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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乡村美起来
□ 魏永刚

金秋时节，怡然在韩江之畔，摆上精美的枫溪
陶瓷茶具，品着凤凰单丛工夫茶，眺望广济桥的绰
约风姿；漫步于有1600多年历史的潮州古城，在
牌坊街欣赏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在古街巷、祠
堂中追忆历史……这样的“潮文化”令人沉醉。

在中国著名侨乡潮州，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
汇聚、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碰撞出了儒雅精
致、圆融开放的“潮文化”。以工夫茶、潮州菜、潮
绣、潮剧、金漆木雕等为代表的“潮文化”誉播海内
外，也为潮州留下了众多文物瑰宝。今天，潮州这
座“活着”的古城，在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焕发
出勃勃生机，不仅是全世界潮人的乡愁，更承载着
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历史文化传承千年

“到潮不到桥，枉向潮州走一遭。”这句从清代
流传下来的俗语，说的是与赵州桥、洛阳桥、卢沟
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的潮州广济桥，俗称湘子
桥。“湘子桥是潮州人的乡愁象征。”马来西亚非物
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令鼓创始人、潮州籍文化学
者陈再藩说。在东南亚，广济桥的形象经常出现
在华侨的书画、文学作品中，成为海内外潮州人的
精神地标。

横跨韩江的广济桥，全长518米，桥东西分别
有12个和8个状如楼台的桥墩，中间由18艘梭船
连成浮桥，可随时开合。其集梁桥、浮桥、拱桥于
一体的独特风格，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
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广济桥何以成为潮州的文化地标？打开800
多年的广济桥史，修缮是不断出现的主题。洪水、
飓风、地震、炮火……有史可查的重修重建达20余
次。潮州官民在数百年间合修广济桥的波澜壮阔
史，让这座桥成为代代传承的厚重记忆。

广济桥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
知州曾汪以86艘船相互连接而成浮桥，开启了历
任知府知州接力修桥的历史。明宣德年间，潮州
知府王源重修广济桥，以十二座华美的楼阁分布
在东西两端。从修桥第一人曾汪开始，官民合修
广济桥成为传统。

广济桥“十八梭船”的浮桥、亭阁模样曾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消失。2003年，广济桥全面修复，
2007年竣工，恢复明代风貌，重现“十八梭船廿四
洲”之风韵。从2018年起，潮州以广济桥为主角
打造了美轮美奂的“凤城之光”灯光秀，安静的古
城在节假日一下成了“堵城”，韩江两岸人山人海，
游人竞相前往。

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广济桥更成了
海内外潮州人的骄傲。马来西亚柔佛

州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陈周平去年
以广济桥为主题的花车参与

当地柔佛古庙百年神游盛
会，希望通过广济桥把
潮州介绍给当地人。
去年底，40位马来西
亚青少年来潮州寻
根，陈周平特地
带他们参观广

济桥夜景及灯展，“小朋友们很兴
奋，有的甚至不敢相信这是桥”。

一座桥，浓缩了潮州人对待先人
遗迹的态度。穿过1600多年的历史
烟尘，潮州如今保留了大大小小的文物
景点1345处，成为粤东地区文物古迹最
为密集的地方。近年来，潮州更是用“绣
花”功夫推进古城文物建筑、街区巷道、名人
故居的保育修缮，实施了5个历史文化街区和5
个主题街区的微改造项目，让历史文化赋予古城
灵魂。如今，在全国135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潮州
榜上有名。

今天，人们登上潮州古城七城门楼之首巍巍
广济楼，眺望滔滔韩江；穿过牌坊街熙熙攘攘的人
群，瞻仰表彰历代功勋人物的23座石牌坊；走进韩
文公祠，回顾百姓追记曾被贬为潮州刺史的“唐宋
八大家”之首韩愈造福农桑之功……在追忆历史
中，增添文化自信。

精美工艺推陈出新

在潮州，除了逛不完的文物古迹，还有赏不
尽的民间艺术。潮州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工艺美
术之都”，拥有潮剧、铁枝木偶戏、潮州歌册、
潮绣、潮州木雕、大吴泥塑、枫溪手拉朱泥壶制
作技艺、潮州工夫茶艺等多达15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

今年7月份，“雕绘乾坤——潮州木雕展”走进
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受疫情影响闭馆数月的国
博重启后首批展览之一。意趣盎然的明代府楼
猴、庄重华丽的清代《郭子仪拜寿》三牲供台、活灵
活现的当代龙虾蟹篓……160余件（套）木雕精品
让国内外参观者为潮州文化的博大精深、艺术家
的精湛技艺赞叹不已。

潮州何以诞生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民间工
艺？专家认为，这源自移民文化、海洋文化的双重
滋养。“潮州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根基是移民
带来的文化和技艺。”潮州工艺美术协会会长李炳
炎说。宋元时期，大量因中原动荡而南下的移民
进入潮州，带来了多样化技艺，潮州因而成为“中
原文化的典橱”。

潮人跋山涉水而来，又乘风破浪出海。近代
以来，大批潮人下南洋经商，积累财富后回馈家
乡，建宗祠、起豪宅，光宗耀祖，使建筑成为工艺美
术之集大成者。

在潮州的祠堂内，石雕、木雕、嵌瓷、漆画、刺
绣等技艺广泛应用，多达数十种艺术同时呈现，
交相辉映。潮绣色彩浓烈，善以绣、钉、垫、贴、
拼、缀等技法凸显立体感，绣品常用于悬挂厅
堂；潮州金漆木雕以多层次的雕刻技法和金漆装
饰手法著称，玲珑剔透，金碧辉煌，雕梁画栋随
处可见。

“潮州人对于宗族的敬重与信仰直接推动了
潮州工艺美术登峰造极。”李炳炎说。光绪年间，

“斗艺”之风兴起。一座祠堂，主人通常会请两班
艺人同时动工，比试技艺高低。施工时用布和竹
篾隔开，各自施展浑身解数，待竣工之时拆去，大
家品评优劣，优胜者获得更多奖金。“斗艺”之风促

使艺人不断推陈出新，作品越来越精细、瑰丽。
“斗艺”早已成为历史，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

出新招。近年来，在潮州市政府大力推动下，许多
非遗大师走进校园收徒，并将工作室开进韩山师
范学院、潮州市高级技工学校，让老手艺融入当代
家居、装饰等行业，焕发生机。“希望有更多年轻人
了解潮州工艺美术，并将其发扬光大。”潮州木雕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培臣说。

“潮文化”更显新潮

古迹与非遗，两种精致瑰丽的“潮文化”碰撞，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取材于清代广济桥风光的潮州木雕《湘子桥
图》，再现了当年“一里长桥一里市”的盛景：作为
当时贸易枢纽的广济桥热闹非凡，桥上有摆摊者，
有提篮叫卖者，有凭栏远眺者，浩瀚江景与市井意
趣尽在桥上。

数百年后的今天，“一里长桥一里市”的盛景
又在广济桥上重现，非遗传承人和游客成了桥市
的主角。

“依托古桥古文物资源，广济桥上有了常态
化非遗展示与动态化非遗集市。”广济桥文物管
理所所长余小洁介绍。桥上的亭台楼阁成了非遗
的绝佳展示舞台，手拉朱泥壶、潮州木雕、潮绣
等非遗工艺精品陈列于六大展室中，免费向游客
开放；每逢节假日，非遗传承人的绝技在展示区
精彩上演，并邀请游客体验互动。“民间艺人赶
集来”的动态化非遗集市，则是昔日桥市文化的
再现，不仅众多民间工艺竞展风采，还可欣赏到
潮州鲤鱼舞、潮安舞龙等非遗项目表演，每次都
吸引近万游客参与。

文物古迹与非遗文化融合，不仅让二者焕发
了新活力，更为文化旅游发展打开了新思路。从
2017年起，潮州着力打造了“文化古城·乐享名街”
活动，每周二、周四，讲古、铁枝木偶等非遗项目在
古城文化地标——牌坊街轮番上演；每周三，由非
遗项目组成的文艺巡游队伍则来到牌坊街，一路
载歌载舞，赢得游人阵阵欢呼……

如今，不仅众多非遗项目进驻广济桥、牌坊街
等古城区各文物旅游景点，古城旅游区还设置了
潮州陶瓷、潮绣、木雕等潮式手信为主的购物门
店，为游客带来了丰富的特色旅游购物体验。

逛古城、观故居、赏非遗……潮州古城特色文
化旅游“火”遍了海内外。2019年，潮州共接待海
内外游客262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亿元。

传承千年“潮文化”，在当今越来越“新潮”。

图① 中国四大古桥之
一广济桥。

陈楚霖摄（中经视觉）
图② 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潮剧剧照。
（资料图片）

图③ 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潮州工夫茶艺。

刘 芬摄（中经视觉）
图④ 潮州古城内的牌

坊街。 （资料图片）

在贵州一个叫作高峰的村，笔者走到村口就
被震撼了。村里的房子大多是二层或三层小楼，
小楼的外墙成了巨大的画布，还没有进村首先映
入眼帘的，就是墙上的巨幅油彩画。

这个村子好多墙上都画着构思精巧的图画。
有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的生活场景，有神话故事，
有童话里的各种小动物……高峰村刚刚脱贫，在
脱贫攻坚中，他们把“美起来”当作追求。生活在
各种画中，农民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

看着墙上那一面面的美术作品，笔者心生感
慨。农村的墙是用来挡风的，但逐渐发挥了其他

“功能”。过去，我们在农村的墙上看到过各种各
样的标语口号。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的
墙有了“广告功能”，种子、化肥等农资甚至冰箱彩
电广告都上了很多村庄的墙。现在，农村的墙却

“艺术”起来，成为画家的“画布”，展现出一种独特
的风景。据说，山东、江西等地一些农村还因为墙
上的画成为网红打卡地。艺术的美深刻地改变了
这些乡村。

这些年，许多地方都在整治农村的村容村貌，
大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美丽”。美丽乡村建设正
在成为各地新农村的追求。什么是“美丽”？这个
目标里包含了对村庄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包含了
文化内容。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人们自觉
地把文化建设当作重要内容。美丽乡村离不开文
化装点，文化让乡村更美丽。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要适合
农村实际。把农村的墙作画布，其实也是适应农
村实际，可谓文化建设的一种尝试。到农村走走，
我们就会看到农村的古建筑、农户的民居、农民的
生活用具等，从文化角度去认识，都可以发现其独
特的魅力。一些地方把过去看似平常、现在即将
消失的东西收集起来，办展览、建村史馆，也发挥
了独特的作用。乡村文化建设，需要我们以文化
和艺术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乡村、认识乡村生活。

乡村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应该是生
活在乡村里的人们。现在，乡村旅游越来越热，许
多地方把发展乡村旅游当作增加收入、促进发展
的重要途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发展乡村文化
的目的首先要服务于当地居民，提高农村居民的
文化认同，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其次才是给
外来的客人展示地方文化特色。

我国拥有广大的乡村，因为自然条件不同，
每个乡村都形成了不同特色，建立在不同自然环
境基础上的乡土文化也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更加
自觉地把乡土文化建设好，就能看到更多美丽
乡村。

沈阳展示非遗魅力
本报记者 孙潜彤 许红洲

中街、北市——辽宁省沈阳市这两个文化地
标的火热人气从国庆假期一直延续到现在。百年
老街和百年老市场经过“修旧如旧”改造后，重新
焕发青春风采。糖人、刺绣、剪纸，手工艺人的匠
心之作可以现场欣赏，数百万游客在这里“吃喝玩
乐”的同时，也能体验到儿时味道和文化味道。

沈阳在非遗文化与市场衔接方面下足了功
夫，让非遗文化消费成为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
的生动表达，让文化传承有烟火气。沈阳市委宣
传部部长于振明以旗袍为例介绍说，旗袍发祥于
1636年的盛京，沈阳因此被称为“旗袍之都”。沈
阳用旗袍文化产业兴盛的案例以两个字作答——
对接，匠心传承对接优秀的设计师和经纪人，政府
推广对接市场和产业链。

一年一度的（中国·沈阳）定制旗袍艺术大赏
活动就是政府为助推旗袍产业发展而搭建的“定
制平台”。盛京满绣非遗传承人杨晓桐近年致力
于满绣旗袍的传承发展，开发出一系列走俏市场
的创新产品，还在沈阳等地推广建立了40多个刺
绣基地和绣娘扶贫车间，公益培训1500余人。在
沈阳，旗袍之魅经过地方推动发酵转化为市场
之魅。

这也是国家第四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
选择与沈阳第二届中国旗袍文化节握手的深层原
因。日前，在沈阳故宫大政殿前广场上，来自全
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30多家文创
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拿手作品：荣昌夏布、满族刺
绣、那氏旗袍、香云纱、京绣、蜀锦、羌绣……琳琅
满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更多提升路径。比
如，在电商平台举办非遗购物节，打通非遗产品
从生产到销售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帮助非遗传承
人实现手艺价值。”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
司长钟建波表示，通过举办纺织非遗系列展览等
平台推广活动，有效带动了更多力量参与到非遗
保护工作中来，提升了非遗在全社会的可见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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