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清山清水秀下枧河水秀下枧河
在水利部宣教中心和中国水利报共同举办的首届“寻找最美家乡河”大型主题活动中，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下枧河高票当选“最美家乡河”。下枧河是“歌仙”刘三姐门前的河，一条会唱歌的河。 丁幼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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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时代 融入需求

“镇馆之宝”讲述万年故事，国家级

非遗嘉善田歌唱响在大运河畔，神秘而原

始的满族说部演出展现在观众面前……

伴随6月9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走过，

人们发现，文化遗产距离自己的生活并

不遥远，自觉参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文化时评

□ 石 羚

一段时间以来，词曲都带有浓厚中

国韵味的“古风音乐”渐渐走红。“香叶嫩

芽，竹炉沸翠汤，此夜更漏犹长”，唱出了

茶叶的芬芳清爽；“着笔众生相，诸色琳

琅，水袖纷扬，进退自循章”，道尽京剧的

程式与行当……当雅致的文字被谱成唯

美的歌曲，诗词歌赋的意象，文人墨客的

掌故，以全新的方式唱响在人们耳边。

人们发现：古风音乐给传统带来一种新

的“打开方式”。

虽说是古风，却处处有新意。从十

几年前贴吧的古风填词、游戏论坛的配

乐翻唱，古风音乐在产生初期就有着网

络的色彩。自发创作的歌曲层出不穷，

专职、兼职的“古风圈大神”不断涌现，印

证着开放的音乐创作从不缺乏灵感。纵

览这股潮流，无论是音频直播，还是网络

大赛，音乐的呈现方式始终紧跟潮流；无

论是众筹专辑，还是网络付费，新生业态

助推“古风”刮得更远。而95后甚至00

后的“新人”，也顺理成章地变为古风音

乐的主要受众。

事实上，除了古风音乐，宽衣博带的

古风服饰，裙袂飘飘的古风舞蹈，野菜浊

酒的古风饮食，甚至弹琴对弈的古风生

活，都获得了不少拥趸。或是对快节奏

生活疲惫厌倦，或是被古典之美深深折

服，选择古风，也是对华夏文明的归属与

认同。年轻人钟爱的文化产品，绝非都

是舶来品，绝非只有叛逆。古风音乐作

为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契合，恰恰证明了

年轻人的文化创造力。

但“古风”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集

合，内涵也需要甄别。先秦诸子是古，

魏晋风骨是古，宣德红釉成化斗彩是

古，八大山人桐城古文也是古，到底哪

一阶段应该蔚然成“风”？其实，古风不

同于古史。后者讲究准确，前者但求神

似。古风音乐的文辞，无论是大历史的

宏阔，还是小人物的悲欢，往往出于现

代人对古代的想象与建构。所以，有的

作品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夹杂了神

怪小说、玄幻游戏，甚至无病呻吟的爱

情故事、堆砌辞藻的“大杂烩”时有出

现。换句话说，“古风”走红，鱼目混珠

的作品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尤须受众提

高鉴别力。

在琵琶古筝中加入键盘贝司，点缀

几句西皮二黄后仍以流行通俗唱法为

主，归根结底，古风音乐虽有古意，却是

流行文化的产物。在传承的路上，相比

国宝因明星演绎广为人知，文物因文创

产品重焕光芒，文学艺术类非遗的古今

联手、新旧转换更显不易。面对又想让

人看，又怕变了味的传承困境，京剧恢复

“骨子老戏”、博物馆复原编钟音乐是“复

古如古”“修旧如旧”，古风音乐则是“古

为今用”“貌古神新”。两种模式，实际上

是两种选择：是挖掘鲜为人知的旧作，还

是用全新的叙事重塑往昔？

答案并不是非此即彼。古风音乐

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一边探索全新的

风格，一边播撒传统的种子。当心中的

种子生根发芽，对传统萌发兴趣，他们

会自觉地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听完时

尚的“古风”，自然会聆听古乐、古曲的

本真。

□ 本报记者 于 馨

河水碧绿，清澈透底。乘一叶扁

舟顺流而下，沿河两岸，峰峦叠翠，山

歌悠扬。这就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河池市宜州区城北的下枧河。

2017年，在水利部宣教中心和

中国水利报共同举办的首届“寻找最

美家乡河”大型主题活动中，下枧河

高票当选“最美家乡河”。“这里河满

歌，这里歌成河”作为“歌仙”刘三姐

门前的河，下枧河就是这样一条会唱

歌的河。“歌因水而美，人因歌而乐；

山因水而秀，人因水而活。”下枧河里

流淌着爱情亲情的美丽传说，水中荡

漾着今天明天的美好生活。

传承千年的歌仙河

“三姐门前下枧河，

古往今来船如梭；

三姐沿河传歌去，

五湖四海都是歌。”

电影《刘三姐》让动人的刘三姐

传说和迷人的壮族山歌誉满全国，风

靡世界。作为电影的主要外景地，也

就是刘三姐门前那条河——下枧河

也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下枧河，又名临江河，位于河池

市宜州区境内，是珠江水系柳江支流

龙江支流。下枧河流域山清水秀、翠

竹绵延、洞幽岩奇、风情万种。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把下枧河塑造得“峰峦峥

嵘奇特，江流碧绿如画”。下枧河两岸

茂林修竹、风光旖旎；两岸名山，会仙

山、天门拜相山，山山独特神奇悠远；

两岸溶洞，白龙洞、珍珠洞，洞洞称奇

异彩纷呈；两岸古寺，西竺寺、紫云寺，

寺寺幽深静谧悠远。亲临下枧河流

域的奇山秀水，让游人有置身于“此

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寻”的

绝美意境。

下枧河流经的地方每一处都有

神奇的传说和优美的故事。作为“歌

仙”刘三姐的故乡，下枧河流域的山

歌文化千年延绵不绝、历久弥新，至

今还保有赶“歌圩”的传统，每逢农历

三月三、春节、四月八、中元节、中秋

节都有歌圩。届时壮乡儿女开口成

歌、指物索歌、邀歌对歌。

据记载，歌圩节已有上千年历

史。宋人著《太平寰宇记》记有壮族

“男女盛服……聚会作歌”的记载。宋

元以后，壮族山歌的发展尤为突出，歌

会十分盛行。到了清代，形成了数百

人以致数千人聚唱的大规模“歌圩”。

如今的广西“三月三”歌圩节，就是后

人为了纪念刘三姐“成仙”，在每年农

历三月三，唱山歌三天三夜而形成的。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彩调剧

《刘三姐》《龙女与汉鹏》曾多次赴北京

作专场演出，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赞扬。刘三姐和刘

三姐歌谣文化的名声，也远播海内

外。如今，刘三姐故居流河寨已经成

为著名的风景区，每年纷至沓来的游

人在这里寻访三姐，感受山歌，体验壮

家人风情万种的生活。刘三姐歌谣也

成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这块土地上不断传承、弘扬和发展。

此外，宜州近年来深入挖掘优秀

传统文化内涵，提升刘三姐文化品牌

影响力，奋力打造“文化宜州”。成功

举办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壮

族三月三万人山歌会等活动，充分展

现宜州文化魅力。宜州区文联乡村

文艺者协会被中宣部、原国家文化

部、原国家广电总局授予“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而万人传唱“刘三姐歌谣”活动，

更是被打造成“三姐故里·歌海宜州”

的品牌。

生态宜居的长寿河

“下枧河水清幽幽，

岸边翠竹尾勾勾；

竹林里头画眉叫，

欢迎游客到宜州。”

沿下枧河顺流而下，河水轻缓，

温润如玉；两岸青山耸立，山环水绕，

风景秀美，正所谓：“山如青罗带，水

如碧玉簪；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

游。”当地人骄傲地表示：下枧河畔的

风景是上天遗落在人间的一幅画。

下枧河所属的宜州区在广西县

级市城市环境质量综合考评中，位列

第一名，宜人的气候条件和宜居的自

然生态资源，造就了宜人宜居的生活

环境。宜州森林覆盖率达56.22%，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

达2万～3万个，下枧河流域更是高

达3万～4万个，是理想的天然宜人

氧吧，也是名副其实的宜居养生天

堂。目前宜州存活实足百岁老人占

户籍人口比例为13.2/10万人。2015

年，宜州被中国老年协会授予“中国

长寿之乡”称号。此外，这里曾养育

了迄今世界最长寿老人蓝祥（1668

年-1810年，146岁），清朝嘉庆皇帝

为表彰蓝祥老人的生命绵长，曾亲手

为他题写“重颐吉庆”匾额并专门赋

诗一首，言辞中难掩羡慕之情。

山水秀美的景色和宜居的生态

环境来源于千百年来宜州人对于环

境的保护。在龙江（下枧河是龙江支

流）北岸的宜山庙石壁和龙江街老码

头，至今仍保留有清代宜州地方官府

根据民众请求而颁布关于环境保护

的告示碑刻。此外，在当地传唱的有

关环境保护的山歌更是数不胜数。

宜州人民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

条件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尚能如此保

护生态环境，在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

今天，宜州依然传承着这种优良传统。

宜州地属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

发展基础薄弱，宜州人清楚地认识

到，要跟上全国、全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步伐，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

必须加快发展，跨越式、超常规发展，

尽快“富民强市”。但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宜州在实现加快经济发

展的同时，十分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要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

调，实现良性循环，决不能搞“吃祖宗

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

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路子。

近年来，宜州严把产业项目准入

门槛，着力培育绿色环保、节能低碳、

循环生态型企业，以科技含金量引领

工业经济绿色崛起。在招商引资过

程中，始终坚持开发与建设并举，把

保护天蓝、地绿、山青、水净作为招商

引资的“底线”，严把招商引资项目落

户门槛，坚决不引进高污染、高耗能、

高排放和不符合环保政策及限制类

产业项目。

2016年，宜州全面完成上级下达

的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及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节能减排指标任

务。强化水源、森林和河流等自然生

态保护，持续开展土桥水库综合治理

工作，确保饮水安全。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整治和规范速生桉种植工作，完

成速生桉基础数据核查5万亩，群众签

订自行退出承诺书3.4万亩，已完成速

生桉砍伐退出耕地7185亩。实行最

严格环境保护制度，强化环境监察执

法，加大污染源和环境风险点的排查

和整改力度。

此外，宜州重拳出击治水治气，

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98%以上，龙江河、下枧

河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标

准。2016年宜州完成植树造林面积

4.08万亩，绿化村屯960个，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56.81%。

绿色、环保、健康的发展理念，为

下枧河两岸民居带来了荣誉和新的

发展机遇。宜州先后荣获中国长寿

之乡、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名城、

中国最佳养生度假旅游城市、中国

最美文化生态旅游名市、广西园林

城市等荣誉称号。安马乡木寨村等

2个村、祥贝乡古文村罗村屯等4个

屯列为2016年度“美丽广西”乡村

建设贡献奖名单，刘三姐镇小龙村入

选国家住建部第四批美丽宜居村庄

示范名单。

文旅扶贫的小康河

“三姐故里百花开，

城乡处处是歌台；

山清水秀人更美，

唱着山歌等你来。”

近年来，宜州紧紧围绕建设“刘

三姐文化旅游名城”目标，把旅游产业

作为该市主攻的三大产业之一，倾全

市之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大力唱响

“三姐故里·歌海宜州”旅游品牌，旅游

产业走上健康发展快车道。

依托下枧河流域独特的旅游资

源优势，宜州目前已拥有国家级4A

旅游景区2家，3A级景区4家，年接

待游客数突破300万人次，旅游收入

超25亿元，旅游业已成为下枧河流

域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

结合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通过打造下枧河乡村旅游扶贫示范

带探索旅游扶贫新模式，下枧河畔的

古文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农民专业合

作社已入选全国“合作社+农户”旅

游扶贫示范名单，下枧河为宜州打赢

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小康注入新

的能量和活力。

“最爱三姐门前那条河，悠悠歌

声满山坡，河中流淌美丽传说，水中

酿出美好生活。”如今的下枧河正用

她迷人的山歌唱出了一个个神奇的

传说。下一步，宜州将以推进广西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为契机，

加强“水管理、水生态、水环境、水安

全、水文化”五大建设，做大下枧河流

域“生态福利”，继续唱响新时期下枧

河的新传说，让更多水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惠及宜州百姓，让全国、全世界

的人们了解和记住刘三姐门前这条

“最美家乡河”。

歌因水而美 人因歌而乐

□ 石庆伟 于也童

“一步踩响一个音调”的钢琴阶

梯亮相街头，废旧厂区变身文创热

土，创意大赛激荡头脑风暴……近

日落幕的第二届沈阳创意设计周

上，新创意竞相迸发，启迪创客思

维，扮靓工业遗存，激活老工业基地

振兴新动能。

大众参与 文创惠民

“我把上万片鸟禽羽毛分解成细

小绒毛，以半浮雕技法一丝一丝粘

上，创作出《太宗皇太极》肖像画。”沈

阳市羽毛画非遗传承人阚大为说。

这幅以瓷盘为依托的羽毛肖像画

精致传神，像丝绣却比丝绣更具立体

感，像油画又比油画更细腻，在第二届

沈阳创意设计周文化创意大赛近千件

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引起关注。

据了解，在5月27日～6月4日

第二届沈阳创意设计周期间，沈阳推

出300余项开放式文创活动，既有启

发思维的创意论坛、创意大赛，也有

特色鲜明的系列文化沙龙、文创展

会，涵盖工业设计、文化衍生品设计、

数字创意设计等诸多领域。

“本届创意设计周在全市13个

区县(市)设分会场，有260多个活动

点位，吸引近200万人次参与。”沈阳

市文广局副局长张宪宏说。目前，这

场新潮妙想交融碰撞的“创意嘉年

华”余波未息，提升公众创意热度，发

挥文创惠民作用。

创新业态 激发需求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大路上，一座

闲置20余年的旧电镀车间“脱胎换

骨”，变身创意馆，吸引一批年轻创客

加盟。

沈阳工业遗存丰富。近年来，这

里一些闲置的工业遗址经开发利用

被赋予新功能:原沈阳铸造厂厂址变

身中国工业博物馆，以诸多实物展现

新中国工业历史；原沈阳重型厂车间

改建为1905文化创意产业园，汇聚

1200余个手工匠人展位；原沈阳钟

厂改建为多功能文旅产业园；有60

多年历史的沈阳工人村退出居住功

能，向工业旅游新景观转型……

时空变幻中，工业旧址的隆隆机

器声远去了，代之以文化创意新业态

的鼎沸人声，激活休闲消费新需求。

下水井盖经艺术涂鸦“发萌变

俏”，3D艺术展让莫奈经典油画立

体灵动，非遗开发让盛京满绣重现

风采……沈阳拓宽文化创意表达，打

通产业链条，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创意推动 融合发展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林立的烟

囱、轰鸣的机器早已不再是重工业城

市沈阳的表情符号。近两年沈阳大

力发展文创产业，为新一轮振兴增添

软实力、激活新动能。

据介绍，沈阳故宫加速向创意产

业进军，四年前就专门成立文创部

门，研发文创产品900余种，让深藏

故宫的文物“活起来”，惠及八方客。

“沈阳的历史文化和工业设计

独具底蕴，可以深度挖掘产业价值。”

北京故宫文创商品研发基地总监

杨琦兰认为。

从草坪上的钢琴表演到浑河岸

边的“高雅艺术秀”，从各类原创艺术

展到非遗产品开发、创意赛事举办，

文创产业正转化为老工业基地的发

展软实力。2017年，沈阳举办各类

展会405项，各类众创空间里的新创

客增至7万多人。

“创意推动老工业基地变得靓丽

轻盈，迸发活力。”沈阳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安建晔说，“沈阳将以创意设计

周为平台，进一步补齐创意设计等高

端服务业短板，带动产业融合发展和

提质升级。”

沈阳:文创产业让老工业基地“脱胎换骨”
废旧厂区变身文创热土，创意大赛激荡头脑风暴

用“流行味”唱出“中国风”

电影《刘三姐》的主要外景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下枧河，人称一条会唱歌的河，
每一处都有神奇的传说和优美的故事，年接待游客数突破30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