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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流转水墨图：汶川水磨古镇
□ 古春晓/文 黄金国/图

水磨镇位于汶川县西南，距离
成都80公里，是阿坝州进入成都的
南大门。镇域东临都江堰，南倚青
城山，西接卧龙大熊猫栖息地，北
靠震中映秀，处于卧龙国家自然保
护区与都江堰－青城山世界自然
遗产保护区范围内。

印度诗人泰戈尔名言：“只有
经过地狱般的磨炼，才有建造天堂
的力量。”《圣经》也有类似表达：“磨
难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汶川水
磨镇，就是一座遭受地震磨难而蝶
变新兴的旅游名镇。

因为工作对口关系，笔者所在
的国家建设部专业杂志曾对四川
灾后重建多有关注。戊戌年退休回
川，时逢“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
年之祭，于是造访这座紧邻震中映
秀的“灾后重建第一镇”。新的感
受，新的变化，今天的水磨古镇已
浴火重生。“西部桃源”名副其实。

劫后重生：书写山水情缘
回顾当年磨难——老镇子被地震“磨烂”；

游览今日水磨——新家园如丹青“水墨”。
当年水磨镇灾后重建由广东省佛山市对

口支援，被称为“山（佛山）水（水磨）结缘”。而
由北京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整体绘制的重
建蓝图，则充分保证了重建规划的高起点与高
水准。2010年 4月，初揭面纱的新水磨即被联
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
作为闻名遐迩的“全国 5A级旅游景区”，水磨
古镇以及震中映秀已成为成都周边游的重要
目的地，被誉为“成都后花园”。此次，几位大学
同窗自驾一日游，先行到映秀漩口中学地震遗
址进行祭访。

距映秀 10多公里的水磨镇位于岷江支流
寿溪河畔，因溪上曾有传统的水力石磨坊而得
名。现在，远远望去，只见三架仿古的“风水轮”
造型塑立在寿溪河畔，成为彰显古镇特色的标
志。走到古镇东口处，一座高耸的羌碉上标有

“水磨羌城”四个红色大字，整个山镇街区布局
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边是借鉴藏羌建筑元素及
传统色彩进行现代布局的安置区——依山叠
建的“水磨羌城”。该案例的传承与创新成为羌
族建筑城镇化的典范，被誉为“中国最美羌
城”；西边是结合安置工程对传统街巷进行复
兴改造的川西民居——古色古香的“禅寿老
街”，则为典型的羌、藏、汉相结合的明清建筑
风格，承载了水磨镇厚重的人文历史。

在东西街区交汇处建有“和谐广场”，体现
出新老风貌的空间交接与转换，同时也寓意各
族人民和谐相处及多元文化融合。广场上建有
一座“水磨亭”，亭柱上有一幅对联曰“上善若
水；好事多磨”。其上下联最后一字刚好组成

“水磨”，正所谓“有磨皆好事，无曲不文星”。莎
士比亚也说过：经过磨难的好事，会显得格外
香甜。

老街上另一个建筑节点是“万年台”，据
说是在一座古戏台的原址上复建而成，像这种
重新发掘水磨镇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还有“大
夫第”、“字库塔”等；与万年台相对的字库广场
照壁上镶嵌着“大爱无疆”四个大字，旁边立有

“水磨灾后重建纪念碑”，碑文最后一句：“立碑
于此，书写山（佛山）水（水磨）情缘”，寄托了灾
区人民对佛山同胞的感恩之情。

水磨古镇是历史上藏、羌、汉等多民族交
融区，作为曾经的茶马古道的驿站，人文底蕴
深厚，它的灾后重建规划非常注重挖掘少数民
族传统和地域特色文化，同时追求传统建筑艺
术的现代化表达，可为中国人居典范。

灾后重建：再现生态新城
“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这是郭沫若

《南下书怀四首》中的诗句。而要琢玉羌城，则
需人增智慧。既要解决重建近忧，更要远虑永
续发展。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当
时水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可以说面临严峻的
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对外依赖且呈病态发展的
产业现状，一方面是脆弱且遭受污染的生态环
境。“雪上加霜”的水磨镇如何绝处求生突出重
围？又是如何从“黑水”污镇变为“水墨”名镇的
呢？

水磨镇东临都江堰，南倚青城山，西接卧
龙大熊猫栖息地，北靠震中映秀，处于卧龙国

家自然保护区与都江堰－青城山世界自然遗
产保护区范围内。然而处在如此高敏感生态圈
内的水磨镇，震前却定位于工业开发，被列为
四川省能源高耗能工业经济开发区。区内大部
分“三高”企业（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给全
镇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带来严重污染。

“ 5·12”汶川特大地震，一方面给水磨产
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一方面也给水磨经济转
型带来天赐良机。工业“三高”是难以为继了，
于是，在水磨镇的灾后重建中，人们充分利用
它生态环境的“二高”（高层级要求、高标准保
护），以及水磨自身拥有的山水生态条件“一
高”（高秉赋自然资源），践行“绿色重建”和“低
碳重建”这条必由之路，将其建设成一座可持
续的绿色城镇，成为水磨镇规划建设的必然目
标。这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壮举。

正如名人格言：“早临的逆境往往是福”。美
国作家爱默生也说“灾难是真理的第一程”。当
时佛山援建指挥部并没有急忙动土“恢复重
建”，而是积极动脑于“创新重建”。通过与规划
单位及水磨镇开展深度“研磨、琢磨、细磨”，最
终在重建理念与新水磨定位上达成了高度“磨
合”。

合作三方重新审视了水磨镇的经济现状
并提出了发展方向：依托并挖掘水磨自然生态
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将“生态”与“文化”作为
灾后重建的核心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实现退
二进三，将“三高”重镇转型为环境友好、独具
羌藏特色、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山水旅游小
镇；着力打造“汶川生态新城，西羌文化名镇”，
借此实现震后跨越式发展和创造性复兴。

为了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全镇先后关闭了
60 多家“三高”小企业，实现了“腾笼换鸟”和

“脱胎换骨”：以山水生态为载体，以本土文化

为灵魂，以特色产业为支撑，重点发展生态、旅
游、文化、教育和商贸服务业。水磨镇以灾后重
建为契机，找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绿色发展之
路，最终实现华丽转身，被誉为“西部桃源”。

上善若水：仙风又度水磨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磨羌城”的

卓越呈现与卓著成效，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理念“两山论”的著名论断。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指出：“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
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水磨古镇的重建正是如此。它是一个可
以看得见山，看得到水，能记住乡愁的地方。
重建中以水作底本，用水作画，渲染水墨图。
这方面规划设计师完全充足地做好了“水”的
大文章：原本穿镇而过的寿溪河在春风阁下
形成了一大片平湖水景，取名寿溪湖。中国传
统风水理论把水作为生存空间的重要因素，

“有水则灵”———水磨镇因为有了寿溪湖而
有了灵性。

规划设计师结合原有的自然河道，借鉴都
江堰“深淘滩、低作堰”的经验，采取外河内湖的
设计构思，形成了一动一静两部分水面，不仅是
水利景观设计，也是生态环境的修复，整个水磨
镇展示出了以寿溪湖为核心开展城市设计、整
体形态和空间结构的“一湖两岸四组团”的美丽
景象，依山傍水，结合湖面空间进行风貌打造，
塑造出了一座山水相映的旅游名镇。

欲览水墨图，更上春风阁。如果说穿行在
“老街”石板路与“羌城”桂城路上，让人感受到
水磨的历史文化与本土人文风情；那么登临全

镇制高点——“春风阁”观景台上，才让人真正
领略到水磨的湖光山色，同时领会到景观设计
师“借山用水”的良苦用心。

“春风阁”取自唐代诗人王之涣“羌笛何
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名句，这里显然
是对《凉州词》反其意而用之——春风又度。而
明代诗人郭庄笔下的水磨则是一幅桃源仙境
图：“谷口莺啼细竹，洞门犬吠桃花。驻世何须
丹灶，仙风吹长灵芽。”

临湖制高点“春风阁”不但是观湖最佳处，
同时也是整个水磨镇最壮观的标志性建筑和
全方位的视觉高地：绵延起伏的山峦环抱市
区；随坡而建的民居面江抱湖；穿城而过的河
流山水相映。“春风阁”采用汉族传统的飞檐阁
楼，一侧配以羌族标志性的碉楼，而用色、纹案
装饰则采用了藏族风格，充分体现了当地藏、
羌、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人文特色。

“驻世何须丹灶，仙风吹长灵芽。”从一个
侧面可以证明水磨自古就是“长寿之乡”，这也
是寿溪河及老人村得名由来 。过去一时的“污
染重镇”庆幸已成为山清水秀的“西川桃源 ”。
据汶川县有关方面介绍，水磨镇旅游发展逐渐
从“震后全球人居最佳范例”转变为以休闲康
养为主题的山水名镇，“长寿之乡”的文化品牌
正在进一步彰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寿溪湖对岸就是阿坝
师范学院校园，而此岸湖滨则有水磨中学校
园。用设计师的话说，水磨镇将最美水景观给
了学校教育，充分体现了重建思路中“生态”与

“文化”的核心理念。
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祭游水磨镇，笔者对

水磨亭上那幅对联加以发挥，借此表达对水磨
的祝福：上善若水——风水轮转水墨图；好事
多磨——仙风又度水磨镇。

在春风阁可观赏古镇全景

古镇标志：水磨轮

灾后重建的汶川水磨镇（轩视界 陈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