这里的“口长”，他说：“平时我们走，
那都是一口气跑上来，跑一趟水鞋里一半水一
半汗，那绝对是超强度的锻炼。”

广西隆安群山深处，这里是铁八师40团5
连战士许冠群的家乡。40年前，就在引滦工程
激战正酣的那个冬季，许冠群收到一封家乡的
来信，是父母催促他尽快回去与妻子完婚。作
为运渣队的一员，班上少一个人都会耽误工程
进度，许冠群不愿在此时离开战场。壮族习
俗，只有老大结婚，弟弟妹妹才能婚配。进退
两难的许冠群反复和父母商量，最后决定，为
妻子举办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许冠群说：
“为了天津700万人民能喝到滦河水，那么多年
当兵，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结婚是小事了。”
和许冠群一样，许多官兵主动推迟婚期、假期，
还有很多人带病带伤坚持施工。

当时有个顺口溜，“地下水长流，塌方没个
头，石如豆腐渣，谁见谁发愁。”隧洞施工面临
着塌方、滑坡、透水的多重考验，关键时刻，亟
待一支尖兵打开局面。

在铁道兵各个施工部队中，40团承担的
2500米隧洞是最长的。时任铁道兵第8师40
团团长解少文介绍，40团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
了不少实战经验，比如当隧洞塌方后，在前面
用石头砌个墙，以防止进一步的塌方，然后使
用高压泵将水泥注入墙体，使其固定。三天
后，当水泥凝固后，可以打开隧洞。

那时，施工陷入了胶着，为了争取时间，团
长解少文果断决定，在三个斜井旁再开凿三个
竖井。竖井打通后，砂浆石料也可以从竖井直
接运输下来，这大大缩短了运输距离，加快了
施工速度。正是由于有了这三个竖井，40团的
施工进度快了很多，成了整个隧洞工程施工部
队的榜样。

一杆风枪、一把铁锹，铁八师40团先后战
胜了267次较大塌方，穿过了71条断层和破碎
带，克服了泥石流和地下水等多重困难，被赞
誉为“能征善战，开创新局面的‘老虎团’”。和
“老虎团”一样，引滦部队官兵不断学习掌握新
技术，喷锚支护、挂甲喷浆等当时最为先进的
施工方法，都运用到了隧洞施工当中。
时任铁道兵第八师39团老战士李计生回忆

说：“40年了，有些东西是一生中永远也忘不掉
的。一次我们在10号洞附近，这个位置在两座
山的中间，有一天我打风枪的时候，上面塌方，下
来了几百斤重的石头，把我们打风枪的架子都
砸塌了，推渣的一个战友最后没抢救过来。”

遭遇如此特殊的情况，部队领导决定将这
个连队撤下来休整，但全连官兵没有一个人肯
下来。李计生说：“那绝对要坚持下来，退缩是
孬种。老铁道兵的精神不能忘，逢山凿路，遇

水架桥，不管是再有困难，你都得上。”
路一帆说：“在拍摄中，我们被李计生老战士那

双饱经风霜的手所震撼。他的手指关节已经严重
变形，这是由于他常年在一线工作，受到风湿病的
影响所致。纪录片中有一个画面非常有震撼力：他
面向远方，伸出手臂，用变形的手敬礼。四十多年
的付出和操劳，让他的双手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这
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谈到为什么要冒着巨大风险去开凿隧洞，老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为了让700万天津人民能
够喝上滦河水！”他们的回答也让路一帆颇为感
动，他说：“为了这个理想和信念，他们将自己的
生死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隧洞建设中，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 跟拍新时代建设者和工程

展现代代相传的引滦精神

1983年3月28日晚上8点55分，引滦隧洞全
线贯通。原定3年的工程，仅用了1年零4个月全
部完成，这不仅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
更创造了伟大的引滦精神——为民造福的伟大
思想，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严肃认真的科学态
度，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1983年9月5日上午8点，大黑汀水库和引滦
枢纽闸，依次提闸放水，清甜的滦河水一路流淌，奔
向234公里之外的天津。歌唱家于淑珍说：“水出
来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捧着喝，那个幸福啊。如果
你没有那个经历的话，你就没有感觉现在的水有多
甜。作为天津人，我们只能永远怀着感恩的心。引
滦入津真是人民和解放军豁出命来干的！”

在198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天津歌唱家
于淑珍深情演唱了《滦水香茶献亲人》。潺潺滦
河水流进了天津人的心里，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
天津，注入了发展的动力。

1984年 1月 1日，铁道兵整制撤编，由兵改
工。天津第一时间张开怀抱，热情接收引滦功
臣们“回家”，许多参与工程的铁八师战士就此
留下，成为天津人，和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

眼下，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
配置工程正在全速推进。作为打通广东西江、东
江水系的重要通道，工程通水后，将有超5000万
人口受益，进一步解决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生活
生产缺水问题。

如今建设者们面临的困难，与40年前的景忠
山，如出一辙。强大的土压、水压，对盾构施工、内
衬钢管安装提出了挑战。在地下60米深的工作
井里，曾经铁八师40团的传承者们，24小时不停
工，顶着潮湿、闷热，紧张奋战了四年。在项目现
场，“老虎团”的标志格外醒目。

作为当年“老虎团”最后一批在职老兵，引滦
入津工程是徐福周参与的第一仗，而珠江三角洲
水资源配置工程则是他坚守的最后战场。40年
过去了，工程环境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
年的精气神，却在一代代人的手中传承了下来。
中铁十八局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A5标段项目
安全员徐福周说：“如今，‘老虎团’精神已经是我
们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的灵魂了。”

时常想起战友的李计生，如今有了更多的安
慰，他的儿子李鹏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如今
是引汉济渭工程的建设者。李鹏是中铁十八局引
汉济渭工程TBM（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运输班
班长，他说：“孩子3岁时我就在引汉济渭工程上，
到现在孩子都13岁了，可能我和她也就见了七八
次，我觉得亏欠家人太多了。”小时候，李鹏特别不
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在身边，而自己的爸爸却
不在。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成为了那个不在身边的
父亲。作为建设者，他们一直在默默付出。
从引滦入津，到引汉济渭，再到珠三角水资源配

置；从西康铁路秦岭隧道、青藏铁路，到我国第一条
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铁；从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到“一带一路”二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引滦精神的这支基建铁军，
继续勇担重任，筑路架桥，让民心相通，梦想相连。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闫广天
说：“这支部队创造了引滦精神，无论从铁道兵时
期，还是兵改工后的十八局，一直是一支擅打攻坚、
能打胜仗的队伍，也是一支善于创新总结，在技术
上敢于闯出一条路的队伍。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十八局传承于铁道兵的引滦精神，永远不会变。”

路一帆说，通过跟拍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正在
建设的项目，他们深刻感受到精神传承的力量，这
正是引滦精神跨越40年经久不衰的写照。路一
帆说：“在这些建设者们铿锵有力的话语中，让我
们感受到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传承和
弘扬引滦精神。饮水思源，我们应当对40年前为
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们心怀感激。同时，我们也应
继承并发扬他们为这座城市所付出的精神，这是
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引滦精神不仅仅是天津
的，更是整个中国的。”

创新的基础
是掌握纯熟技艺和提高审美能力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葫芦庐”的由来，以

及您是如何成为第四代传承人的？

赵伟：“葫芦庐”是我太爷创立的，距今已
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我太爷是从种葫
芦开始，但是葫芦毕竟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作
物，表面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瑕疵，我太爷
就开始研究葫芦的制作工艺，比如用香烙在葫
芦上面画一朵花来掩盖一些长得不好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家一代一代将葫芦的制作工艺传
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五代。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我，
但并不是一上来就教我怎么制作葫芦，而是
从绘画开始。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住平房，一
放学小伙伴们就都在马路上玩，但我写完作
业还要学画画。我就只能搬个小板凳，坐在
家门口一边画连环画，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别
人玩。父亲对我很严厉，小时候的我并不理
解，但现在回过头再看，我很感谢父亲那些年
来对我的培养，为我在今后的葫芦制作技艺
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葫芦的制作工艺有很多，但不论是烙画、
醒模、雕刻，还是制模、制范，手艺人的根基是

审美格调，没有大量的练习和持续的熏陶，是
不可能完成有质量的作品的。作为“葫芦庐”
代表性传承人，我想我需要做的就是在传承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让葫芦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
更广泛地传播。

记者：您觉得制作葫芦最难的是什么？

赵伟：葫芦的制作工艺很多，比如范制葫
芦、勒扎葫芦、火画葫芦、押花葫芦、针刻葫
芦、刀刻葫芦等，我个人觉得最难的还是范制
葫芦。范制葫芦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特定的
模具，将幼小时的葫芦装于其中，随着葫芦的
长大，最终得到一个按照特定模样生长出来的
葫芦。我们首先要把阳模雕刻好，然后翻制成
阴模。以前是把木头直接雕刻成想要的葫芦
形状，称作“桩子”或“模子”。每个葫芦都要
单独做一个瓦模，一次性使用。开模验葫芦，
那就跟赌石没什么两样。营养不良的葫芦，缩

在模子一角，失败了；水大了或是肥大了，葫芦
胀裂了模子，称为“炸模”，导致图案模糊变
形，称作“瞎模”，也是不行；极少能有一个范
得非常漂亮、满范且花纹清晰的葫芦，如果有
就等于中了奖。

从设计、制模到播种、耕田，一直到最后的
结果、晾晒，我将范制葫芦整个过程总结为36
步，其中任何一步出现差错，都没办法得到完
美的作品。在我工作室展出的一件“八不正”
葫芦《福禄寿》，是我目前最满意的范制葫芦作
品。八不正，是典型的清代宫廷葫芦制式，上
下两个肚子都要范制成见棱见角的方正形状，
还要再有吉祥花纹。和瓷器珐琅器一样，葫芦
界也有“一方顶十圆”的说法。八不正葫芦的
棱线极多，纯靠石膏模子把它憋成这样，失误
率很高，也格外珍贵。我制作的这个八不正葫
芦，上面有整整100个福字，福上加福，有很好
的寓意。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也在传统工艺
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创新，比如将传统
制作模具所用的瓦片、木头，改为硅胶、石膏、
塑料，这样的模具外壳更为坚韧，葫芦成形的
几率也大大提高。另外葫芦的生长周期很长，
一年只结一次果，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可能葫
芦遭到病虫害或是生病，就无法成形，那之前
付出的辛苦也就白费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研发了一种可以预防葫芦生病的药物，这
样有效提高了葫芦的成活率。

记者：您一直强调非遗不仅要传承，更要

创新，“葫芦庐”的创新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伟：现在工艺进步了，作品很容易被复
制，那么如何让“葫芦庐”一直走在葫芦工艺的

最前沿？那就是要坚持原创，我现在每年都要制
作上百个作品，并且这些作品的设计都结合了我
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与中国的香道、茶道、文
房四宝进行结合，今年我还开始制作一个新的系
列，就是将葫芦范制成我国著名艺术家的形象，
未来我会陆续再完成其他的作品，将葫芦文化与
艺术结合在一起。

完善评审标准
促进葫芦产业规范前行持续进步

记者：目前“葫芦庐”已经传承至第五代，您

是如何挑选传承人的呢？

赵伟：其实最早我收过 42个徒弟，那时候
“葫芦庐”刚被评选为区级非遗，就有孩子来找
我学，我想既然孩子们想学，有这个兴趣，我就
愿意教，所以徒弟也越收越多。但被评选为国家
级非遗项目后，我觉得我的责任不再是给孩子们
培养一个兴趣那么简单了，我要做的是传承非
遗、弘扬非遗文化，我有责任把独具中国特色的
葫芦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那么在挑选
第五代传承人上就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第
一条就是要专职从事葫芦行业，将制作葫芦作为
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一直觉得，做一件事要不就
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制作葫芦是一个需要潜
心钻研的事，不经过长期积累是不行的。第二条
就是残疾人优先，我定期开设面向残疾人的培训
课程，我觉得对于这类人群来讲，就业是一个很
大的困难，而制作葫芦恰好是可行的，解决了他
们实际的生活问题。第三条是有美术基础的高
才生优先，目前我们培训过的学员中就有清华大
学的硕士，还有广西艺术学院毕业的硕士，我希

望我的下一代传承人，在传承的基础上能够有所
创新，不断融入新的文化价值，让“葫芦庐”能够
一直走下去。
经过层层筛选，目前我还有十多位徒弟，每半

年我会组织一次学术讨论，让大家把自己制作好
的作品拿出来进行交流，每年还会投票评选，如果
连续三年都在末位，那就会被淘汰。因为我希望
我挑选出来的传承人是具备持续进步能力的，就
像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能仅仅停留在过
去，也要不断向前走，和我们所处的时代融合，才
能走得长远。

记者：下一步“葫芦庐”如何向前走，您有哪些

具体的规划吗？

赵伟：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国家级的葫芦行
业协会，因此我第一个设想是制定一套完善的葫
芦评审标准。因为葫芦的种类有很多，每个种类
也分好与坏，但对于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可
能很难分辨，我们制定出来这个标准，再通过这个
标准来规范葫芦的定价，通过协会每年发布葫芦
产业状况，评选出葫芦制作名师，就能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葫芦市场价格虚浮的乱象。第二个设想是
我希望能够将我国古籍中记载的葫芦制品通过现
在的技术进行还原，并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留
存下来，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第三
个设想是要进行“一带一路”葫芦文化巡展，这些
年来我也走访了二十多个国家，发现每个国家都
有制作葫芦的工艺，我想既然世界各地都有葫芦，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葫芦作为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将中国的福禄文化传播出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
文化的魅力。第四个设想是我要将葫芦与文旅进
行融合，近年来我们建立了“葫芦庐”艺术馆、葫芦
主题博物馆、世界葫芦种子库、葫芦新品研发实验
室、葫芦文创及数字产品开发工作室、智慧农业葫
芦种植试验区、世界葫芦种植欣赏区、范制葫芦私
人定制区、葫芦文化体验区、自然教育示范园等，
下一步还要挖掘整理天津的历史文化与葫芦文化
融合，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让人
们感受葫芦从种植到制作再到完成的乐趣。另
外，我们还开发了葫芦宴、葫芦酒，下一步我们还
会开发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让人们在休闲娱乐
的同时，全方位地感受葫芦的独特文化。

讲好“新时代引滦故事”
本报记者 张洁

葫芦谐音“福禄”，自古便是吉祥的象征。

用葫芦加工制器的历史也由来已久，距今已有

千年历史，范制葫芦便是独特的匏（匏即葫芦）

器工艺之一。“葫芦庐”起源于清光绪年间，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葫芦制作技艺代

表性项目。“葫芦庐”中的“庐”字意为“房子”，

寓意是希望爱葫芦的人都能聚到这里来。作

为第四代传承人，赵伟致力在继承传统葫芦制

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作品设计上融

入中国文化，希望以葫芦为桥梁，将中国传统

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