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座城门环抱，城内水网
纵横、厢坊错落、地名密布，南
宋时期绍兴府城面貌跃然纸
上……今年6月，《南宋绍兴府
城图》一经发布，就掀起了一股
“宋韵风”。透过这张古城复原
图，可见一座东方古城的千年
密码。

浙江绍兴被誉为“东亚文
化之都”，2500多年城址未变，
是宋六陵所在地。“如果说公元
前490年越王句（同勾）践奠定
了城址基础，隋朝越国公杨素
奠定了城郭基础，那么南宋绍
兴知府汪纲则奠定了城网基
础。”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
建荣近日接受采访时说，这也
是人们常称绍兴为“宋城”或
“南宋古城”的原因。

冯建荣介绍，《南宋绍兴府
城图》由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
员屠剑虹等结合文献记载与实
地考证，历时三年绘制而成，并
与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越王宫图》进行佐证，后经业
内专家多次论证和完善，才对
外发布。

方寸之间，可见
南宋对今日绍兴的深
刻影响。

打开《南宋绍兴
府城图》，卧龙山、蕺山等九座
小山分布，绍兴府城“九山中
藏”，西园、沈园等园林点缀。
如今的绍兴古城内，池水映翠，
亭台楼阁精巧玲珑，仍能感受
到“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
处处流淌着宋韵风情。

图中，纵横交织的蓝色水
域十分醒目，110座大小桥梁
连接两岸。而今行走在绍兴古
城，“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城格
局基本未变，尤其是八字桥历
史文化街区，还保留着八字桥、
广宁桥、东双桥等南宋“印
迹”。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立
交桥”的八字桥，修建于南宋时
期，后经多次修缮，现为“世界
遗产”中国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来自南京的“Z世代”摄影
爱好者李巧和两位同伴到访绍
兴的第一站就是八字桥，“我们
是从社交平台发现的这个‘网
红打卡点’，古桥很别致，被保
护得非常好，周边还住着大量
居民，很江南、很出片”。

据研究人员介绍，在绍兴，
宋代已经存在并经历代修缮、

延续至今的桥梁有38座，其中
6座被中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得益于发达的水陆交通，
南宋绍兴商贸繁荣。仅看酒
市，绍兴府城内除了设立都酒
务等官营酒业机构外，沿街还
开设众多酒肆，宋代诗人陆游描
述为“城中酒垆千百所”。千百
年过去，如今的绍兴被命名为
“中国黄酒之都”，不仅有大量酿
酒坊、酒厂，黄酒棒冰、黄酒奶茶
等新品也“圈粉”八方来客。

彼时的绍兴府城设有会稽
县、山阴县，交错的河街将两县
共划分为5厢96坊，如富民坊、
爱民坊、孝义坊、永福坊等，均
含有良好寓意。冯建荣解释
说，厢、坊可以理解为当今的街
道、社区，便于古代城市管理，
维护了绍兴府城稳定、安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国
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
工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在该图
发布会上直言，“绍兴是‘东方
的罗马’，这张图把八百多年前
的城市脉络梳理清楚，尤其明
确标注了县、厢、坊三级城市管
理体制，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管
理体系中的文明密码，可以称
作‘中华密码’。” 项菁（资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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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消失的民间手艺
时代的进步导致生活

方式的变迁，现代科技取代

了曾经的手工劳作，一些民

间手艺也慢慢被人遗忘。

这些正在消失的老行当里

面有你熟悉的感觉吗？

砖 雕
古代建筑中最吸引人

的便是砖雕技术，一块平平
无奇的砖在老师傅的手中
被雕刻得活灵活现。

其实砖雕和石雕有很
多相似之处，只是在建筑中
砖雕的适用范围可能会更
广泛一些，雕刻的主要原料
便是青砖。

砖雕师傅会先把设计
好的图案拓印在青砖上，然
后用刻刀勾勒轮廓，再刻画
细节，最后的成品非常具有
质感。 （摘自网易）

千年鹳雀楼“更上一层楼”
寻味中华名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我的日本朋友经常引用这
首诗向我表达祝福，希望我们
的友谊‘更上一层楼’。”

曾在日本留学的山西姑娘
刘婧和记者说，中国唐代诗人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早已入选
日本教科书，为当地民众打开
了解中国文化的大门。“他们很
期待来山西，登上鹳雀楼感受
诗中意境。”

千余年前，王之涣登临鹳
雀楼，吟诗一首，引芸芸众生咏
叹至今。“更上一层楼”则被赋
予诸多美好寓意与向往，人们
常以此寄托期许。

鹳雀楼系中国四大名楼之
一，又名鹳鹊楼，古时因偶有鹳
雀栖其上而得名，位于今山西
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的黄河岸
畔。古往今来，鹳雀楼随《登鹳
雀楼》被海内外民众熟知，却也
久经磨难。

据历史记载，鹳雀楼始建
于北周时期，由北周蒲州守将
宇文护创建，原是一座戍楼。
唐宋两代，鹳雀楼渐失军事功
能，成为登高胜地，雄踞中州达
700年之久。元初，鹳雀楼毁
于战火，楼基犹存。明清时期，
由于黄河泛滥，台基被淹没。

鹳雀楼的“老朋友”，曾任
当地旅游局局长的仝毅每每谈
及此楼，总是滔滔不绝。他说，
鹳雀楼曾吸引众多文人墨客登
临题咏，留下许多不朽诗篇。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
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
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
能状其景。”北宋沈括在《梦溪
笔谈》中描述鹳雀楼其楼其诗。

仝毅曾全程参与鹳雀楼重
建。他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
永济市官方、近百名专家学者先
后提出重建鹳雀楼。历经5年
筹划、5年施工，2002年，鹳雀楼
以恢弘之势重现黄河岸畔。重
建的鹳雀楼主楼为仿唐建筑，外
观四檐三层，内设六层，每层风
格各异，展示历史文化与传承。

如今的鹳雀楼在光影艺术
中“更上一层楼”。鹳雀楼景区
去年推出光影演艺秀，演绎诗
楼历史。演员何一诺在光影之
间“化身”王之涣，在鹳雀楼再
诵那首千古绝唱。为演好这个
角色，他查阅大量资料，多次登
上鹳雀楼，眺望巍巍中条山，俯
瞰滔滔黄河水，感受王之涣当
时登楼作诗的心境。何一诺不
禁感慨，诗因楼作，楼因诗名。
鹳雀楼传承着当地的历史文
化，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几年前，20多个国家的近

百名外国人，登上鹳雀楼最高
处齐声朗读《登鹳雀楼》。“那场
景很触动我，如今仍历历在
目。”鹳雀楼景区办公室主任杨
文娟如是感慨。

杨文娟表示，鹳雀楼不仅
提供登楼赏景的平台，更是与
历史对话、促文旅发展的载
体。近年，鹳雀楼以文创产品
的形式走向海内外。

现年50岁的刘晓辰是一
名木雕手艺人，他曾带领团队
开发不同木质、多种比例的鹳
雀楼木雕，产品畅销日本、泰国、
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刘晓辰说，
希望通过这一古老技艺为千年
古楼注入新的活力。

仝毅表示，承载着历史文
化、精神寄托、美好愿景的鹳雀
楼，早已成为黄河岸边这座城
市生生不息的发展“密码”，它
的明天何啻“更上一层楼”。

杨佩佩（摘自光明网）

2023“会动的”《清明上
河图》数字艺术展近日在辽
宁工业展览馆开幕。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

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
品，属国宝级文物，是中国
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本次
巡展展出面积共8000余平
方米，1:1尺寸复原上海世博
会中国馆的艺术巨作。展
区分为序厅、主厅、尾厅三
个部分，以图文实物展示相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历史
背景和文化价值以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分为“解”创
作机密、“识”长篇巨著、
“悟”华夏智慧、“观”世博大
展四个主题。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以张择端所绘版本为
蓝本，将原作放大近
20倍，通过数字科技
手段赋予画作新的生
命力，将汴京郊外春
光、汴河场景、城内街
市等多个场景连缀成一副约高6
米、长100米的恢弘长卷，让所有
人物、场景都“动”起来“活”起来。

观展者沉浸式体验动态版
《清明上河图》，通过从郊外到
市中心多个场景，一览画作本

身的故事，及其折射出的政
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教
育、民俗、建筑、服饰、交通等
方方面面的历史背景，仿佛置
身于繁华的北宋汴京城，更加
清晰生动地展示宋朝汴梁城
的城市面貌和市井繁荣。

据介绍，画卷生动“复原
复活”了1068个人物，画卷中
牛、马、驴、骡共73匹，飞禽鸟
兽动态呈现，通过日间、夜间景
象交替，突破时空界限，对原画
中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和市井文
化还原，赋予每个人物特有的
故事线，通过数个栩栩如生的
细节体验藏在画卷里的“人间
烟火”，将千年前宋朝的历史生
动还原在观展者眼前。

本次巡展面向沈阳市90

万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
学生免费观展，旨在培养中小
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文化自
觉与文化自信，树立正确历史
观。展览将持续至8月27日。

王艺霖（摘自中国新闻网）

一番唱罢，青年戏曲演员、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
菁菁要“变脸”了，只见她背对
镜头忽一转身，已戴上传统川
剧脸谱，从蓝脸到红脸，从笑脸
到机器猫脸，一连串换了十几
张……入驻抖音平台一年来，
吴菁菁在抖音发布上百条短视
频，做了近300场直播，观众超
600万人次，目前她在抖音拥有
近14万粉丝，在网络直播平台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吴菁菁8岁学艺，18岁时剧
团改制，她不得不离开剧团，到
绵阳、成都、上海等地闯荡，一
直坚持戏曲演出。去年6月，吴
菁菁在抖音发布短视频并做直
播，很快成为网络大V，她用直
播打赏收入反哺演艺事业和公
益事业，并招了30多个徒弟，最
大的30多岁，最小的6岁。川剧
“变脸妹”吴菁菁的故事，既是新
时代条件下推动传统戏曲发展
和非遗文化传承的一个生动缩
影，也是短视频平台为经典传统

文化传播打造“第二舞台”，推动
相对高雅的艺术形式焕发新生
命力的一个精彩见证。

川剧“变脸妹”在抖音平台
迅速走红，鲜明地凸显了短视
频、直播行业为非遗传承带来
的赋能和力量。她认为，短视
频和直播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新
的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
化的方式，也给传统文化传承
和发展打开了新方式。特别是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
演艺从业者陷入演出机会与收
入减少的困境，像吴菁菁这样
不屈不挠奋力探索，通过网络
直播延续表演生涯、拓展表演
空间生涯并获得打赏收入，对
其他演艺行业及从业人员具有
丰富的启示价值。

直播进一步丰富了非遗传
承打开方式，特色文化展演经由
直播打赏扩宽创收渠道，已成为
观众“发现非遗”和非遗项目“自
发造血”的重要手段之一。
郭海英（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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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演员抖音走红：

直播打开非遗传承新方式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艺术展现场

探秘《南宋绍兴府城图》：

揭开千年东方古城的面纱

绍兴“小桥流水人家”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