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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了 景 区 、逛 了 市 集 、赏 了 民

俗 ，还 买 了 特 色 年 货 ，这 里 的 年 味

太 浓 了 。”近 日 ，安 徽 省“ 我 们 的 节

日 —— 欢 欢 喜 喜 过 大 年 ”活 动 在 铜

陵 永 泉 小 镇 启 动 ，市 民 宋 先 生 起 了

个大早，到此大包小包地买起了年货。

永 泉 小 镇“ 年 味 市 集 ”现 场 ，一

个 个 火 红 的 灯 笼 挂 满 枝 头 。 街 道

两 侧 ，一 排 排 摊 位 井 然 有 序 ，铜 陵

白 姜 、黄 山 烧 饼 等 年 货 好 礼 、特 色

美 食 琳 琅 满 目 ；童 寿 记 木 版 年 画 、

天 柱 山 木 偶 戏 等 安 徽 非 遗 体 验 项

目 汇 集 于 此 。 现 场 吆 喝 声 、叫 卖

声 、欢 笑 声 汇 成 一 片 ，处 处 洋 溢 着

喜气洋洋迎新年的热闹氛围。

不 远 处 的 濉 溪 商 派 面 塑 展 位 ，

则 吸 引 了 不 少 小 朋 友 。 展 位 上 ，商

派面塑第六代传承人商运平聚精会

神地捏着面人。揉、捏、挑……不到

5 分钟，一条惟妙惟肖的面龙便呈现

在 众 人 眼 前 。“ 今 年 是 龙 年 ，我 特 意

创 作 了 龙 形 象 面 塑 作 品 ，希 望 大 家

龙行龘龘、幸福安康。”商运平说。

这 边 年 味 市 集 热 闹 开 场 ，那 边

民 俗 文 艺 演 出 掌 声 雷 动 。 在 永 泉

大 舞 台 ，一 场 主 客 共 享 的 戏 曲 演 唱

会 正 在 上 演 ，悠 扬 婉 转 的 黄 梅 戏 、

古 韵 优 雅 的 京 剧《梨 花 颂》等 节 目

精 彩 亮 相 ，为 市 民 游 客 奉 上 一 场 鲜

活丰富的文化盛宴。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

状元……”锣声一开，戏曲声锵锵响

起。潜山市天柱山木偶黄梅戏省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程 泽 君 ，一 边 操

纵 木 偶 ，一 边 演 唱 黄 梅 戏 经 典 曲 目

《女驸马》。勾、挑、提、拉间，方寸舞

台 上 木 偶 戏 精 彩 上 演 ，吸 引 了 不 少

游 客 驻 足 观 赏 。“ 虽 然 双 手 很 冷 ，但

我的内心火热。看到这么多人聆听

天 柱 山 木 偶 黄 梅 戏 ，我 觉 得 一 切 付

出都是值得的。”程泽君说。

在 永 泉 大 舞 台 侧 面 的 街 道 上 ，

传 统 舞 龙 、白 牡 岭 竹 马 灯 等 地 方 民

俗 巡 游 格 外 热 闹 。 伴 随 着 喧 天 的

锣 鼓 ，十 多 名 青 年 身 着 色 彩 鲜 艳 的

表 演 服 装 ，举 着 龙 头 ，舞 着 龙 身 ，喜

庆 洋 洋 迎 面 而 来 。 十 多 米 长 的 巨

龙 时 而 上 下 翻 腾 ，时 而 左 右 盘 旋 ，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对 比 永 泉 小 镇 白 天 的 忙 碌 热

闹 ，位 于 铜 陵 的 犁 桥 水 镇 恰 好 相

反 。 夜 幕 降 临 ，这 座 沉 睡 的“ 江 南

水 乡 ”才 被 真 正 唤 醒 。 当 晚 ，作 为

“ 我 们 的 节 日 —— 欢 欢 喜 喜 过 大

年 ”活 动 内 容 之 一 ，“ 夜 游 犁 桥 ”暨

“璀璨铜都”烟花秀精彩上演。

距 离 烟 花 秀 开 始 还 有 半 小 时 ，

水 镇 牌 坊 周 围 便 已 人 头 攒 动 。 晚

上 8 时许，伴随着一声震耳的巨响，

一 束 束 形 态 各 异 的 烟 花 冲 向 云 霄 ，

在 夜 空 中 争 相 绽 放 、分 外 绚 烂 ，现

场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

在带给市民游客美轮美奂视觉

享 受 的 同 时 ，犁 桥 水 镇 还 开 展 了 非

遗 打 铁 花 、“ 欢 乐 春 节 ”主 题 灯 展

等 。“ 这 趟 真 是 不 虚 此 行 ，找 回 了 小

时 候 过 年 的 感 觉 。”来 自 芜 湖 的 游

客孙先生说。

活 动 当 晚 ，犁 桥 水 镇 接 待 各 地

游客超 1.6 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

水镇还将上演佤乡谣等民族风情歌

舞，推出打铁花等非遗展演，举办县

衙审案等情景式演出，生动展示“休

闲铜都”文旅魅力。

“展望新一年，我们信心十足。”

犁 桥 水 镇 负 责 人 刘 东 成 介 绍 ，犁 桥

水镇将按照“景在村中、村在景

中”的思路，编制犁桥大片区旅

游 规 划 ，打 造“ 长 江 湾 里·犁 桥

水 镇 ”，做 好 水 文 章 ，让 犁 桥 水

镇成为长三角的“后花园”。

文旅小镇年味浓
□ 朱文文

“这是何处？殿堂巍峨，楼台错

落 ，火 树 银 花 ，气 象 万 千 ，恍 如 东 京

梦华，又似琼台仙境！”……

在“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

轼主题文物展”开幕式上，由海南大

学 人 文 学 院 教 授 海 滨 扮 演 的“ 苏 东

坡”穿越千年而来、拂须作揖：“老夫

曾在此地待过 3 年有余，对这里颇有

感情。千古？原来竟已过了千年之

久。没想到千年前的蛮荒之地。现

世 已 然 发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好 一

派勃勃生机，真是妙哉！”

随后，“苏东坡”化身主人，欢迎

嘉宾，介绍展品，还说起海南对东坡

文 化 的 保 护 和 利 用 。“ 海 南 省 委 、省

政 府 特 别 重 视 保 护 和 利 用 文 化 遗

产，垂爱东坡老朽，不仅成立了海南

东 坡 文 化 研 究 与 传 播 中 心 ，还 广 邀

国 内 外 友 人 ，举 办 声 势 浩 大 的 海 南

东坡文旅大会，更招贤纳才，在东坡

湖畔组织了一支苏学研究与传播的

新力军，引发广泛关注。”

“ 听 说 展 陈 中 有 我 朋 友 黄 鲁

直 、蔡 君 谟 等 的 墨 宝 ，还 有 大 宋 的

诸 多 珍 宝 ，我 迫 不 及 待 想 去 看 看 。”

在 场 的 嘉 宾 跟 着“ 苏 东 坡 ”的 步 伐

走 进 展 厅 ，一 睹“ 宋 四 家 ”真 迹 等 珍

贵文物的风采。

据 了 解 ，展 览 共 展 出 苏 轼 主 题

文物展品 332 件/套。其中有 5 件是

来 自 故 宫 博 物 院 的“ 国 宝 级 ”一 级

甲 等 文 物 ，分 别 为 苏 轼 真 迹《新 岁

展 庆 帖》《人 来 得 书 帖》合 卷 、《题 王

诜 诗 词 帖》，黄 庭 坚 真 迹《惟 清 道 人

帖》，米 芾 真 迹《道 林 帖》，蔡 襄 真 迹

《京居帖页》。

此 外 ，还 展 出 了 宋 徽 宗 御 笔 行

书《蔡 行 敕 卷》、雍 正 皇 帝 御 笔 书 法

1 件 、乾 隆 皇 帝 御 笔 书 法 3 件 ，以 及

徐 渭 、沈 度 、钱 榖 、祝 枝 山 、孙 克 弘 、

纪晓岚等名家真迹。

除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重量级

苏 轼 主 题 文 物 外 ，本 次 展 览 还 专 门

设 置 了 500 平 方 米 的 展 厅 ，展 出 桄

榔 庵 出 土 文 物 、通 潮 阁 碑 刻 拓 片 ，

以 及《笠 屐 图》等 文 物 ，生 动 讲 述 、

深入阐释苏轼居儋功业。

开幕式现场布局设计也颇具匠

心 。 墙 柱 上 展 示 着 苏 轼 的 经 典 诗

词 ；东 坡 集 市 、荔 枝 园 、唤 鱼 池 等 地

以 宋 式 美 学 风 格 装 饰 ，让 观 众 沉 浸

于 古 朴 典 雅 的 氛 围 之 中 ，与 古 人 展

开跨越千年的对话。

工作人员穿一袭宋制汉服漫步

展 厅 ，嘉 宾 们 可 品 香 茗 感 知 宋 代 风

雅 ，孩 子 们 踢 蹴 鞠 、掷 投 壶 ，体 验 宋

人 休 闲 项 目 ，众 人 沉 浸 式 感 受 了 一

场宋韵“梦华录”。

“百年来，苏轼以其独特的文人

才 华 和 人 格 魅 力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故宫博物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为 配 合 本 次 文 物

展 举 办 ，故 宫 博 物 院 特 别 精 选 了 苏

轼 等 的 书 法 精 品 进 行 展 出 ，这 也 是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四家”真迹近

年来首次在故宫之外集体亮相。

据 了 解 ，展 览 还 将 举 办 丰 富 多

样 的 配 套 活 动 ，包 括 东 坡 讲 坛 12

场 、东 坡 主 题 文 艺 演 出 31 场 ，另 有

东 坡 古 风 集 市 、“ 千 古 同 行·风 雅 颂

东坡”系列主题社教活动等。

“真是不虚此行，第一次看到了

立 体 而 又 鲜 活 的‘ 苏 东 坡 ’。”观 众

陈 可 欣 说 ，她 参 与 了 苏 东 坡 主 题 的

投 壶 、捶 丸 等 活 动 ，收 获 了 明 信 片 、

春联等文创产品。

“ 类 似 高 品 质 展 览 必 将 吸 引 众

多游客。”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 区 域 总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中 旅

将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对 展 览 进 行 宣 传

推介，为海南旅游市场再添一把火。

海 南 省 博 物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此 次 展 览 是 一 次 跨 越 时 空 的 文 化

交 流 与 融 合 ，也 是 当 下 都 市 人 对 古

代 生 活 宁 静 致 远 、返 璞 归 真 的 向 往

的 承 载 。 欢 迎 市 民 游 客 前 来 打 卡 ，

身临其境地体验宋风雅趣。

跟着东坡越千年
□ 王赵洵

临近春节，天气晴好的午后，瓦

蓝 清 澈 的 天 空 下 ，古 色 古 香 的 北 京

励 志 堂 科 举 匾 额 博 物 馆 内 ，红 灯 笼

挂 了 起 来 ，笔 墨 砚 台 也 准 备 就 位 ，

红 纸 被 悉 心 铺 开 ，一 场 迎 新 年 非 遗

研学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书 法 老 师 曹 媛 将“ 福 ”字 进 行

“ 拆 解 ”，向 孩 子 们 生 动 讲 述 着 福 文

化 的 内 涵 。“‘ 福 ’字 引 申 出 来 的 意

思 就 是 丰 衣 足 食 ，物 质 生 活 满 足

了 ，还 要 有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追

求，这就算有福了。”曹媛说。

“ 我 虽 然 学 过 书 法 ，但 写‘ 福 ’

字 还 是 第 一 次 ，爸 爸 说 今 年 家 里 写

对 联 的 任 务 就 交 给 我 了 。”刚 上 四

年 级 的 学 生 小 宇 在 曹 媛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凝 神 聚 气 ，将 新 意 与 祈 愿 融

入 笔 尖 ，毛 笔 落 在 红 彤 彤 的 纸 上 ，

一 张 情 真 意 切 的“ 福 ”字 便 写 成

了 。“ 写 好 书 法 不 易 ，一 笔 一 画 大 有

学 问 。 认 真 写 好 每 个 字 的 感 觉 ，真

是 很 棒 。”小 宇 还 向 身 边 的 小 朋 友

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我刚学写毛笔字，现在还写得

不 好 ，不 太 会 运 用 手 腕 转 动 来 写 ，

但 是 我 可 以 通 过 创 意 取 胜 。”开 朗

活 泼 的 三 年 级 学 生 子 霖 在 自 己 创

作 的“ 福 ”字 旁 画 上 了 喜 鹊 绕 枝 。

一 旁 更 小 的 小 朋 友 看 到 后 也 灵 机

一 动 ，在 自 己 写 得 歪 歪 扭 扭 的“ 福 ”

字 上 ，画 上 了 几 枚 大 元 宝 ，惹 得 众

人大笑不止。

北 京 励 志 堂 科 举 匾 额 博 物 馆

里 有 木 石 匾 额 500 多 方 ，为 开 展 书

法 和 拓 印 相 关 研 学 活 动 提 供 了 良

好 基 础 。 写 完“ 福 ”字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韩 晓 燕 带 着 大 家 开 始 了 解 中 国

古老的复印技术之一——拓印。将

一 张 宣 纸 浸 湿 ，敷 在 石 碑 上 ，用 刷

子 轻 轻 敲 打 ，使 纸 和 石 碑 文 的 凹

槽 贴 合 ，纸 张 干 燥 后 用 刷 子 蘸 墨

均 匀 拍 打 ，使 墨 均 匀 地 分 布 在 纸

上 ，然 后 把 纸 揭 下 来 ，拓 印 工 序 便

完 成 了 重 要 一 步 。

“ 上 墨 时 ，不 要 着 急 ，要 从 左 至

右 ，从 上 往 下 ，循 序 渐 进 ，层 层 加

深 ，使 纸 面 墨 色 均 匀 ……”在 韩 晓

燕 的 悉 心 指 导 下 ，孩 子 们 不 断 改

善 ，“ 先 将 墨 水 均 匀 地 用 滚 轮 上 色

到 拓 版 上 ，然 后 将 宣 纸 紧 紧 地 覆 盖

在上面……”

在韩晓燕的示范下，孩子们尝试

拓 印 制 作 。“ 哎 呀 ，我 的 纸 破 了 一 点

点！”“我的墨都糊了！”“快看，我的作

品成功了！”孩子们不断尝试，上纸、

覆膜、刷纸、扑打上墨、揭纸……“如

意 ”“ 平 安 ”“ 顺 遂 ”等 一 幅 幅 寓 意 吉

祥美好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博 物 馆 拥 有 大

量 明 清 科 举 状 元 书 写 的 匾 额 ，还 有

一 件 镇 馆 之 宝 。 博 物 馆 研 学 导 师

吴 疆 故 意 卖 了 个 关 子 ：“ 今 年 是 龙

年，你们想不想‘跃龙门’？”

一 听 到“ 跃 龙 门 ”，孩 子 们 便 兴

奋起来，争相找起了“龙门”。

古 代 科 举 考 试 中 举 被 称 为“ 鲤

鱼 跃 龙 门 ”，博 物 馆 的 镇 馆 之 宝 是

金 代 留 存 的“ 科 举 门 ”。“ 跨 过 这 座

‘ 科 举 门 ’，我 们 就 是‘ 鲤 鱼 跃 龙 门 ’

了 。”吴 疆 接 着 说 ，其 实 ，“ 鲤 鱼 跃 龙

门 ”的 意 思 是 要 不 惧 困 难 ，逆 流 前

进，奋发向上。

不 觉 间 ，此 次 研 学 体 验 活 动 接

近 尾 声 。“ 凤 鸣 晓 日 三 千 丈 ，龙 起 春

雷 第 一 声 ”—— 博 物 馆 大 门 处 石 牌

楼 两 侧 的 对 联 再 次 吸 引 大 家 的 目

光 。“ 今 年 是 龙 年 ，这 副 对 联 的 寓 意

很 鼓 气 。 新 年 新 气 象 ，新 一 年 要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 。”北 京 市 民 刘 关 说 ，

孩 子 们 在 这 次 研 学 活 动 中 获 益 匪

浅，收获了龙年之“福”。

博物馆中研学乐
□ 本报记者 曹 燕

近 日 ，江 西 省 吉 安 市 吉 安 县 东

园 村 的 祠 堂 门 口 热 闹 非 凡 ，一 场 即

将 上 演 的 舞 龙 表 演 正 在 紧 锣 密 鼓

地排练之中。

只见几位老者领着几个年轻小

伙 正 在 进 行 舞 龙 表 演 。 他 们 随 着

鼓 乐 之 声 ，时 而 翻 滚 ，时 而 腾 跃 ，动

作 矫 健 而 流 畅 ，引 得 来 往 买 年 货 的

乡邻们纷纷驻足围观。

东 园 村 位 于 永 阳 镇 上 ，附 近 十

来个村的村民们平时会到这里来买

卖 东 西 。 春 节 临 近 ，这 里 的 人 气 比

平时更旺了。

“村里后生崽耍起龙灯，那离大

年 三 十 就 近 了 ，大 家 要 热 热 闹 闹 迎

新 年 啦 。”东 园 村 村 民 胡 大 叔 说 ，村

里 每 逢 过 年 都 要 舞 龙 灯 ，“ 龙 狮 马

灯 ”同 出 ，并 配 上 大 鼓 、大 锣 和“ 十

样锦”乐队，非常震撼。

“ 吉 安 东 园 龙 于 2010 年 6 月 入

选 江 西 省 第 三 批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吉 安 东 园

龙 省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胡 星 庆

介 绍 ，表 演 时 ，由 9 个 人 分 别 持 龙

头 、龙 身 、龙 尾 ，另 有 一 人 持 七 彩 龙

珠 ，10 人 共 同 表 演 ，持 龙 珠 者 为 整

个 表 演 的 指 挥 者 。 村 民 们 通 过 不

同 形 式 的 表 演 ，模 拟 龙 的 行 进 、翻

滚 、腾 跃 等 动 作 ，表 现 出 奋 发 向 上 、

一 往 无 前 的 昂 扬 精 神 。 经 过 一 代

代 传 承 弘 扬 ，尚 武 而 又 富 有 创 新 精

神 的 东 园 村 舞 龙 艺 人 们 ，不 断 尝 试

创 新 改 进 ，将 武 术 、杂 技 等 技 巧 融

入 龙 灯 表 演 ，加 入 了“ 架 天 桥 ”“ 架

地 桥 ”“ 登 高 台 ”等 独 创 的 高 难 度 动

作 。“ 虽 然 表 演 起 来 很 累 ，但 看 到 不

少 观 众 反 馈‘ 看 起 来 很 过 瘾 ’，便 不

觉得累了。”胡星庆说。

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春节文化生

活 ，营 造 欢 乐 、喜 庆 、祥 和 、文 明 的

节 日 氛 围 ，吉 安 市 还 将 举 办 一 系 列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 。 2024“ 庐 陵 新 年

最 吉 安 ”新 春 欢 乐 季 ，舞 龙 大 汇 演

就是其中一项。

吉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梁 燕 介 绍 ，吉 安 市 选 拔

了 15 支各具特色的龙灯表演队伍，

吉 安 东 园 龙 表 演 队 便 在 其 中 。 为

将 非 遗 年 味 送 到 群 众 身 边 ，吉 安 当

地灯彩民俗活动等也将同步开展。

江西拥有着丰富的民俗类非遗

项 目 ，列 入 省 级 以 上 民 俗 类 非 遗 项

目 名 录 的 就 有 104 项 。 其 中 ，舞 龙

和 舞 狮 作 为 中 国 传 统 民 俗 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在 江 西 得 到 了 广 泛

传承发展。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

护 中 心 主 任 高 澜 介 绍 ，江 西 是 舞 龙

舞 狮 活 动 的 主 要 地 区 之 一 ，龙 狮 表

演 形 式 独 具 特 色 。 如 青 山 湖 双 龙

戏 珠 欢 乐 威 武 、城 南 龙 灯 轻 巧 灵

便 ，这 些 是 江 西 宝 贵 的 文 化 遗 产 ，

不 仅 展 示 了 龙 狮 的 威 武 和 神 秘 ，更

体 现 了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祈愿。

为更好地保护传承这些非遗项

目 ，江 西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保

护 中 心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并 进 行

系 统 性 整 理 和 研 究 ，大 力 开 展 非 遗

传 承 人 认 定 和 研 修 研 习 工 作 。 举

办 各 种 非 遗 活 动 和 展 览 ，让 更 多 人

了解非遗保护成果。

如 今 ，江 西 许 多 濒 临 失 传 的 龙

狮 表 演 形 式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开 始 关 注 非 遗 ，并 参 与

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

据介绍，未来，江西将推动非遗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向 更 深 层 次 发 展 ，让

更 多 人 感 受 非 遗 的 魅 力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播 和 发 展 作 出 更

大的贡献。

耍起龙灯迎新春
□ 周美庄 本报记者 周 晨

中 轴 线 是 北 京 的 文 化 之 轴 ，位

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聚集了众多

文创商店、老字号商铺、非遗项目展

示 商 店 等 ，吸 引 着 众 多 游 客 慕 名 前

来，感受京味文化的独特魅力。

近 日 ，记 者 来 到 前 门 大 街 。 一

走 进 故 宫 前 门 文 创 店 ，便 看 到 店 内

摆 放 的 商 品 琳 琅 满 目 ，包 括 新 年 日

历 、手 账 本 、纪 念 册 、冰 箱 贴 等 。 故

宫 前 门 文 创 店 推 陈 出 新 ，上 新 不 同

印 章 产 品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驻 足 欣

赏 、购 买 。

据了解，游客在店内购买日历、

纪念册等，还可免费盖章。工作人员

介绍，店内印章以故宫文化为底蕴，

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

合。目前，店内共 70 余款印章，每枚

印章都有自己的独特寓意。

“ 我 左 手 边 的 这 些 印 章 是

以九龙壁为元素设计的，9

条 龙 有 9 个 形 态 。 现 在 我

们 盖 的 这 个 章 是 龙 五 ，称

为‘ 正 龙 ’，龙 袍 、藻

井 用 的 就 是 正 龙 。”

工 作 人 员 小 心 翼 翼 地 帮 游 客 盖 章 ，

确 保 盖 章 位 置 、角 度 和 力 度 都 恰 到

好 处 。 印 章 盖 好 之 后 ，工 作 人 员 还

会 向 游 客 展 示 图 案 ，并 耐 心 地 为 游

客讲解印章背后的故事。

春 节 临 近 ，不 少 游 客 热 衷 于 收

集 龙 元 素 的 印 章 ，不 仅 是 因 为 龙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象 征 意 义 ，还 因

为 这 些 印 章 具 有 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艺 术 美 感 ，可 以 让 年 轻 人 感 受 传

统文化与现代活力的碰撞和交融。

“ 你 看 这 个 印 章 上 的 龙 形 象 栩

栩 如 生 ，雕 刻 的 手 法 以 及 色 彩 的 搭

配 ，给 人 很 美 好 的 感 觉 。”湖 南 的 彭

女 士 兴 奋 地 展 示 着 她 刚 盖 好 的 印

章 ，“ 今 天 在 这 里 的 收 获 比 我 想 象

中 要 多 不 少 ，不 仅 收 到 了‘ 龙 的 福

气 ’，还 补 习 了 传 统 文 化 课 ，这 种 形

式 很 好 ，可 以 让 我 们 在 收 集 印 章 的

过 程 中 ，深 入 了 解 、体 验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

随 后 ，记 者 来 到 一 家 北 京 礼 物

商 店 ，店 内 一 系 列“ 龙 墩 墩 ”文 创 产

品 十 分 引 人 注 目 。“ 龙 墩 墩 ”是 北 京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冰 墩 墩 ”的 龙 年 新

春 特 别 版 。 它 延 续 了 中 国 春 节

文化和生肖文化特色，是弘扬奥

林 匹 克 精 神 、创 新 发 展 中 国 文 化 的

典型范例。

“ 龙 墩 墩 ”系 列 文 创 产 品 以 龙

元 素 为 主 题 ，涵 盖 摆 件 、饰 品 、工 艺

品 等 多 种 类 型 。“ 我 之 前 买 过‘ 冰 墩

墩 ’‘ 兔 墩 墩 ’，今 年 看 到 新 推 出 的

‘ 龙 墩 墩 ’，准 备 带 回 去 几 个 。 今 年

是 龙 年 ，龙 被 视 为 祥 瑞 的 象 征 ，能

够 带 来 好 运 ，我 准 备 把 这 份 祝 福 送

给身边的朋友们。”游客张女士说。

文 创 商 店 是 近 年 来 兴 起 的 文

化 消 费 场 所 之 一 ，也 是 推 动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力 量 。 文 创 设

计 者 将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与 时 尚

产 品 结 合 ，既 可 以 满 足 广 大 消 费 者

的 文 化 消 费 需 求 ，又 可 以 利 用 创 意

设 计 与 推 广 ，更 好 地 传 承 和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促 进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发 展 。

漫 步 在 前 门 大 街 ，感 受 古 老 街

区 与 现 代 时 尚 的 交 融 。 在 这 里 ，文

化 元 素 与 时 尚 潮 品 相 映 成 趣 ，诉 说

着 千 年 的 故 事 。 融 入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的“ 龙 墩 墩 ”等 文 创 产 品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年 轻 人 爱 上 国 潮 ，也

吸 引 着 众 多 游 客 购 买 ，并 从 中 感 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创店里享国潮
□ 本报记者 王若溪 贺一峰 见习记者 史晓宇 杨朝霞

喜 庆 的 龙 灯 舞 起 来 ，欢 乐 的 鹅

灯 跳 起 来 ！ 日 前 ，2024 常 州 乡 村 过

大 年 活 动 在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金 坛 茅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仙 姑 村 举 办 。 敲 锣

鼓 、赏 非 遗 、品 小 吃 、买 年 货 …… 游

客 与 村 民 联 欢 互 动 ，尽 享 乡 村 浓 浓

年味。

仙 姑 村 位 于 茅 山 东 麓 ，是 首 批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 经 过 多 年

连 续 举 办 ，乡 村 过 大 年 活 动 早 已 成

为 当 地 的 一 张 靓 丽 名 片 。 龙 年 临

近 ，乡 村 过 大 年 活 动 开 幕 式 现 场 ，

由 仙 姑 村 女 村 民 组 成 的 仙 姑 女 子

龙 灯 队 带 来 的“ 仙 姑 出 龙 ”表 演 ，烘

托 着 热 烈 的 龙 年 氛 围 ，龙 灯 在 表 演

者 的 手 中 翻 滚 、绞 缠 、穿 插 ，引 得 游

客争相拍照记录。

今年 67 岁的蔡小红是仙姑女子

龙 灯 队 队 长 ，14 年 前 她 在 全 村 的 支

持下，组建了女子龙灯队，如今队伍

已发展到 20 多人。“除了舞龙，我们

还会表演民俗舞蹈。很多外地朋友

非常喜欢这些节目。”蔡小红说。

“ 仙 姑 鹅 灯 ”是 仙 姑 村 一 项 颇

受 游 客 喜 爱 的 民 俗 演 出 ，参 演 的 56

位 村 民 手 持 鹅 灯 和 花 板 ，展 现 斗

鹅 、嬉 戏 、游 水 、觅 食 等 不 同 场 景 ，

不 仅 有 乡 野 之 风 ，亦 有 幽 默 之 趣 。

演 出 结 束 后 ，不 少 游 客 意 犹 未 尽 ，

纷 纷 举 着 鹅 灯 打 卡 ，或 与 参 演 村 民

合 影 留 念 。 游 客 靳 新 花 说 ：“ 每 年

都 来 仙 姑 村 吃 咸 鹅 ，没 想 到 鹅 灯 这

么 好 看 。”

茅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

游 发 展 局 专 员 王 群 长 期 致 力 于 本

地 民 俗 调 查 研 究 。 他 认 为 ，仙 姑 村

历 年 举 办 的“ 乡 村 过 大 年 ”活 动 ，均

有 舞 龙 舞 狮 、敲 锣 打 鼓 、跑 旱 船 等

表 演 ，有 时 还 邀 请 鱼 灯 、马 灯 等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传 承 人 助 演 ，但 这 些

演 绎 均 不 能 完 全 体 现 仙 姑 村 的 文

化 内 涵 。“ 鹅 村 ”大 量 静 态 的“ 鹅 ”元

素 需 要 在 民 俗 演 绎 中 被 活 化 ，“ 仙

姑 鹅 灯 ”便 应 运 而 出 ，将 鹅 灯 与“ 花

鼓 ”结 合 起 来 ，让 本 地 特 色 更 浓 ，氛

围更加喜庆。

王 群 介 绍 ，“ 仙 姑 鹅 灯 ”的 鹅 灯

采 用 悬 丝 形 式 ，将 演 出 村 民 分 成 鹅

灯 、花 板 、锣 鼓 3 组 。 其 中 ，花 板 组

主 要 负 责 氛 围 营 造 及 场 景 变 换 ，

“ 锣 鼓 ”则 负 责 现 场 伴 奏 ，表 现 鹅 的

状 态 和 不 同 场 景 。 未 来 ，将 不 断 打

磨“ 仙 姑 鹅 灯 ”，将 其 打 造 成 仙 姑 村

的 又 一 个 美 丽 乡 村 特 色 节 目 ，让 游

客 到 仙 姑 村 不 仅 能 看 晒 鹅 、吃 咸

鹅，还能欣赏跳鹅灯。

“村里人演好村里事，让村里的

事 有 特 色 。”茅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管 理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杨 国 忠

认 为 ，让 仙 姑 村 的 乡

村 文 化 与 乡 村 旅 游 有 效 结 合 起 来 ，

“ 仙 姑 ”跳“ 鹅 灯 ”便 是 一 次 生 动 的

实践。

除 了 欣 赏 演 出 ，吃 咸 鹅 、看“ 晒

冬 ”等 也 是 仙 姑 村 每 年“ 乡 村 过 大

年 ”活 动 的 主 打 项 目 。 仙 姑 村 是 农

家 乐 经 营 特 色 村 ，2008 年 被 评 为 江

苏 省 首 批 农 家 乐 专 业 村 ，特 别 是 利

用 传 统 腌 制 技 艺 制 作 的 咸 鹅 、咸 猪

蹄 等 农 家 菜 远 近 闻 名 ，每 年 冬 季 晒

制 以 咸 鹅 为 代 表 的 腌 制 品 的 盛 况

被 称 为“ 仙 姑 晒 冬 ”。 到 仙 姑 村 看

晒 鹅 、吃 咸 鹅 逐 步 成 为 旅 游 的 标

配 ，仙 姑 村 也 被 誉 为 茅 山 脚 下 的

“ 鹅 村 ”。 为 更 好 地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

2022 年 ，仙 姑 村 推 出 了“ 鹅 小 仙 ”IP

形 象 ，如 今 在 仙 姑 村 ，“ 鹅 ”元 素 随

处 可 见 。 据 统 计 ，2023 年 仙 姑 村 接

待游客超 60 万人次，旅游收入 7000

多万元。

正 如“ 仙 姑 鹅 灯 ”解 说 词 中 所

说 ：仙 姑 村 ，因 仙 姑 得 名 ，又 因 村 民

的 勤 劳 朴 实 善 良 而 闻 名 ；仙 姑 ，因

咸 鹅 知 名 ，又 因 咸 鹅 特 色 成 就 美 丽

乡 村 而 扬 名 。 仙 姑 ，是 茅 山 脚 下 幸

福 村 ，仙 姑 鹅 灯 ，就 是 跳 跃 着 的 仙

姑幸福。

鹅灯跳出幸福年
□ 许 瑾 本报记者 邰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