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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复原南昌复原““赣鄱文化第一街赣鄱文化第一街””景象景象——

没 有 围 墙 的 民 俗 博 物 馆没 有 围 墙 的 民 俗 博 物 馆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1600 多年前，江西始建铁柱万寿宫。在

南昌，这片由船山路、翠花街、中山路合围的

区域，既是江西会馆的发源地和全世界 1400

多座万寿宫的祖庭，也是一个承载着南昌历

史文化变迁的地方。

2013 年，南昌市投资 20 多亿元，围绕“民

俗、民间、民族”的规划主线，在铁柱万寿宫原

址一带打造“赣鄱文化第一街”——南昌万寿

宫历史文化街区，通过风貌保护、历史建筑保

护和历史记忆恢复与再现等手段，实现街区

原貌还原。经过 2000 多个日夜的精雕细琢，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去年 10 月正式开街运

营，至今已接待游客超 850 万人次。近日，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公布了 2022 年

“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

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非遗旅游街区”。

近日，记者走进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探

寻赣派民居蕴藏的千年风韵，聆听三街五巷

的历史故事，领略传统文化与时尚消费跨界

融合碰撞出的火花。

赣文化重要标志

秋日黄昏，徜徉于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纵横交错的石板街道，青灰色的赣派历史风

貌建筑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古

朴 雅 致 ，一 幅 穿 越 千 年 的

“老南昌”画卷徐徐铺

展开来。

“ 万 寿 宫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是

最 能

代表南昌历史演变、商业发展、传统民俗、市

井文化和古建筑艺术风格的城市街区。”南昌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首席文化顾问梅联华

说，因水运发达，这里形成了江西兴盛千年的

商业福地，明清时期，被称为“江右商帮”的赣

商们从万寿宫出发，“一个包袱一把伞，跑遍

天下当老板”。每到一地，他们都要建造万寿

宫，在那里与同乡聚会叙旧、看戏娱乐。由

此，万寿宫逐渐走向五湖四海，成为赣文化的

重要标志。

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起，由于业态老化、

交通拥堵、消防隐患严重等种种因素，南昌万

寿宫街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老旧斑驳的

建筑与飞速发展的城市越发格格不入。为科

学有效地保护万寿宫历史文化，延续街区历

史格局和风貌，实现街区的可持续发展，2013

年，南昌启动了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建设

项目。

“我们在规划设计中坚持街区肌理及建

筑布局基本不变、江西民居建筑风貌不变、街

区景观元素氛围不变‘三不变’原则。”南昌市

西湖区副区长吴涛说，按照“三不变”的思路，

建设单位修旧如旧、建新如故，完整保存包括

空间特征、建筑风格、基本布局等在内的万寿

宫老街区风貌；对有价值的木构民居建筑完

整恢复原有的结构、空间、造型与装饰特征；

同时，对铁柱万寿宫、南昌古城门遗址等具有

文化标志意义的历史建筑进行原址复原。

“我们邀请清华大学设计院复原并保留

了三街五巷（翘步街、棋盘街、广润门街、合同

巷、醋巷、萝卜巷、万寿宫巷、箩巷）的肌理。

同时，在不破坏原有梁柱结构件的情况下，对

历史风貌建筑进行加固性、装饰性修复，实现

原址、原样恢复，木工作业和石雕作业全部手

工进行，并将穿斗式木结构、山墙承檩砖木结

构应用其中。”吴涛说。

经过精心雕琢，如今，整个街区由历史民

居、商业街区、万寿宫宗教文化区三个部分组

成。街区总建筑群共 123 栋，其中，晚清赣派

民居风格建筑 118 栋，包含南昌总商会、持志

堂、玉泰盐庄、罗英故居旧址等 45 栋历史风

貌建筑。

有温度的传承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应该是一种‘生

态’保护，不能只保护旧房子，

见物不见人，而是要保护文化，保持‘生活的

延续性’。”梅联华认为，文化遗产从来不是孤

立存在的，市井街巷、建筑古迹与其中承载的

精品文物、民俗文化、民间技艺等共同组成了

城市的历史记忆，只有把单件的古董、技艺重

新归入历史情境，才能给当代人一个看得见、

走得进、坐得下来的整体空间，在感受历史故

事的同时演绎自己的生活故事，如此，文化遗

产 才 能 变 成 与 人 亲 近 、有 温 度 、有 生 命 的

存在。

如何让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一个

常讲常新、更有味道、能延续下去的“南昌

故事”？

南昌万寿宫文化街区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政认为，应该让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 区 成 为 一 座 没 有 围 墙 的“ 生 态 ”民 俗 博

物馆。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把内容呈现的重点

放在文化创意上，着力让市民和游客在南昌

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最能拨动自己心弦

的元素。

街区内，一座栩栩如生的铜像再现了江

右商人肩挑箩担走南闯北的形象。中国美术

学院相关团队在设计文化景观的过程中，处

处贯穿江右商帮元素，创意设计《万寿宫的故

事》《江右商帮的故事》《三街五巷的故事》三

大历史绘画主题。其中，《江右商帮的故事》

用传统水墨画和散点透视手法，通过 186 个

形形色色的人物、20 余家鳞次栉比的商铺和

18 条大小不一的船只，再现了 100 多年前豫

章赣江码头——万寿宫一带货品满架、人流

不息的市井商业景象。而始建于清朝末年的

江西（南昌）总商会旧址曾是赣商发源地，如

今已变身为万寿宫文创旗舰店。货架上，万

寿宫过滤杯、商帮语录文具套装等文创产品

琳琅满目，店中游客络绎不绝。

“2007 年，‘万寿宫文化’入选江西省第

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推动万

寿宫文化走出街区，走向世界，我们立足于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深入挖掘万寿宫

文化资源，开发出一系列具有万寿宫创意元

素的文创产品，让游客愿意买、用得上、记得

住，将南昌的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传播得更

远。”李政说，街区还在专门打造的大戏台上

排演独具地方特色的戏剧节目，并计划定期

举办万寿宫民俗文化节，开展文化踩街巡游，

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大活

动，不断扩大万寿宫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走跨界融合路

如何在保存城市文脉肌理的过程中寻求

老街区的新活力？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带来的是文化效

益、经济效益的乘数综合效益。”谈及正式开

街运营一年的成效，吴涛说，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以文化为先，以“轻度假、微旅游、慢生

活”为目的，兼顾商业效应为运营机制，营造

沉浸式体验街景，打造成为集时尚购物、餐饮

娱乐、社交休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特色商业

街区，使商业资源与历史文化相得益彰。

作为开放式仿古街区，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总占地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4.6 万平方米，有潮尚领地、赣味人家、文创

市集、江西礼物等六大特色业态区。

1982 年出生的杨文军从记事起就跟着

妈妈龚桂香推着小车在万寿宫周边摆摊卖粽

子。“那时，天蒙蒙亮我母亲就开始包粽子。”

杨文军说，用浸泡半晚的粽叶，裹上南昌奉新

县黏米，环绕捆扎，再冷热交替蒸熟⋯⋯

乘着市政府倡导老商号迁回万寿宫经营

的“东风”，杨文军拿出积蓄，与妈妈龚桂香一

起创办了“杨大娘粽子”万寿宫文化店。他结

合线下连锁店，推出了碱水粽、蛋黄肉粽等多

种口味，并借助短视频和“粉丝探店”体验传

播南昌传统制粽文化。凭借精湛的传统工艺

和现代传播手段，杨文军家的粽子从年销售

100 万只猛增至 500 万只。“我希望能够将南

昌粽子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做出引领‘国

潮’的粽子。”杨文军说。

老 的 传 承 华 丽 转 身 ，新 的 载 体 惊 艳 亮

相。如今的万寿宫，不仅有琳琅满目的传统

小吃、精彩绝伦的非遗表演，还有风格多样的

创意店铺、流光溢彩的时尚酒吧，脱口秀俱乐

部“一支麦小剧场”里也总是座无虚席⋯⋯老

情怀与新潮流在这里跨界融合，不但让传统

文化遗产“活起来”，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时尚

娱乐新选择。“早晨，品尝一碗正宗的南昌拌

粉和瓦罐汤；上午，漫步于三街五巷，寻找老

南昌文化记忆；下午，在各式特色店中体验本

土非遗产品的制作过程；夜晚，在民谣酒吧小

酌一杯，入住民宿。多么丰富而有趣的一

天。”游客陶婧婧说。

“文化是基础，商业是载体，旅

游是驱动。传统文化与时尚消

费在这里碰撞出新的火花，

让南昌擦亮城市文化名

片，在旅游市场上火

起来。”吴涛说。

金 佛 山 里 好 露 营
本报记者 吴陆牧

绿野山林中，支一顶帐篷，三五好友一起

打牌、聊天、喝茶⋯⋯走进重庆南川区的睡佛

山森林公园露营基地，不少游客正在各自营

位里休闲娱乐，一派惬意景象。国庆黄金周

期间，这里成为不少重庆市民近郊旅游的首

选目的地，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达 2000 多人。

南川区的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产，睡佛

山森林公园地处金佛山北坡，占地 800 多亩，

是一个以常绿阔叶林等森林植被景观类型为

主的森林公园。“这里交通便利、有山有水，是

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来自重庆

城区的游客张峰说，他常在周末空闲时陪家

人到睡佛山露营。

完备的设施和周到的服务给游客带来舒

适的露营体验。在睡佛山森林公园内，水、

电、购物、餐饮、沐浴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整

个营地划分为松涛、童趣、飞瀑等 5 个营区，

每个营区内还配置了数名营地管家。“营地管

家按照 40 个营位 1 个管家进行配置，目前共

配置 25 个营地管家。管家为游客提供服务、

解决困难，同时引导游客文明露营。”睡佛山

森林公园总经理阳敏说。

在南川区，像睡佛山森林公园这样的露

营场所有 42 个，可提供营位 8000 多个。近年

来，南川区抓住露营旅游发展机遇，依托绿水

青山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打造特色露营基

地、完善露营基础设施、培育露营消费新业

态、培养文明露营意识等方式，多举措推动露

营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当地文化旅游业

注入了新动力。

南川区文旅委主任曾祥友说，发展露营

旅游，南川区具有独特优势。南川区地处重

庆 1 小时经济圈，交通便捷。全域森林覆盖

率达 56%，拥有金佛山、山王坪、神龙峡等众

多优质文旅资源，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际生态旅游示范区等荣誉称号。“依靠

多年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南川重要的支

柱产业，为露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完备的要素

支撑。”曾祥友说。

露营走俏再加上有特色的产品，就更有

吸引力。为给游客带来不同的露营体验，南

川区对露营基地进行差异化建设，打造出风

格各异的营地。南川金佛山万卷书台景区

结合悬崖绝壁、溪流瀑布、峡谷跌水等自然

景观，打造花卉观光基地，游客露营其中，仿

若“世外桃源”；天星星空露营基地建设了松

果屋、鸟巢屋、树节屋等造型各异的营房，以

及以北斗七星为主题的帐篷区，并配有森林

秋千、梦幻巴士等娱乐设施，凸显温馨浪漫

情调⋯⋯

“露营+”激发了旅游新活力。南川区围

绕“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探索培育

出“露营+体育”“露营+研学”“露营+演

艺”“露营+休闲农业”等场景适配度

高、内容丰富多样的露营消费新业

态：融合夏夜、星空、房车、露营、音

乐等元素，打造高山房车露营基

地；在露营基地推出古风巡游快

闪、沉浸式游戏体验、飞跃丛林、

越野卡丁车等户外体验项目，为

露 营 者 带 来 更 加 多 元 的 游 乐

体验。

如何让露营经济更加健康有

序发展，是南川区委、区政府思考

的重点。“关键在于‘练好内功’。”南

川区文旅委副主任田兰说，南川区出

台了《露营营地管理暂行规定》《露营营地建

设和服务指南》等规范性文件，并发布了《“无

痕露营”倡议书》，对全区露营营地建设开展

标准化指导和常态化检查，着力推动露营经

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当前，南川区正在进行露营产业发展规

划的编制。“我们将以建设山清水秀旅游名城

为定位，以露营产业为切入口，整合区域资源

要素，加强优质露营产品供给，带动旅游度

假、生态养生、休闲农业、文化创意、运动娱

乐、特色餐饮等多元产业联动发展，推动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曾祥友说。

科技创造红色资源新图景

申峥峥

任晓刚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极其宝贵

的精神财富。在科技与文化高度

融合的今天，以大数据、5G、云计

算、视觉感应、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相互作用，

为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广

阔思路，也创造了全新图景。进

一步发挥新兴技术优势，不断扩

大红色资源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对于全社会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做实红色资源数字化开发的

基础，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依

据档案实物、文献资料、歌曲、红

色景点、历史遗迹等各类红色资

源特性，分门别类进行全景拍摄、

扫描、录像、录音等，将其转化为

数字化档案信息，并按照资料主

题、历史时期、存档形式等进行进

一步分类、整理与存储，尤其要注

重对一些珍贵红色文物的数字化

修复和呈现。如利用 AI 修复技

术，把模糊的老旧照片变成清晰

明亮的数码彩色照片；还有一些

遗失的资料，可以借助科技手段

重 现 ，使 之 以 数 字 化 形 式 得 以

延续。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有了丰

富的实践，不少地方建立了系统

的、全面的、科学的红色资源数据

库。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仍然

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据

国家文物局统计，目前全国共有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6 万多处，可

移 动 革 命 文 物 超 过 100 万 件

（套）。对红色资源进行数字化采

集、存储、修复、建库，为今后红色

资源的结构化存储、专业化标注、全国性传播、智慧化展

示等奠定数据基础。

创新红色资源的展示方式，让红色资源“动起来”。

可通过全景技术、搭建网上展馆、VR 展厅、云展览等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实时呈现红色档案资源的全景面貌；

可通过视频、直播、图文等形式进行线上展览，让更多受

众参与进来，扩大红色资源的影响力。贵州赤水的四渡

赤水 VR 战争体验中心，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推出的“5G

红色旅游示范区”，延安革命纪念馆借助数字技术对直罗

镇战役、延安城墙、延安新市场等进行场景复原并模拟体

验⋯⋯受众在这些独特体验当中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一段

历史，也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应当注意的是，在数字化开发利用过程中，只有始

终明确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红色资

源+数字技术”的展示传播方式才能体现其独特魅力和

价值。

丰富红色资源的创作和设计，将红色资源更好地

“ 用 起 来 ”。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仅 靠 呈 现 和 展 示 远 远 不

够。利用数字化加工和创作，以更丰富的形式反映更

鲜活生动的历史，可以给公众更深刻的感悟，让红色

资 源 更 好 地 实 现 其 铸 魂 育 人 的 价 值 。 创 作 高 水 平 的

红色主题影视剧、历史纪录片、戏剧、歌曲等，并以全

新的数字化形式展演，可以让红色资源更好地“用起

来”。2021 年，上海打造虚实共生的“复兴·颂”红色文

化 体 验 空 间 ，通 过 AR、VR、LBS、雷 达 感 应 等 智 能 设

备，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

国 成 立 的 革 命 历 程 。 这 样 的 红 色 文 化 体 验 空 间 进 一

步 拓 展 了 红 色 资 源 的 教 育 功 能 ，因 地 制 宜 、设 置 灵

活、吸引力强、受众面广，未来前景广阔。红色文化

体验空间将成为继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之后，

一种新的红色文化风景。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为重塑文化发展模式提供

了诸多可能。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加强对红

色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和利用，是重塑红色资源开

发利用模式的重要着力点，对于新时代传承红色基

因、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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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川区万卷书台花海露营基地。

瞿明斌摄（中经视觉）

夜幕下的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古朴雅致，游客在此感受现代

与传统交融的独特风韵。

袁伟强摄（中经视觉）

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