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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老地名”让城市文脉永存赓续

“2016年，我馆策划‘中国共产党在
泗阳历史展览馆’的时候，收集到一个党
史故事。故事的主人现在是一位93岁老
人，曾经任原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的警
卫员，当时居住在沭阳，精神非常好。我
采访了他，请他讲述故事的经过，非常顺
利，这是我第一次做口述史。”党史展览
和专题片做好以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好评。受此启发，此后，就十分注意收集
老党员、老兵的资料，延伸到抗战、非遗、
乡村口述等专题。于是，我常常一个人
背着摄像机下乡。近日，姜云路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姜云路是一位秀外慧中的“大女
子”，生活中多才多艺，热爱绘画、唱歌
和跳舞，对工作热情似火、如痴如醉，
一旦做起事来这位诗意生活家立即变身

“拼命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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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100 多 万 字

……在过去两三年

里，宿迁市泗阳县档

案馆编研科科长姜

云路几乎每天扛着

20 多斤重的拍摄器

材，在乡镇工作人员

和编写村史热心人

的帮助下，走乡入户

采访老兵、老党员

116人，录影时长42

个小时，制作了《我

的抗战记忆》、《抗战

老兵口述史》、《建国

前老党员》三部专题

片，荣获2020年度全

省档案开发一等奖。

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成子湖
在洪泽湖的北边。湖边的村民大多是是渔
民，世代打鱼为生。为保护长江水资源，
洪泽湖、骆马湖实行禁渔退捕。这不仅涉
及到许许多多渔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
到根基深厚的渔耕文化，更涉及到大保
护、大生态，如何记录、保护传统的渔耕
文化这个新问题。姜云路再次把眼光投向

“一片湖”的故事。
姜云路与南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合

作，在禁渔退捕期到来之前，深入到临湖
的卢集、裴圩两个乡镇。她凌晨三点去湖
面记录捕鱼的实况，感受渔民风里来雨里
去的辛劳，并且深入到高湖村挨家挨户地
一一走访，与村书记、渔民代表建立了较
为密切的联系，她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前后
赶到现场，详细记录下巨变前夕渔民的真

实想法。
此外，她完成了对援鄂抗疫医务人员

的口述史采集；在扶贫收官之年，她对省
扶贫工作队在泗阳的故事进行口述史采集。

姜云路说，口述历史是记录历史，但
在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口述历史同样所赋
予我们的历史纵深感，让我们更加能够体
会到历史的丰富性和现实的伟大变化。我
们就处于这一历史的进程当中，能够记录
其中点滴是一份光荣。

“这些历史只存在于老人们的记忆
中，每一段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
一代人的经历。不能让它们在我们这代人
手上消亡。”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些历
史，姜云路用文字去记录，用数不清的视
频和照片来保存，然后再对每一个故事进
行论证、考据，努力还原真相。

“任何一个村子，不认真沉下去一年，
根本挖不透。所以到现在，我也只做了来
安街道和条河村这两个地方，要走的镇
村、要记录的人和事还很多，我这100多
万字只是个开头。”姜云路说，第一年记录
来安街道的村史她走了1万多公里。第二年
开始，她又踏上了往返爱园镇条河村的
路，又是1万多公里。由于不擅长开车，她
每次采集都是乘坐公交车到镇上，再背着
大包小包的器材，挨家挨户地走过去。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所有风光的背后，都有我们无法想象的艰
辛。成功，从来都不是一夜降临，而是由
无数个努力的瞬间积累起来的。眼下你吃
过的苦、受过的累，都会积攒成未来的满
堂喝彩，姜云路用行动来诠释她人生的诗
与远方。

“乡村文明深植于村民心
中，需要通过诸如口述历史等种
种方式去打捞，去挖掘，去整
理。”

来安村处于泗阳县东大门，
城郊结合部，在上世纪改革开放
之初，涌现出一批敢为人先的

“能人”：比如第一个万元户，第
一个大学生等。在姜云路看来，
这就是口述历史采集的富矿。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有空就

“泡”在那里，那边的村民们都
把她当作“荣誉村民”。在双方
越来越熟知的情况下，该村口述
历史采集格外顺利，采集后音转
文总字数达80万字，视频总时
长达到了115个小时。在此基础
上，集结成册了25万字的《那
些年我们曾一起走过》，荣获
2019年全省“百村万户口述历
史”一等奖，并且联合宿迁市电
视台制作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专题片。

姜云路所
属的部门是编
研科，是档案
开发和利用的

“前沿阵地”。
做乡村口述历
史 ， 强 化 了

“ 档 案 为 民 ”
的服务意识，
并且在具体采
集的过程中，
能够让“我”
这样一个采集人融入到乡村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

在来安村进行采集的时候，
村民们经常看到姜云路背着一个
大包、扛着三脚架，有时村民还
会主动帮她拿设备。有一位叫戎
宏宽的乡贤，生病到县城住院，
知道姜云路那个阶段采访密集，
就把他家里的钥匙放在邻居家，
方便她在他家的小院子召集村民
进行采集、拍摄。还有一位叫赵

发明的老人，做过村里的报道
员，喜欢写诗，虽然收入不高，
但每年还拿出两三千块钱，把自
己写的诗汇编成册，免费赠送给
村民。从这些可爱的村民身上，
姜云路真切体会到他们身上蕴含
着的非常朴素、非常可贵的文化
追求，其中的甘苦也化为她一次
次深入采集的动力。

乡村口述历史工作，极大地
丰富了姜云路的本职工作，同时
增加了馆藏资源的收集。

来安村采集告一段落后，姜
云路又在考虑如何再寻找一个与
来安村有所区别的乡村进行口述
历史采集，以便在历史的回顾中
进行对比。经过摸点调查，在馆
领导的支持下，她把目光投到泗
阳县北大门——爱园镇条河村。

条河村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农
村风貌和生态。有百年梨园的美
景，更有独特的红色资源。在乡
贤赵殿祥的热心帮助下，姜云路

不仅了解到他这位种田大户的创
业故事，而且意外地找到了当年
新四军独立旅旅部曾经驻扎在条
河村的史实。

条河村位于爱园镇西北处，
地处泗阳和沭阳中间，在全民族
抗战时期，这里曾是新四军独立
旅旅部驻地，两年的军队驻扎历
史，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
珍贵回忆。彭长友，今年86岁。
就在他家的玉米地里，这位独立
旅旅部驻扎地的邻居给姜云路讲
述了梁兴初旅长爱打篮球的故
事。张大昉，今年95岁，在县城
的家中，老人颤巍巍地拿出当年
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刘兴元临别条
河村时赠送给他的一把军号。

沿着条河村口述历史的这一
抹历史的亮色，姜云路更加坚定
了对条河村历史的采集信心和决
心。她用了近两年时间，采访村
民101人，音转文初稿达40多
万字，提炼出的乡土文化专题材
料约10万字。

就在两个村口述历史采集进
行之时，姜云路还以开放的思
路，与南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
心合作，在该中心微信公众号

“南方有通灵”上推送乡村口述
历史成果，扩大宣传，加强与村

民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与此同
时，制作出品了《胜利之本》短
视频。

姜云路说，口述历史的实践
性还在于口述历史所能够起到的

“资政育人”的作用。作为档案
人，收集、整理本土的红色资源
更是职责所在。2019 年 7 月，
县里的一些老干部，以及条河村
编写村史的老同志，邀请新四军
独立旅旅长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
的“万岁军”将军梁兴初的后代
们，到当地寻访父辈战斗的足
迹，看望和感恩曾经与父辈一起
并肩作战的老区人民。

姜云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
会，采访了将军的后代，紧扣红
色故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发表到“学习强国”上。当地
党委、政府近距离地感受到口
述历史工作对地方的宣传、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作用，也越
发支持这项工作。2019年的 9
月，爱园镇在条河村口述历史
的采集、推动、影响下，投资
500万元，复建新四军独立旅
旅部，并且与全域旅游相结
合，与百年梨园连成一片。目
前，该项目现已经对外开放，
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开发农村档案信息资源

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1036639134@qq.com

助力打造乡村风景线

在渔耕文化里守住“乡土”

近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首
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街巷胡
同 第一批）》 由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该名录由北京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会同东城区、西
城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写制订。这是 2021
年 3 月 1 日新版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 正式实施后公布的首个保护名录。
首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包括砖塔胡同、史
家胡同、杨梅竹斜街、百花深处等 598 处
（北京青年报2022年3月2日）。

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历史文
化的活化石，也是城市发展的一条重要血
脉，承载着人们浓浓的记忆。然而，随着
城市化快速推进，在不少地方，一些承载
了文化记忆和情感寄托的老地名正在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北京等地相继推出的

公布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建立地名文化遗
产定期评估机制等一系列举措，体现的是
对保护地名文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北京市公示首批 583 处首都功能核心
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长沙市公布第一批
210 条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济南市公布第
一批 100 个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近年
来，城市更新步伐加快的同时，各地对传
统地名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保护传统
地名成为许多地方擦亮文化名片、提升城
市形象的主动选择。

老地名里既蕴含着历史文脉，也饱

含着“城市乡愁”。每一个老地名都是一
段历史、一段故事，与老建筑、老街巷
共 同 展 现 了 老 城 的 空 间 格 局 和 历 史 肌
理，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宝库”。蕴含了
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老地名，可以积极
承载城市乡愁情感与文化记忆，对于包
容城市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文化
韵味、温润百姓的精神世界，均具有不
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

老地名不仅是一串暖心的回忆，更是
一座城市文化风物的凝聚释放，它的独特
魅力超越了“名字”的意义，具有越来越

多的文化和情感色彩。老地名承载着浓厚
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
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
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
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为留住城
市记忆，北京、南京等城市都开展了“复
活”老地名的活动——在消失的老地名
中，筛选出有较高知名度和历史文化价值
的老地名，将其用于新地名的命名中。

生于斯，长于斯，念兹在兹。保护传
统地名，不只是简单地保留地名称谓，更
要留住老地名中的文脉和乡愁，恢复旧名

重新启用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在老地名宝
库中“掘金”，需要传承与创新并重。目
前，不少城市建立了地名数据库，出台了
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组建了地名专家组
等。这些举措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层面，
能让地名获得更权威的保护，但要发挥好
老地名的作用，仍然需要更有温度、更有
亮点的细化措施，让老地名融入现代城市
生活之中，在城市肌理的更新中留下历史
的厚重与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