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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今 雨 轩

品 读

多 彩 文 化 在 交 流 中 互 鉴 发 展
成都国际非遗节围绕“传承多彩文化，创享美好生活”主题，通过830余场活动，在推动多彩文化交流、

让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非遗传承新路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许 茹

10月17日~22日，第七届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通过830余场活动，将多彩的

非遗文化进行展示。围绕“传

承多彩文化，创享美好生活”的

主题，本届非遗节在推动多彩

文化交流、让非遗传承助力乡

村振兴、打造非遗传承新路径

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多彩非遗文化交流，在交

流中互鉴，在互鉴中发展。

多彩非遗文化同台交流

当波兰带来的巧手所制的

蕾丝、塞尔维亚银丝艺人制作

的银器、日本的铁器和山东的

剪纸、四川的羌绣同时出现在

非遗节的传统手工艺展上，观

众不禁啧啧称赞和围观。

包括传统手工艺展在内的

六大展览共吸引了42个国家的

910个非遗项目参展；而本届非

遗节期间，国际竞技、国际展览

等各类活动更是多达830余场。

其中，“中国传统民族乐器

制作技艺竞技”活动聚集了来

自全国各地、多民族的89种乐

器。现场，身着黎族传统服饰

的姑娘用鼻孔演奏引发了关

注。这种用鼻孔演奏的乐器鼻

箫，是黎族独有的乐器，已经流

传了千年，如今每年都会举办

免费的培训班。

会议期间，来自全球64个

国家的500余名代表、专家学

者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共参

加了6个主题论坛，分享优秀案

例，发起头脑风暴。

格鲁吉亚文化遗产局专家

组组长路苏丹·图苏特苏米亚

援引不少格鲁吉亚村庄非遗

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案例，对

于非遗资源的利用，她认为要

考虑好非遗本身固有的特性

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而

不仅仅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纯

粹的表演”。

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

在非遗节现场，剑门手杖、

白龙花灯、阆中丝毯织造等地

方特色非遗项目成为会场上的

明星。阆中丝毯织造技艺在新

中国成立前主要以家族传承的

方式为主，后来多以师傅传帮

带方式传承。现场展示的一条

阆中丝毯，由非遗传承人耗时1

年多完成，价值超过10万元。

“毯背每米丝线道数可达

1300余根，每平方米打结点约

100万个。所有经、纬线打结缠

绕全由手工完成，精细度极高，

一个成熟的技工每年仅能编织

3平方米~4平方米丝毯。”从事

了20多年阆中丝毯织造的刘姓

传承人介绍说，每个月收入约

5000元，日子过得不错。

目前，政府、企业、高校和

相关机构正在积极联手，在传

统工艺工作站平台上培育富有

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产品和品

牌，并不断加入新的理念和时

尚元素，让非遗技术得以代代

传承。此外，本届非遗节还将

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关

联在一起。

在道明竹文化节现场，展

出了由 4 名东南亚设计师与

竹编非遗传承人、中央美术学

院学生们一起创作完成的竹

编作品。

竹艺村坐落在成都崇州市

道明镇。道明竹编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竹编手

艺在道明镇代代传承。中央美

院等知名高校的加入，让道明竹

编走进了时尚的视野，丁春梅、

杨隆梅等新生代传承人带动了

一批后起之秀，其设计的竹编

女士手袋，竹编装饰的茶具、艺

术品以及竹文化文创产品销量

非常好。

“非遗技艺的传递很多是

地方性认识和生活文化样式的

传递。”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教育

学院院长谢亚平认为，只有把

当地的生活系统和非遗的生产

系统更好结合，乡村振兴才能

够在当地得以实现。

非遗授权实现创新发展

非遗节期间，62 岁的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受邀

参加了不少论坛和创意沙龙，

分享她的羌绣走上世界舞台

的故事。

从2014年起，杨华珍先后

与植村秀、星巴克等国际知名

品牌合作，将她根据藏羌地区

的传统故事和藏羌织绣传统纹

样创作的织绣作品授权给品牌

使用，既帮助品牌创新了产品

设计，也让传统文化融入了年

轻一代的生活时尚。

为了让更多非遗技艺融入

生活时尚，本届非遗节首次举

办了非遗创意设计作品授权

展，吸引了53家机构携300多

个授权元素参加，这些授权元

素都取材于非遗技艺的原创作

品。展览撮合了70多对意向

合作，涉及金额达到 3450 万

元；被授权方涵盖了酒店、餐

饮、鞋服、家居等品类供应商

100余家。

“过去，我们主要通过生产

性保护和文创开发来进行非遗

的传承和发扬。现在，非遗创

意设计授权这种新模式正在兴

起。”非遗创意设计作品授权展

策展人、四川非遗文创产业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巩强认为，看

似“商业味十足”的非遗授权实

际上有着巨大的传播价值，也

并不影响非遗本身的传承与保

护，更多应看作是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新探索。

人 间 福 地 黄 泗 浦
□ 丁 东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

变如苍狗。”如今的黄泗浦，掩

映在江苏张家港市域中心地带

东渡苑景区，北距长江约14公

里，河面仅 10 余米宽。与她

相伴的是一座高1.98米、莲花

底座、六边形、莲花帽顶的古

黄泗浦石质经幢。曾经鸥鸟翔

集、舟楫纵横的景象，只能借助

想象。

黄泗浦何时何人开凿？乃

楚国春申君黄歇开挖。公元前

247年，楚考烈王把吴地江东十

二县，封赐于春申君。吴地靠

江襟湖，地势低洼，水患频发。

黄歇在吴十一年，《越绝书》记

载了他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的

种种事迹。以其姓命名的上海

黄浦江、江阴黄田港即为两

例。据张静芬《中国古代的造

船与航海》第16章记载，黄泗浦

原名“黄歇浦”，后流传为“黄泗

浦”，距今已有2200多年。

有关黄泗浦的规模，南宋

范成大纂修的《吴郡志》称，北

宋宣和元年（1119年），两浙提

举赵霖，疏浚一江、一港、四浦、

五十八渎。黄泗浦乃“四浦”之

一。据记载，疏浚后的黄泗浦

北通长江，南至太湖，“长七十

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

尺，深七尺，通役十二万六千九

百余工”，其长度在“一江、一

港、四浦”中最长，达70余里，其

余江、港、浦皆不过二三十里

（见《吴郡志》卷十九《水利》）。

据推断，黄泗浦在宋代时，是一

条出江入海的重要河道。浦口

最宽处90米，距海岸线300米，

能通过当时最大的海船。

黄泗浦为出海港的实证，

是古黄泗浦遗址的重大发现。

遗址距今黄泗浦 1000 多米。

据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古黄

泗浦遗址考古成果汇报》，挖掘

发现了六朝至隋唐时期的水

井、灰沟、排水漕、路面以及唐

宋时代的砖砌墙基、夯土台基、

木桥、仓廒等诸多遗迹，出土了

瓦当、陶器、酱釉器、影青瓷、石

佛像等200多件标本。尤其是

从一口水井中出土的一面葡萄

纹饰的唐代铜镜，相当精美。

“别小看了这个铜镜，在唐朝可

换一个婢女”，考古专家林留根

说。最能证明当年港口繁荣状

况的，是从河道打捞上来的数

千枚“开元通宝”等钱币。据专

家称，这些铜钱有的整串落水，

有的可能是整箱沉下去的。

2019年3月29日，2018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发

布，黄泗浦遗址入选。专家们

得出了黄泗浦遗址曾为繁华出

海港、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的结论。

黄泗浦既为重要港口，必

然有集镇作为依托。这个集镇

又在何处？翻开元代常熟《琴

川志》，在“宋元诸浦示意图”上

的黄泗浦浦口，醒目标注着一

个集镇——庆安镇。清初史学

家钱陆灿撰修的《常熟县志》卷

五《市镇》，把庆安镇列为第一

条。载曰：“庆安镇，去县西北

八十里，在南沙乡，滨江，旧名

石闼市，宋元丰间改为镇，旧有

石门，今废。”由记载可知，庆安

镇在宋代以前，乃市肆兴盛、商

贾云集的石闼市。

据清康熙《常熟县志》记

载，在庆安镇西市梢，有一座建

于梁代大同二年（536年）的古

寺。《海虞别乘》描述尊胜禅院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朝廷赐名

净居禅院）云：“寺有瑞石像，铭

曰：素台月举，腾光于梵室；妙

趾神行，布武于椒殿。”诗人李

湛《游净居院诗》：“入门松桂

深，清气生人心；霞影迷窗绮，

花光照地金。微风起层阁，初

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满空钟

磬音”。古黄泗浦遗址除挖掘

出寺院旧基外，在明代桥墩里

出土了大量刻有“释迦如来舍

利宝塔……民安兵戈永息”等

文字的铭文砖，证实了佛教建

筑的存在。

如此，鉴真在庆安镇停留，

寄住尊胜禅院，启航第六次东

渡，也就顺理成章了。

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

大和尚的鉴真（688年~763年），

尽管失败五次，66岁高龄，且双

目失明，仍决意东渡。用他的

话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

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我

欲求之不惮远”。

第六次他从黄泗浦东渡，

由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安排。

遣唐使团来中国，有固定的线

路。在黄泗浦靠岸，补充给养

后，顺长江至扬州，再从陆路奔

长安。据记载，753年，鉴真历

经一个多月航程，抵达日本萨

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

本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于

次年（754年）二月到达难波港，

带去了佛学、医药、建筑、印刷

等，成了日本的建筑之父、律宗

之祖、文化恩人。而随鉴真同行

的阿倍仲麻吕（698年~770年，

汉名晁衡）则是另一番遭遇。

他在华36年，思乡心切。唐玄

宗不忍再留，遂擢升其为秘书

监兼卫府少卿（从三品），以“使

臣”身份返日。不承想，晁衡搭

乘的船只，遇狂风后失联，被巨

浪裹卷到了安南的驩州。一年

半后，全船170多人，仅晁衡等

10余人，历尽艰辛，返回长安，

完成了一趟真正意义的“文化

苦旅”。

代宗大历五年，晁衡殁于

长安，终年73岁。鉴真在日传

法10年后，面西而化，终年76

岁。两人灵魂安住他乡，一个

回望，一个远眺。——“故国回

首月明中，唯留残梦遗千年。”

“樱花簌簌落经幢，此地曾

经有怒泷。或自高僧东渡后，

许多明月照春江。”千帆过尽的

古黄泗浦，成为人间福地。

而今，伴着二胡拉长的蓝

色涛声，古黄泗浦不再是悲秋

客，她正从千年往事中转身，重

放异彩——一个占地17.7平方

公里、总投资50多亿元的黄泗

浦文化生态园，正踏着曼妙的

足音，向我们款款走来。

遥望黄泗浦，守望黄泗浦，

我们看见了她丰满而又立体的

前世今生。

擅自改名有损历史记忆
□ 何欣禹

在经历了不小的改名风波

后，云南大理巍山的拱辰门终

于留住了自己的原名。近日，

巍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发布通报

称，原貌恢复拱辰楼北面城门

“拱辰门”字样的设置。此前，

大理巍山古城标志性建筑、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拱辰楼的

基座门洞上方的“拱辰门”牌匾

被改为“巍山”，引发大家的关

注和质疑。

据历史记载，拱辰楼始建

于明代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先后经历六次修缮，始终

秉承明代建筑风格特点。1993

年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

拱辰楼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2015 年 1 月，拱辰楼发

生火灾，城台基座以上木结构

部分遭焚毁。此后，当地进行

了恢复重建，才有了现在的拱

辰楼。

巍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拱

辰楼改匾辩称，拱辰楼城门洞

北面原设置的“拱辰门”字样为

1996年维修拱辰楼时设置，非

文物本体；另一方面，为进一步

将巍山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转

化为旅游资源，助力巍山经济

社会大发展，才将“拱辰门”更

换为“巍山”字样。

不难理解，以“非文物本

体”为由更换名称，确实难以令

人信服。文物具有不可再生

性，其价值不仅在于文物本身，

更在于其所承载和沿袭下来的

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随意修

改名称，便是割断了这种历史

记忆和传承。笔者念书时所在

的大学就曾因道路改造不得不

拆除校门牌坊，尽管被拆除的

校门牌坊也并非文物本体，但

在全校师生的建议下，校方又

在离原址不远处按原貌建起了

一模一样的校门，牌坊上的字

也悉数还原。对于师生来说，

一个校门并不仅仅是一所大学

的标志，它更承载了师生们的

情感和记忆。同样，对于巍山

县来说，“拱辰门”并不是一个

沉睡在历史中的名字，而是伴

随他们生活的朝夕相处的老朋

友。“改头换面”，不仅损害文物

本身，也破坏了人们的历史情

感和记忆。

好在巍山县从谏如流，尊

重民意，将原貌恢复原名。涉

及文物及当地历史集体记忆的

改动要充分听取民意，切不可

一味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贸然

更改。近年来，常有一些地方

任意更改地名、景区名、文物名

等，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就在于

忽视了文化遗产资源背后的历

史记忆。一座古城想要吸引游

客，靠的恰是丰富的历史文

化。这不仅由历史本身组成，

也由人们的历史记忆所构成。

我国加快建设文物科技创新体系
故宫博物院与北大、敦煌研究院签署协议

共同开展文物保护与研究

本报讯 故宫博物院与北

京大学、敦煌研究院近日在故

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胜斋召

开战略合作座谈会并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深入开展文物保护

与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

据悉，故宫博物院与北京

大学、敦煌研究院三方签署合作

协议，将本着“立足长远、优势互

补、务求实效”的原则启动战略

合作，集合各方优势资源，建立

多学科、跨学科协同研究机制，

充分发掘现有及潜在的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同致力

推动我国加快建成文物科技创

新体系，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

技术、国产主要装备、标准体系

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

同时，三方将鼓励并支持

专家学者共同申报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参与重大课题

攻关；共同策划、组织具有国际

影响的文物和艺术展览，共同

推动故宫文化研究、敦煌文化

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

强同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增

进民心相通。

会上，故宫博物院还与北

京大学签署共建合作协议，以

共建研究中心为平台，合作开

展文博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等工作。（王思北）

两岸创业者看好“民族文创”合作前景

本报讯 如何将民族文化

深厚内涵融入文创产业？怎样

借助民族文创提升民族文化的

认同感？在推动民族文创发展

方面，两岸有哪些合作空间？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第三

届文心华韵文创高峰论坛”上，

两岸文创业者围绕上述话题展

开热议。此次论坛以“民族文

创季”为主题，由东华大学校友

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和马克沪文

创平台共同主办。

“在发展文创产业方面，中

国台湾先行先试的经验可为

大陆文创业者提供借鉴和启

示。”醍醐艺术中心联合创始

人张俊彦说，民族文创产业前

景看好，两岸文创企业可共享

资源和市场。

曾主导创办“日月潭花火

节”等文创品牌的中国台湾文

创学会秘书长郑懿芬表示，文

化来源于生活，文创可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是调动民族认

同感的‘钥匙’。华夏民族文化

博大精深，有望引领世界文创

产业的发展。”郑懿芬说，中国

台湾文创产业起步早，大陆文

创市场前景广阔，两岸业界应

携手拓展民族文创市场。

事实上，两岸文创业者在

民族文创领域已有诸多交流

与互动。来大陆发展 10 年

间，郑懿芬曾为多个大陆民族

文创品牌和项目提供指导。

2015年 2月，由醍醐艺术

中心创立的艺术展品牌“佛化万

相”曾赴中国台北展出。展览汇

聚了近30位西藏传统和当代艺

术名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

80余幅作品，展示了西藏文化传

承和艺术发展成就，在中国台北

引起热烈反响。（潘 清）

国展文创国展文创馆在沪开业馆在沪开业
近日，国展文创馆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商业广场开业。该馆分为

展示区和衍生品区两部分，其中展示

区通过视频形式展现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的发展历程和进口博览会的

相关情况；衍生品区销售进博会主题

玩偶、徽章、纪念币、明信片等文创产

品。图为参加开业活动的嘉宾在馆

内观看陈列的商品。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台湾文创产业起步早，大陆文创市场
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