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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韵 流 淌 开 封 城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清明上河图》是她的写真，《东京梦华录》

是她的传记。开封，素有“八朝古都”之称，有

着 582 年 的 建 都 史 和 长 达 4100 多 年 的 建 城

史。特别是北宋在此建都 168 年，孕育了上承

汉唐、下启明清、影响深远的“宋文化”。

跨越千年，今日之开封，战国时期大梁城

的夷门仍在，唐汴州城的中轴线仍在，《东京梦

华录》记载的街角胡同仍在。驻足古城，仿佛

穿越时空。

千年梦回

开封这片热土孕育承载了黄河文化、宋文

化、大运河文化以及焦裕禄精神等红色文化，

拥有完整度居全国第一的明清城墙、考古史上

罕见的“城摞城”奇观，古都中轴线千年未变，

城 市 格 局 悠 久 ，文 物 遗 存 丰 富 ，古 城 风 貌 浓

郁。开封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 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68 处。走在开封，举步图籍

中，开目古今间，仿佛梦回千年。

了解一座城，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走

进开封博物馆，徜徉历史文化长河，解码宋代

科技成就，探寻古都千年历史。博物馆中展出

的巨幅动态《清明上河图》以及高约几十米、结

构复杂精巧的复原水运仪象台等，让外国网红

博主叹为观止，也让大家对开封厚重的文化历

史和宋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有了系统了解。

开封博物馆馆长葛奇峰说，为了“让文物

活起来”，开封市把古城保护与城市更新结合

起来，实行边考古、边规划、边建设、边展示，谋

划了北宋东京城顺天门、州桥和汴河、汴梁小

宋城等城市考古遗址博物馆，打造融址、馆、园

于一体的“城摞城”地下考古遗址博物馆连廊

和高品质研学旅行线路。

开封老城区西北一隅，有一幅“活”的《清

明上河图》。从“名画”到“名园”，大型文化主

题 公 园 清 明 上 河 园 已 成 为 宋 文 化 活 化 的 标

杆。自 2007 年以来，《大宋·东京梦华》已连演

近 4000 场，2019 年演出收入突破 1 亿元，成为

河南旅游演艺界的标杆，走在全国旅游演艺领

域的前列。目前，在开封 17 家 3A 级以上旅游

景区中，宋文化主题景区有 14 家，占比 80%以

上，每天在各大景区上演的与宋文化相关的剧

目超过 200 场次。

在开封，“活”起来的不止“会动”的《清明上

河图》，走进开封各类文化地标以及寻常街巷，

宋词、宋绣、宋戏、宋画等特色鲜明、创意十足的

宋“潮”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漫步开封街头，仿

佛一幅宋韵流淌的画卷在眼前铺开：珠玑巷、双

龙巷这些曾湮没在岁月中的显赫地名，现在成

为既承载千年沧桑又充满活力的街区；“一渠六

河”构建起一条有水有树有风景，融城市文化、

自然和谐于一体的景观带；老城区建筑一派新

宋风，按规定“限高 15 米、

灰色基调、宋式仿古”；

城墙贯通工程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景观小品随处可见，往日凌乱

不堪的棚户区变成了美丽的公园⋯⋯

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魏培仕说，

近年来，开封大力发展宋文化、黄河文化、运河

文化、红色文化等，有力支撑了文旅强市建设和

“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城市文旅品牌打造，广泛

凝聚了“宋文化看开封”的社会共识，宋“潮”文

化已经成为“顶流”开封的流量密码之一。

循古向新

民俗里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封还有“戏

曲之乡”“木版年画之乡”“汴绣之乡”“菊花之

乡”“中国书法名城”等美誉。在这里，舞狮、盘

鼓、高跷、旱船、唢呐等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历

代名人文化、宋词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

黄河文化、府衙文化、民俗文化、书法文化灿若

繁星。伴随着这些深厚的文化资源积淀，蹴

鞠、斗鸡、秋千、抖空竹、放风筝等民俗文化活

动代代相传。

魏培仕介绍，近年来开封深挖千年传承的

民俗，通过不断创新举办清明文化节、菊花文

化节等国家级节会，让“四月清明”“十月菊香”

“大宋中国年”叫响全国。坚持“文商旅”相结

合，培育了戏曲、杂技、非遗、美食等“宋潮生活

体验之旅”基地数十个；演绎“灯火开封”，培育

了一批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形

成了“大宋不夜城”夜游品牌。处在高质量建

设世界历史文化名都新征程上的开封，处处透

露着古朴与厚重，时时迸发出精彩与活力。

春节期间的大宋上元灯会和自 2009 年开

始举办的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成为开封一

张张鲜活的文化名片。

“千年开封，御巷双龙。”走进双龙巷历史

文化街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古朴雅致的宋

式建筑。在以传世名画为蓝本的清明上河园

内，斗鸡、喷火、汴绣等民间技艺再现浓郁的宋

代民俗风情。

华灯初上，开封仿佛又成了“汴梁”。近年

来，开封着力发展夜游、夜购、夜娱、夜宿业态，

初步涌现出八大夜经济集聚区和一批夜间网

红打卡地。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

市熙熙攘攘，好不热闹。鼓楼夜市，一排排整

齐排放的餐车灯光明亮。武夷夜市，这里既有

原来的商户，又增添了风味小吃店、年画店、古

玩店、宫瓷店、编纺汴绣绸缎庄等众多商店，店

面仿《清明上河图》而建，再现了宋代市井繁荣

景象。游客可穿宋时衣、憩宋时居、用宋时家

具、坐宋时的花轿、赏宋时的演艺、品宋时的美

味佳肴⋯⋯

在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首届中国

开封宋文化非遗节盛大开幕，“非遗市集”走进

八大热门景区，170 余项非遗项目吸引各路游

客、市民前往各景区逛大集、赏非遗，看得见、

尝得到、摸得着、带得走的大型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受到空前欢迎。

传统节日与节日风俗总在变

化，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相适应

的新风俗正迅速崛起。在开封，

民俗不仅是传统的，更是现代

的；不仅是古老的，更是创新的。

以新出彩

如何把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硬实

力？开封认识到，只有唤醒沉睡千年的文化基

因，才能以文化引领城市前行。

近年来，开封充分借助自贸试验区、国家

文化出口基地等“国字号”平台，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速文化产业

化和产业国际化进程，不断面向世界讲好河南

故事、中国故事。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 2017 年 4 月 1 日挂

牌成立，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是打造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区和文创产业对外开放先行区，9项重

点产业中，医疗旅游、创意设计、文化传媒、文化

金融和艺术品交易 5 项与文化密切相关，是目

前全国 21 个自贸区 67 个片区中唯一一个主要

发展文化产业的片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开封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郑红英介绍。

“开封片区自挂牌以来，大力发展艺术品

贸易。”郑红英说，2022 年 7 月，设立中部地区

首个艺术品保税仓——河南自贸区国际艺术

品保税仓。依托国际艺术品保税仓，设立了国

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南站河南自贸区受理处、中

原银行开封自贸区文化艺术支行、深圳文交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运营中心等“一处一行三中

心”，开展艺术品交易全产业链配套服务。

获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后，开封片区加快

建设“一仓一园一谷一中心+海外两中心”（河南

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保税仓、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双创园、文创艺谷、开封·自贸试验区国际艺术

品展示交易中心和开封·自贸试验区迪拜国际

艺术品展示交易中心、开封·自贸试验区吉尔吉

斯斯坦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中心），作为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的重要载体，领航“文化出海”。

其中，“一园”即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双创

园，坐落于开封博物馆、规划馆、美术馆、图书

馆和文化馆的“五馆一城”项目圈，主要围绕

“文创+科创”打造集文商旅于一体的元宇宙综

合体，形成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复合型文化产

业 集 群 ，包 括 线 下 展 厅 、直 播 空 间 以 及 书 店

等。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唐宫文创、彼努登

思文创中心等近 40 家非遗与文创商店、老字

号、文化企业，落地河南大学研学基地、中华书

局开封分局、文贸之窗展览展销厅，已成为开

封探索建设文化产业先行区的“桥头堡”。

开封片区还持续聚合国际化资源，积极拓

展对外文化交流，打造文化出海通道。连续

3 年举办“国际文化金融与贸易论坛”“数字文

化大会”和中国（开封）动漫节等，持续探索搭

建高规格、高品位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连续

4 年与澳门文化局等合作，在澳门举办“宋文化

寻根”豫澳美术交流联展；在台湾设立河南（开

封）自贸区国际艺术品高雄征集处，成功搭建

了海峡两岸艺术品回流的桥梁。开封自贸区

迪拜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中心成功入选商务

部等 6 部门组织实施的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

海”行动计划。今年 1 月，开封片区组织河南传

统文化代表团参与承办 2023 年迪拜“欢乐春

节”，汴绣、木版年画、活字印刷及兰考古琴等

一大批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在海外亮相。6月，

以 2023 年拉巴特国际书展为契机，开封成功展

出 500 余件包含基地新开发的州桥文创、官瓷、

汝瓷、汴绣、人造钻石饰品等文创产品。

在这座宋韵流淌的千年古城里，一砖一瓦

打上“开封烙印”、一景一园讲述“开封故事”、一

街一巷凸显“开封特色”。开封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呈现出花团锦簇满园春的繁荣景象，

使古城开封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活力。

这就是汴京，富丽天下无；这就是开封，一

城宋韵、东京梦华。

苗绣彰显乡村文化魅力

王红霞

情 系“ 梦 里 江 南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在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城中心，有一条长

长的老街，依偎着黎滩河，呈“之”字形状东西

蜿蜒。长约 1.8 公里的古街串联起了 34 条幽

深仄长的小巷，在 0.65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集聚

起 100 多栋明清古宅，但见飞檐斗拱、雕梁画

栋、镂窗花墩，极具江南民宅特色。

历史上，黎川古街有着闽赣“八县通衢”之

称，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2013 年，按照“恢

复历史、激活文化、带动旅游、服务百姓”的定

位，黎川县启动老街保护改造工程，城市记忆

与活力由此重新被唤醒。

改造后的古街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中国传统文

化建筑旅游目的地、江西省特色商业街区、省

级特色文化街区等。不久前，黎川古街入选

“第一届全国古村古镇保护利用十佳案例”。

黎川古街保护开发的成功经验和蓬勃发展，离

不开当地的积极探索。

漫步于斑驳的青石板街道，聆听水声拍

岸，老街尽头，长虹飞度，张恨水故居矗立桥

头。作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曾在黎川

生活过，这里的廊桥、水车、杉关、古道、乌篷

船，成了张恨水魂牵梦萦的“梦里江南”。

“为了打造张恨水文化名片，县里对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张恨水故居进行了修缮，在故

居上修建‘张恨水纪念馆’，还修建了张恨水广

场、藏稗楼等。”黎川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杨火

根对古街发展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改造之前，古街是县城最集中、最破旧的

棚户区，排水内涝、卫生恶劣、消防隐患、交通

拥堵等问题突出。

“县里聘请同济大学设计研究院编制规

划，对古街进行整体改造，并采取‘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总体规划，分期建设’的方针，发展

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黎川县古城

建设服务中心建设服务股股长邬新文说，街区

现有 600 余家骑楼式店铺、20 余栋明代古屋、

100 余栋清代古屋重新焕发生机。

修缮后的古街是具有特色旅游、休闲度

假、商贸展示、历史和红色文化体验等功能的

赣东南水乡街区，系统地展示了黎川地域民俗

文化以及江南地区传统建筑文化。“我们精心

挖掘街区文化元素，打造‘江南骑楼第一街’

‘江西凤凰城’等文化 IP，使古街成为当地最

具特色和知名度的文旅名片。”邬新文说。

特色民居、传统宗祠古朴典雅，传统店铺、

酒肆茶楼鳞次栉比，南北杂货、风味小吃林林

总总⋯⋯黎川对古街的红色文化、名人文化、

民俗文化、美食文化等进行挖掘，打造了古床

文化博物馆、团村战斗纪念馆、黎川试院、孔庙

等景点。

“古街以‘四百’为改造主题，复建‘百店’

（老字号）、修缮‘百堂’（古建筑）、挖掘‘百业’（传

统工艺）、纪念‘百贤’（历史名人）。作为丰富文

化遗产的集聚地，古街坚持历史与现代并融、经

济与文化并举的发展思路。”杨火根介绍。

走进老街，八戒掸糖、绣楼招亲、鼓城民谣、

汉服快闪、旗袍走秀等民俗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修钟表、钉杆秤、打铁器、做圆木、编竹篾等传统

工艺让人流连忘返⋯⋯在古街的黎川县非遗文

化体验馆，制作精美、造型魁梧的白狮引人注

目。“我们不仅有了专门展示传统技艺的场所，

同时也有了更多表演的舞台和时间，知名度也

大大提升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黎川舞白狮团队成员胡金旺说，每月和节假

日他们都会在古街表演，而在以前，舞白狮只能

在春节特定时间短暂表演。借助古街这个平

台，越来越多人知晓了黎川舞白狮。

栩 栩 如 生 的 舞 白 狮 温 度 杯、鼠 标 垫、抱

枕⋯⋯一一陈列于非遗文化体验馆中。“游客

很喜欢具有历史故事的文创产品，我们也乐意

借助这种传播载体，将传统文化灵活地融入日

常生活。”黎川县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倪诗蓓说，古街通过“非遗+演艺”“非遗+研

学”“非遗+文创”等形式，活态化展示和传承

非遗文化。

作为集“吃住行游购娱”等功能于一体的

文旅街区，植入传统业态、发展新潮业态、打造

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成为古街文旅发展的趋势。

“目前，街区形成了非遗、民宿、康养、文

创、娱乐、餐饮六大业态，入驻了油画体验馆、

精品民宿、汉服体验馆、酒吧、书吧、剧本杀馆、

VR 体验馆、特色小吃店等 248 家商户，吸纳就

业人员约 1700 人。”倪诗蓓介绍。

夜幕降临，在一家名为“益顺德”的百年老字

号店内，食客们等着热气腾腾的米粉和芋糍出

锅。“10年前我还在福建开饭店，后来古街改造的

时候就回来接叔叔的班，当时更多是出于传承传

统手艺的责任，没想到生意会这么好。”益顺德老

板邓洪回忆起父辈和古街的往事，随着古街

业态日渐丰富，吸引了大量游客，平

常每天可销售3000个芋糍和

500多碗米粉，每逢节

假日更是供不

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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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白狮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白狮表演。。 王武辉王武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航拍河南省开封市清明上河园航拍河南省开封市清明上河园

九龙桥和拂云阁九龙桥和拂云阁。。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苗 绣 是 苗 族 刺 绣 的

简称，是苗族历史文化中

特有的表现形式，也是苗

族 对 本 民 族 精 神 世 界 的

表达。苗绣的文化性、经

济性、传承性、民族性、创

意 性 ，能 有 效 赋 能 乡 村

“五兴”。

苗绣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

被称为穿在身上的“无字

史书”，是苗族传统文化的

“瑰宝”，在发展过程中有

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价值

体系。苗绣图案纹样承载

着各支系苗族的文化和信

仰，蕴含着巨大的精神能

量。守正创新、传承好苗

绣文化、充分发挥苗绣文

化性，有利于增强民族文

化自信，为乡村振兴塑形

铸魂，进而赋能乡村文化

振兴。

苗绣具有经济特征。

在 全 面 推 动 民 族 地 区 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可带动

民 族 地 区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产业发展，推进巩固拓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有效衔接。比如，借助

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以

苗绣数字产业化为主线，

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

式传播和推广苗绣产品，建立乡村振兴工厂、绣娘

工坊、苗绣专业合作社等实体，构建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通过推动数字技术与苗绣产业深度融合，赋

能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带动民族地区当

地农户就业增收，真正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

经济”。

苗绣具有传承特征。播下传承人“种子”，分类

推进苗绣人才培养，发展一批助推乡村振兴的技术

骨干能人和致富带头人。当前，部分村民仅将苗绣

简单地作为一门活计或谋生手段，长此以往苗绣文

化就有可能陷入发展困境。因此，传承好苗绣技能

技艺，既有助于挖掘传统手工技艺资源，培育传承

人，推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有助于

吸引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为群众提升技能、稳定就业、拓展增收渠道等创造更

好条件。

苗绣具有民族特征。苗绣作为特色民族民间手

工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彰显着一个区域内无可

替代的民族特色，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形成对优

秀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觉保护。利用当地人文地理、

民族民俗文化等特有资源，以苗绣为载体举办地方

特色文化活动，可以让人们深切感受当地人文风情

和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苗绣具有创意特征。苗绣从创意设计、原材料

利用、手工生产制作、产品效用等方面表达了对生命

和自然的敬畏，展现了不受自然形态和时空约束，天

地间各类生灵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理念。苗绣不

仅为保护民族地区乡村宜居和绿水青山发挥了积极

作用，更向外界传递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好声

音”。苗绣图案纹样创意表达蕴含的生态智慧，能让

人们切实感知并践行苗绣传递的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愿景”。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
智库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