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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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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递给世界
一张文化“金名片”

从最初广罗世界影坛新片旧作、用

心为影迷打造“电影盛宴”，到如今打造

上海文化品牌、筑梦电影之都，面向世界

代言中国电影力量……上海国际电影节

正迎来她“最好的时光”。

文化时评

□ 本报记者 于 馨

“为了纪念韩愈治水兴农，这条

江有了自己的姓氏。她见证了中国

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三河坝战役，她哺

育了客家、潮汕两大族群。几千年

来，她活力无限、奔腾不息，为改革开

放前沿的这方热土送来绵绵福祉。

她就是粤东人民的母亲河——韩

江。”在2017年水利部宣教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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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韩江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人

文和传奇的革命故事、良好的生态环

境、美丽的江河景色高票当选“最美

家乡河”。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
江山尽姓韩”

在粤地，有四条最为重要的河

流，分别是东江、西江、北江和韩江。

韩江作为唯一一条未因方位却以姓

氏命名的河流，是缘于1200年前与

一个人的偶遇，让这条曾经的“恶溪”

从此有了温润的“人气”，并形成一种

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发展至今。

从古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韩

江的名字也在不断变化，被叫过员

江、鳄溪、凤水等。公元819年，韩愈

因“谏迎佛骨”，被唐宪宗贬为潮州刺

史，那时的韩江因河道内有很多鳄鱼

伤害人畜，被称为鳄溪，也被当地人

叫作“恶溪”。为驱鳄害，韩愈在江畔

搭台，举行祭鳄仪式，宣读《鳄鱼文》，

命令鳄鱼限期离开、回归大海。从此

鳄溪逐渐恢复平静，成为潮州城对外

的重要交通枢纽。

韩愈治潮八个月，除了驱鳄，还

治水兴农、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让

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在此生根

发芽。此后的千百年，潮州百姓为感

激和纪念韩愈在潮州的功绩，将鳄溪

改称韩江，笔架山改称韩山；在韩江

边筑起韩堤、祭鳄台，韩山上建起韩

文公祠、韩山师院……草木如有知，

能不忆韩郎？正如有诗曰：“八月为

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韩愈也不会想到，因为他“捐俸

兴学”的做法，使得潮州在他离任之

后，人心向学，蔚然成风。两宋时期，

韩江流域文化不断发展，人才辈出，

宋朝有诗赞“海滨邹鲁是潮阳”。潮

州历代有172名进士，潮州城建有

“牌坊街”用以纪念。潮汕籍名人有

国学大师饶宗颐，他与钱钟书、季羡

林齐名，被称为“北钱南饶”“北季南

饶”。作家秦牧、数学家丘成桐、企业

家李嘉诚等都是从韩江之滨走出去

的优秀人物。韩江上游的梅州出了

30名院士，228名大学校长，有“大学

校长之城”的美誉。梅州籍名人有诗

人黄遵宪、教育家丘逢甲、开国元帅

叶剑英等。

代代接力：从一人治江到
万人护江

一片江山因韩愈而易姓，其中原

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韩愈

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让曾经的“恶

溪”成为韩江。韩愈及后世众人对韩

江的治理，使两岸百姓免受了洪灾水

患之苦，而因治水灌溉农田，发展桑

织，更是改善了百姓的生活质量。

韩江全长只有470公里，与不知

跨越多少省市的长江、黄河、淮河等

大江大流相比，确实有点小巫见大

巫，然而韩江的杀手锏不是长度，而

是质量。韩江的流域面积虽然只有

黄河的1/24，但年均径流量却有270

亿立方米，约为黄河的1/2。

此外，由于潮汕地势自西北向东

南倾斜，西、北、东多为山地，有汛时

洪水不但无处可分，且没有缓冲，兜

头而下。因此当地民间历来就有：

“韩江每四年发一次大水，每八年来

一次大洪水”的说法。

从唐宋时期，在韩江修筑堤围以

防范洪水便成为潮汕人民求生存谋

发展的大计。韩愈倡导和实施治理

韩江、兴水利民，既使两岸百姓免受

洪灾之苦，还因治水灌溉了农田、发

展了农桑。北宋哲宗年间，澄海盐官

李前率民开凿南溪运河十五里，历时

14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连

通韩江下游东溪和北溪。这条粤东

地区最早最长的人工河，实现了东陇

滨海盐场到潮州城最短的漕运航程，

在农田灌溉、调节水源方面也起到了

重要作用，并为宋代潮州社会迅速发

展，特别是盐业和陶瓷业经韩江输

送到梅、汀、赣数州，青白瓷销往海

外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朝中叶，韩

江基本形成的堤系有南堤、北堤、意

东堤、归湖堤、磷溪堤、官塘堤等，地

方官府增筑河堤、开通引水涵洞，疏

通韩江水道，成为永续。明朝林熙春

《与执政议浚涵沟书》写道：“有堤即有

涵……龙湖而上涵水转西，龙湖而下涵

水转南……荫田何啻万顷。”清朝潮州

总兵方耀热心治水，曾主持开凿的蓬洞

河连接起了韩江东溪和西溪，在一定意

义上调节两溪水位，又利于农田灌溉。

方耀还开创性地使用了外国机械，疏浚

梅溪河，水道畅通，对汕头的水上交通

及盐业的发展军带来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社会的发展，让

韩江流域在整个广东省的作用凸显，

尤其是对粤东地区而言。因为韩江

是粤东人民生存之本，肩负着汕头、

梅州、潮州、揭阳近千万人民的生产

生活用水重任，而韩江流域内企业创

造的生产总值约2500亿元。“新形势

下，韩江作为粤东地区生命之源、生

产之要、生态之基，将在粤东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韩江流域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韩江流域面积1.79万平方公里，

干流全长470公里，上游大部分流域

面积在福建、江西两省境内，中下游

流经广东省内四个地市，难免出现协

调治理不同步的情况。

因此，为统筹流域与行政区域，

协调解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及河湖

管理保护重点难点问题。今年4月，韩

江流域首次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联席会

议在汕头召开，广东省水利厅、住建厅

相关领导，韩江流域汕头、梅州、河源、

潮州四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以及省

韩江流域管理局负责人齐聚一堂，不

仅剖析韩江流域水环境现状，提出针

对性的解决办法，还签订了《共建“最

美家乡河”韩江合作框架协议》。

韩江流域管理局与流域四市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建立韩江流域

全面推行河长制协作机制，合力将全

面推行河长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协

调解决重点河段水资源保护、水环境

改善、水污染防治、垃圾漂浮物清理

等相关问题，打击震慑涉水违法行

为，巩固和进一步提高韩江流域水环

境管理和保护成效，切实维护韩江流

域河湖健康生命，实现韩江流域河湖

功能永续利用。

目前，韩江流域推进河长制工作

已初见成效。2017年12月，韩江流

域各地市顺利通过广东省河长制督

查验收。根据韩江流域管理局提供

的流域水质监测情况，2015 年～

2017年，韩江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的断面占总断面数的比例逐年

提高，2017年达到 92.5%。从监测

结果看，韩江流域水质总体保持良

好，干流水质基本保持在国家地表水

Ⅱ~Ⅲ类标准。

据记者了解，当前韩江流域各市

严格按照中央“四个到位”要求，已经

提前实现全面建立河长制的阶段目

标。流域各市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

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比如汕头市通

过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百河

千沟万渠大整治”等专项行动，对辖

区内河流、沟渠进行全面综合治理；

梅州市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管护，将

中小河流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

结合起来，改善河流生态和人居环

境；潮州市通过实施“水岸同治”“治

六乱”等专项行动，对全市水体两岸

乱搭乱建乱占等行为进行清理。

一江韩水，奔腾千年，它见证了

无数人对韩江治理的代代接力。古

时，韩愈以一人之力驱鳄治水，改善

了百姓生活质量；今天，由官方河长、

“民间河长”，以及几万名巡河员，组

成的铜墙铁壁，给韩江两岸的百姓带

来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而韩江也将会成为助推粤东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腾飞的重要资源和保障。

□ 沈 啸

全国近百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近日汇聚津城，亮相2018天津旅

游嘉年华。为了推动文化遗产在旅

游业发展中的创新和应用，此次嘉年

华特别举办“旅游商品与文化遗产融

合创新”主题论坛，邀请业内专家、非

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天津旅游部

门相关负责人等，围绕非遗在旅游市

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创新手

段，借旅游之力推动文化遗产传承与

发展，进而提升旅游品牌核心竞争力

进行讨论。

承载历史创新表达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孕育了

很多国内知名非遗项目，比如天津相

声、津门法鼓、杨柳青木版年画、狗不

理包子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等已成为

天津旅游文化符号，其代代传承的匠

心精神更是旅游文化中的宝贵资源。

2018天津旅游嘉年华正是以旅

游活动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游客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需要旅游

这样的载体来很好保护、传承，让广

大旅游者在增加乐趣、陶冶情操的同

时，也使旅游更有情趣和文化内涵。”

天津市旅游局副局长尹大勇表示。

天津众多风貌建筑坐落于和平

区，这里完整保存着20世纪初建造

的2000多座小洋楼和名人故居，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近年来，按

照天津市委、市政府部署，和平区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旅游

内涵和看点，相继建成了新民园广

场、区非遗展览馆等一批文化旅游特

色项目，并成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单位。“我们一直在做有限

度的开发和有尺度、有温度的创造。

首先以‘街不落巷、路不落院、院不落

户’的方式调查挖掘全区传承已久、

影响力大、有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的

非遗项目，然后建立数字档案，用声

音、影像全记录。在非遗载体建设

上，2016年又打造了作为‘和平区20

项民心工程’的新非遗展览馆，在寸

土寸金的中心城区拿出1000多平方

米，把全区55个非遗项目全景展现

给市民、游客。”天津市和平区副区长

杨春武说。

“在旅游与文化遗产融合中，关

注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中国文化的

国际表达十分重要。要利用市场的

流量，迎合市场的需求，引领市场的

品位，获得市场的利润。”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

称，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创新性和创

造性。“一个旅游目的地不仅要延续

优秀传统文化，留下时代烙印，也要

创新当前时代的印记，创造我们这个

时代留给未来的文化遗址。”

文旅结合创意开发

当旅游与非遗相结合，如何进行

合理运用？在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原

会长马文辉看来，首先要全面、深刻

地认识非遗本身的意义，“我们这些

年所做的非遗保护工作是一种文化

自觉，但很多时候是从艺术层面、经

济层面开展。比如古琴、品香、插花、

木版年画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艺术

和表演层面，而是人格境界的修炼和

人文情怀的抒发，正所谓‘但识琴中

趣，何劳弦上声’。”

马文辉坦言，每一个非遗项目都

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意义，包含社会生

活、历史演变、工艺美学等内涵，其人

文价值更为重要。“把非遗作为旅游

商品开发，要尽可能保护其严肃性和

根本性，进而关注时尚、日用、品牌，

将工艺美学很好转化运用到日常生

活中。还可以建设创意孵化型旅游

园区和特色小镇，与国内外知名品牌

公司、设计机构或工艺美术服装院校

等合作，进行创意设计。”

谈到非遗在旅游市场中的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遗保

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苑利提出，民间文

学和旅游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旅游开

发有很大价值。“人们常说，看景不如

听景。听景能够打动人心，听到的正

是民间文学。其在旅游开发中有几

种用法，一是作为导游词；二是可以

把一些演出场所和旅游部门挂钩，作

为旅游定点单位，白天看景，晚上看

表演；三是充分利用传统工艺资源，

解决旅游中‘购’的要素问题，非遗可

以作为旅游商品，作坊也可以作为未

来的观光点，既不影响技艺操作，也

为游客参观提供方便。”

非遗和旅游的关系还有重要一

环，即传统节日仪式，因其基本上是

法定节假日，是大家普遍出游的时

候，故这方面资源要充分利用好。苑

利说：“保护好传统节日，一个民族最

优秀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表演艺

术等就保护了下来。这些最优秀的

东西，正是展示旅游文化的重要窗口

之一。”

对于旅游商品与文化遗产融合

发展，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

兼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认为，游

客的需求是旅游所有服务的出发点，

以人为本、优质供给非常重要。“就像

某世界著名品牌的一条方巾，背后蕴

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已然超越物质

本身，从最初的创意设计走向更深层

次的人文交流和人文关怀。需求的升

级促使旅游业不断深化，科技赋能也

在修正着人们对资源开发的认知。未

来旅游还会有更多要素，从看得见的

形态转化到看不见的意念，这对新时

代旅游提出了新旅游要素的思考。”

旅游为传统文化
添活力

□ 刘发为

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活动成了今年

端午假期的特色和亮点，各地的文化旅

游活动十分丰富。可以说，中国厚重的

文化底蕴是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

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

宝贵的珍宝和财富。然而，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一直以来是一个难题。一方面，

传统文化的历史比较悠久，保护的前提需

要充分考究其内涵；另一方面，传统文化

中有些风俗习惯时过境迁，于今不同。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首先要

让更多的人知晓它。如果长时间“养在

深闺人未识”，很有可能就会销声匿迹，

优秀传统文化的中断是整个民族的损

失。旅游，恰恰能够让更多的人走到传

统文化的身边。

以端午节为例，全国很多地方都围

绕端午节做起了旅游的文章。湖北宜昌

秭归县举行的“2018屈原故里端午文化

节”，推出了祭祀、诗会、龙舟赛、美食、习

俗等主题系列活动，吸引了中外大批游

客参与其中，感受浓浓的中华传统礼仪

和文化。此外，福建、广西、河南、四川、

澳门等地纷纷举办龙舟竞渡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演出，让市民和游客大饱眼福。

河南永成芒砀山举行汉民俗端午节，着

汉服、包粽子、跳钟馗、射五毒、洒雄黄酒

等活动将端午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旅游正在搭起一座桥梁，让优秀的传

统文化与现代对话；旅游正在搭建一个平

台，让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传统文

化的保护，不能总是曲高和寡，关起门来

自行搞研究，而是要打开门来迎客人。

当然，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形式也

不能墨守成规，也要因时而变，与时俱

进。旅游，同样能够丰富传统文化的保

护形式。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进

步，诸如大数据、物联网、VR、区块链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了解游客的需求比以

前相对容易，在了解了人们的需求基础

上，结合传统文化的内核，不断开发出更

符合游客需求的文化演出和产品。如此

一来，传统文化在旅游中为更多的人所

认识、所接受、所喜爱。

我们一直说，旅游搭台，文化唱戏。

其实，在现实中，旅游和文化同台唱戏的

情况越来越多。旅游之于文化，不再只

是载体与内容的关系，二者相互交融，融

为一体，不知不觉地走进人们心里。

一 渠 韩 江 水 千 年 治 江 人
从韩愈治水兴农到今天的河长制，对韩江治理的代代接力，为潮汕百姓带来更多幸福感

旅游+非遗：传承优秀文化创新时代印记

良渚良渚博物院重新开馆博物院重新开馆
6 月 25 日，经过 10 个月的闭馆改

陈，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重

新开馆。改造后的良渚博物院提升了展

厅空间布局，并通过数字多媒体等科技

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新成果。图为观众在

良渚博物院观看一座复原的墓葬。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韩江韩江：：一条有姓氏的一条有姓氏的河河

广东韩江是为了纪念韩愈治水兴农而命名的河，也是养育粤东地区千万客家人和潮汕人的母亲河。

图为游人漫步在韩江支流白宫河公园。 丁幼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