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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观察

匡山叠翠，河流奔涌。群山环抱中，
武穴市余川镇通天河村静卧谷底。

这个村原名王冲村，曾是负债累累的
“空心村”，如今却是湖北省旅游魅力名
村，村企共建的“通天河”景区正冲刺4A
级景区。“五一期间，最多一天接待游客3
万人，私家车排到了隔壁的大坝村。”村党
总支书记李世仁说。

变化源自一句承诺。2012年，刚当
上村支书的李世仁，向全村承诺：5年内
让王冲变个样！

原来，王冲村山清水秀。上百年来，
村里一直传说着众多发生在当地的西游
故事。有这样的资源，李世仁早就想带着
大家走旅游兴村的道路。

由于缺乏资金，村里请来一个老板。
可不管李世仁怎么劝说，他对西游文化就
是不感兴趣，而是开起了以餐饮为主的农
庄。几年下来，生意不温不火。

2017年，李世仁下定决心，引入武汉
鑫源投资集团，成立湖北通天河生态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在全村人配合下，通天河
公司先后投资两亿多元，打造以西游为主
题，集文化旅游、生态观光、休闲度假、趣
味娱乐等为一体的景区。村集体通过门
票收入、共建民宿、村民就业等多种方式
分享收益，年收入已经超过50万元。

现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景区都要

上演“西游闹天宫”等特色活动。“美猴王
七十二变”“智斗牛魔王”等节目逗得小朋
友们直拍手。今年上半年，景区游客已经
突破15万人。

2024年，梅宕村和彭河村并入王冲，更
名为通天河村，为景区扩建带来新的契机。
现在，景区二期“广济云端”项目已经开工，
投资1.2亿元，将新建设15个西游文化点。

余川镇仙人湖也开办了一家西游主
题的水上乐园，生意同样火爆。

通天河和仙人湖的成功，无意中解开
了武穴文旅破局出圈的“密码”。武穴市文
旅局局长胡宏伟说，以“西游记成书背景
地”为文化底蕴，武穴正在推进“西游十谷”
等十个核心项目，将坚持5到10年，把余川
打造成为全国知名西游文旅目的地。

9月3日，余川镇芦河村，环绕箭楼下
水库，“大话嘻游”项目施工正酣。“项目占
地1169亩，计划投资5.5亿元，是国内首
家以西游文化为背景的动物伴游主题大
型户外亲子乐园，将于明年五一开园。”项
目运营负责人闵乾坤介绍，园区将打造一
场“大王巡山”西游故事动物实景互动剧，
重点建设“花果山”“高老庄”等八大嬉游
园，提供三大个性化动物体验游线。

而在蕲州镇，待遗迹考古项目结束
后，昭化寺也将被改建成博物馆，并纳入
蕲春文旅总体规划。

蕲春和武穴能成为全
国西游文旅的新热点吗？

“完全有可能！”蔡铁
鹰表示。

根据蔡铁鹰的研究，
从金陵书坊世德堂版百回
本《西游记》的序言，到吴
承恩的文集《射阳先生存
稿》和棺板证据，以及《淮
安府志》相关记载，已经建
立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说明古蕲州，今蕲春和武穴就是吴承恩曾经的工作生
活地，也是《西游记》书稿整理定型的地点，在西游文化
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备开发西游文旅得天
独厚的条件。

但蔡铁鹰也指出，这两地的自然山水不如名山大
川出众，只能走一条“自然山水+人文底蕴”相互融合
的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健全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也为两地的文旅发展
指明了方向。

蔡铁鹰说，近年来西游题材不断被翻拍成新的影
视作品，今年《黑神话：悟空》又空前火爆，都说明不管
是从文学还是文化的角度，历经数百年，《西游记》不仅
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来越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吴承恩的百回本《西游记》，用九九八十一难集中展
现出以孙悟空为代表的取经团队自信乐观、执着进取、
不畏艰险的精神。吴承恩在搜集整理前人西游故事的
基础上，用自己的才情和阅历，进行了丰富和补充，提升
了《西游记》的文学性、可读性和娱乐性，从而赢得了最
广泛的读者群体，也为后世再创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蔡铁鹰说，《西游记》不仅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还有极高
的商业价值，这是吴承恩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蔡铁鹰认为，要做好西游文旅，不能简单地将西游
文化“符号化”，必须厚筑文化之基，才能走好旅游兴盛
之路。

他说，以《西游记》为蓝本的各类文化产品，层出不
穷，有的被市场所追捧，有的却迅速被淘汰，这其中的
区别就在于是否符合《西游记》的主题，是否符合人们
长久以来形成的对《西游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期待，
是否深度挖掘了《西游记》的文化内涵。凡是潦草肤浅
或剑走偏锋的产品，因为脱离了《西游记》原有的文化
特性，不符合大众的认可，很快就会被遗忘。在这一点
上，《黑神话：悟空》的做法值得学习。游戏负责人冯骥
曾透露，为了做好游戏，他们在长达数年的创作中，曾
反复阅读原著，尽量还原和汲取其中的文化元素。

对蕲春和武穴的西游文旅未来如何发展，蔡铁鹰
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希望，黄冈市有关单位能牵头夯实学术基础，建
立西游文旅协同发展的格局。他提出，吴承恩在蕲州
时期，李时珍也在此地行医写作，两者很可能在荆王府
有交集。蕲春可考虑以蕲州古镇为中心，围绕李时珍
和吴承恩两大顶级IP，重修荆王府，重建名人故居，精
心设计文化景点，实现“1+1>2”，打造有浓厚明中期文
化氛围的蕲州古城旅游区。

考虑到武穴当地党委、政府已经明确了以西游文
化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的主题，他建议应加大对当地群
众西游文化的普及和教育，以形成共同建设西游文旅
区的强大合力。还可以通过与高校和院所合作，申报
西游文化项目，争取纳入国家文化建设规划，打造全国
西游文化高地，为文旅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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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河景区的孙悟空表演。（受访者供图）

古蕲州疑是《西游记》成书背景地
——《黑神话：悟空》全球爆火引出的话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曹雯 通讯员 陈钰 耿文辉

8月20日，我国首款3A游戏大作《黑神
话：悟空》登陆全球主要游戏平台。

游戏以古典名著《西游记》为创作背
景。玩家扮演“天命人”，不仅可以通过闯关
升级，成长为新一代的齐天大圣，还能在游
戏中欣赏中国古代建筑和雕塑，了解其中隐
藏的《西游记》故事和典故。

游戏在全球引发现象级热潮，预测总销
量将突破2500万份，利润超过70亿元。更
可贵的是，这款游戏还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
最佳媒介，吸引众多外国友人通过网络或亲

身踏访，了解魅力中国。
《黑神话：悟空》游戏爆火，也再度引发

人们关于《西游记》发源地的关注。《西游记》
作者吴承恩曾任职蕲州（今蕲春、武穴、黄
梅一带）荆王府纪善；今天蕲春、武穴与《西
游记》书中同名的地名有七八十余处。有
学者据此推断，古蕲州疑是《西游记》成书
背景地。

那么，《西游记》与蕲春、武穴到底有何
历史渊源？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带着这个问
题，调查走访，三问古蕲州。

“央视来我们蕲春拍西游记啦！”5月15
日至16日，央视九套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
记》摄制组来蕲春拍摄的消息不胫而走。

一条留言在网上引发众多点赞和共鸣：
“我在蕲春生活了几十年，还不知道西游记和
蕲春有这么深的关系。”

吴承恩，江苏淮安人。生于明正德元年
（1506），逝于万历八年（1580），享年75岁。
吴承恩虽聪颖好学，但一生科举不顺。61岁
才任长兴县丞，一年后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牺
牲品，以“贪赃”之罪入狱。经好友相救后，
63岁改任蕲州荆王府纪善。65岁，吴承恩回
到故乡，直至终老。

据《淮安府志》记载，吴承恩一生“博极群
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
去世12年后，百回本《西游记》由金陵书坊世
德堂刊印，其中序言提到作者“或曰‘出今天
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
王自制’”，意思是作者可能是王府官员或王
爷。后来，吴承恩的表外孙兼学生，曾任光禄
寺卿的丘度透露，吴承恩即是百回本《西游
记》的作者，并载入《淮安府志》。

尽管在1980年，通过刻有“荆府纪善”字
样的棺头板，考古专家在淮安确认了吴承恩
的墓地及其遗骨，但他是否曾到蕲州赴任，却
一直有争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史界泰斗苏兴在
《吴承恩年谱》中推断，荆王府纪善一职使吴
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他便退官回家，没有去
蕲州接任。

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吴承恩研究专委
会主任蔡铁鹰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为了论证
吴承恩是否赴任蕲州，蔡铁鹰最早在1988年
就到访黄冈，先后到蕲春和武穴考察5次之多。

他提出四点论证。一是推论，吴承恩在
长兴蒙冤下狱，到蕲州任职有平反和恢复名

誉的意义，他没有理由不来。二是反证，在前
人的研究中，吴承恩的文集有2年半的空白，
正好对应在蕲州的时间。三是立论，吴承恩
文集中有多首诗文，一直未能明确写作地点，
详细考证后，正好与蕲州相关。如《宴凤凰
台》诗中描写的蕲春景色，还有送友人去庐山
和洞庭的诗。四是内证，即《西游记》中玉华
国等多个回目，如果没有在王府和蕲州工作
和生活的经历是很难创作出来的。

既然吴承恩在蕲州府任职，为何《蕲州府
志》却没有记载？蕲春县文物事业局主任段涛
涛解释道：现存的明代《蕲州府志》最晚只编至
嘉靖九年，而吴承恩在其后30多年才到蕲州。
且吴承恩并非本地人士，纪善一职仅为八品，
又没有突出的功绩，所以未能入志很正常。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吴承恩到过
蕲州这一论断。作家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历
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也邀请蔡铁鹰为吴承恩
作传，让这一论断更加为人所知。

蕲春县蕲州镇缺齿山下，一座古寺被建
筑挡板团团围住。考古人员正冒着酷暑，拿
着手铲清除一条明代排水沟两旁的渣土。

这座古寺名为昭化寺，是明代荆王府的
家庙，目前仅保留下正殿的一部分，是中国最
大的全石单体建筑。

“这块石碑就是昭化寺遗址考古启动的
契机，也是《西游记》在蕲州创作的又一佐
证。”在存放出土文物的临时库房里，考古项
目现场负责人、蕲春县文物局文物管理员刘
斌嵘展示一块清代石碑。

“始于僧悟空，垂成于荆国。”碑上这段关
于昭化寺起源的文字，与明代大儒、李时珍的
老师顾问所撰写的《荆王重修昭化寺碑》几乎
一致。“蕲州古话，僧孙不分，而吴承恩版《西
游记》主角名为孙悟空，这应该不是巧合。”刘
斌嵘说。

现在，由湖北省考古研究院主持，昭化寺
遗址考古已进行了一年多，虽未发现吴承恩与
昭化寺关联的新证据，但神似二郎神的三眼罗
汉头像等珍贵文物的出土，却不断暗示着这座
古寺与吴承恩和《西游记》的奇妙联系。

夕阳下，位于蕲州古城的金陵书院静静
矗立。这座书院为《西游记》成书于蕲州补上
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

蔡铁鹰认为，吴承恩在蕲州写成《西游记》
后，将书稿遗留给荆王，就返回了家乡。但一直

困扰学者的是，书稿是如何流转至千里之外的
南京书坊呢？近年刚发现的金陵书院内墙上的
一块石碑，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碑文记载，荆王府在蕲州建藩后，就有金
陵商人随迁至此，人称“金陵帮”，专在金陵与
蕲州之间贩运货物，后来还建立自己的会馆，
即金陵书院的前身。由此看来，书稿从荆王
府经金陵商人之手流入金陵书坊世德堂，是
一条非常合理的传播路线。

在考古证据之外，蕲春、武穴本土的西游
文化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提供了很多鲜活
的材料。

“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丹崖上，彩
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本地学者张
国辉指出，《西游记》第一回中描写的灵猴出
世地景色，描写的就是蕲州的银山、凤凰山和
麒麟山。据统计，在蕲春、武穴可找到与书中
同名的地名有七八十余处。

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的描写也如出一
辙。不管是猴行者为二郎神开路的古代民
俗，还是解粽插艾、菖蒲雄黄、斗龙舟的楚地
习俗，还有书中提到的山药、黄精、茯苓、葛根
等特色土产，都带有浓厚的蕲州风味。

“众多证据说明，《西游记》不仅在蕲州创
作，还大量取材于当地的地名、风俗、民间故
事。”武穴市匡山与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会长朱
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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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湖西游主题水上乐园。（受访者供图）

“虎气”和“猴气”，是人们认为干成
事应具备的两种素质。

武穴、蕲春采访，文史专家蔡铁鹰、文
物管理员刘斌嵘、村党总支书记李世仁，
这三个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热
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西游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他们的
身上，既能看到“虎气”，又能看到“猴气”。

蔡铁鹰身为淮安人，却是《西游记》蕲州
成书论的坚定主张者。面对家乡人的质疑，
他说：“学术只为求真”，这是他的“虎气”。
但大胆假设还需小心求证，为此，他不仅五
次到黄冈实地探访，还旁征博引，进行巧妙
又让人信服的论证，这是他的“猴气”。

刘斌嵘本是一名理科生，误打误撞进

了文物管理行业。不怕苦不怕累，顶着严
寒酷暑，做好考古发掘，是他的“虎气”。
在考古过程中，他恶补文史知识，自己搜
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吴承恩和西游记的史
料，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让昭化寺遗
址考古更有价值，这是他的“猴气”。

李世仁自觉承担起改变乡村落后面
貌的责任，带着村民艰苦创业，展现一身

“虎气”。他坚持旅游必须要有特色，要
打好西游牌，并且提出很多好的创意，又
展现了身上的“猴气”。

要成大事，“虎气”和“猴气”缺一不可。
如今，搞好文旅工作，既需要敢于决策、勇于
开拓的“虎气”，更需要小心求证、精心设计、
挖空心思为游客带来创新体验的“猴气”。

吴承恩是否到过蕲州一问

《西游记》是否在蕲州成书二问

左图：考古发掘出的清代石碑。右图：专家推断，《西游记》书稿就是由金陵书院的前身金
陵会馆流转至金陵书坊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摄）

《西游记》能否助地方文旅出圈三问

有“虎气”，更要有“猴气”
□ 刘毅

记者手记

打好“西游”文旅牌
挖掘文化内涵是关键

——访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
会常务理事蔡铁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曹雯 通讯员 胡耀杰 熊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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