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氛围浓厚、生态风
景秀丽的文化小镇，为人民
群众提供着多样文化体验，
在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
中满足着人民群众的多元文
化需求。

核心阅读特色小镇是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而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是产业特而强、功

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新型

发展空间。近年来，各地涌现了一批主打文

化特色的文化小镇。它们依托当地文化发

展特色产业，不仅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也为文旅融合和地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以产业发展为动力，
推动文化资源转化

文化小镇的兴起，是一个提炼当地独特

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优质文化资产的过

程。中华大地人杰地灵，文脉悠长，拥有大

量艺术瑰宝、非遗技艺和文化遗迹。这些宝

贵文化资源具有潜在的产业价值，但大多是

自发、散落的。这就需要开发者根据市场需

求，使之形成高集中度、高辨识度、高价值的

文化资产；再以此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

素与之结合，激发文化产业内生动力。产业

发展是文化小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浙 江 东 阳 木 雕 小 镇 在 传 承 文 化 基 因 、

打 造 文 化 资 产 、建 设 产 业 集 聚 区 等 方 面 提

供 了 有 益 经 验 。 东 阳 木 雕 可 以 溯 源 至 唐

朝，经过历朝历代不断发展，成为中国传统

工 艺 美 术 的 重 要 类 别 ，入 选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阳木雕小镇集聚

多 位 省 级 以 上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形 成 老 、中 、

青 三 代 传 承 梯 队 ，突 破 性 地 将 透 雕 、圆 雕 、

浅 浮 雕 等 技 法 融 汇 在 同 一 画 面 中 ，开 创 了

镂空浮雕、透空雕等新技艺，把东阳木雕艺

术推向新高度。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等重要

国际场合，人们都能看到东阳木雕的身影。

在世界手工艺大会上，一件件承载着千年

历史底蕴的东阳木雕让世界领略到

中国传统木雕工艺的魅力，东阳

也 被 授 予 了“ 世 界 木 雕 之

都”的称号。

“化干戈为玉帛”的广阔胸襟、“润泽以

温 ”的 君 子 风 范 、“ 宁 为 玉 碎 ”的 高 尚 气 节

……玉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玉不琢，不成器”，人工雕琢

能够赋予玉石新的魅力和价值。从 50 多年

前开始，广东佛山南海区平洲在承接广交会

玉器加工任务的过程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

玉雕人才，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翡翠原

料交易市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玉器文

化产业中心。平洲还以玉文化为主题进行

街区设计改造，通过标志性雕塑、建筑、墙绘

等营造文化氛围，将文化、产业和旅游融为

一体，综合提升文旅体验，获评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玉文化擦亮

招牌，更成为文化引领地区发展的“生花妙

笔”。一块朴实无华的璞玉在不断切磋琢磨

中，终成一件精美艺术品，这离不开玉器匠人

的巧手与巧思。平洲通过产业发展放大玉文

化社会效益，诠释着新产业环境中工匠精神

的传承与光大。文化小镇立足特色文化和传

统工艺，不断培育充满生机的文化生态。

以创新为支撑，实现
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化小镇既非行政建制镇，也非传统产

业园区，空间有限，这就需要它突出文化特

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持续加强对当地特

色文化的挖掘。这不单单是展现地域优秀

文化的魅力，更要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

中赋予其时代内涵；不单单是将特色文化发

展为主导产业，更要不断加强产品迭代、功

能延伸，增强特色文化的市场竞争力。文化

创新因而成为小镇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

如此，才能实现小空间大辐射，增强文化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被称为“中国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制

作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近年

来，潍坊深入挖掘风筝文化，以潍坊风筝节

为引领品牌，开发新的创意内容和形态，推

动风筝产品更新换代。北京冬奥、中国航天

等当代主题被引入造型设计之中，大量绿色

低碳材料和环保工艺的运用也带来生产制

作的升级，使得风筝的技术含量和艺术品位

都在提升，并逐步走向创意引领、品质精美

的高端市场。“要识扶摇能直上，全凭一线手

中牵”，小小一只风筝增强了人们对文化遗

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大良寻味顺德小镇的建设，也体现了创

新驱动的力量。佛山顺德区作为粤菜文化

的 发 祥 地 之 一 ，素 有“食 在 广 州 ，厨 在 凤 城

（顺德）”的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球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的称号。顺

德创建的大良寻味顺德小镇，不仅集合优势

要素对传统粤菜文化的菜品、标识、节庆等

进行持续创新，而且在面积仅 4.7 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打造独具特色的美食文旅，每年举

办各类活动 500 余场，吸引游客超过 1000 万

人次。无论是升级民间工艺的制作和审美，

还是挖掘美食背后的生活美学，文化小镇在

将特色文化融入时代潮流、融入现代市场的

过程中，也激发了文化的活力与潜能。

提供多样文化体验，
满足多元文化需求

方兴未艾的文创产品热、博物馆热、文

化遗产热、乡村旅游热，为文化小镇建设提

供了发展契机。通过塑造品牌、数字赋能、

推动文商旅融合等方式，文化小镇吸引更多

游客驻足流连。人文氛围浓厚、生态风景秀

丽的文化小镇，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文化体

验 ，在 生 产 、生

活、生态协

同发展中满足着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江南水乡浙江乌镇位于上海、江苏、浙

江的交界处，处在长三角中心位置，当地居

民文化消费需求旺盛。乌镇戏剧节准确把

握这一区位优势，立足千年古镇，突出文旅

融合，打造极具特色的水乡艺术节形态。剧

院的建筑设计既尊重原有的自然生态格局，

又注重水乡地貌与现代戏剧美学的融合；文

化产品和文化体验既凸显传统文化气息和

江南风韵，又契合看戏观剧、文创时尚的现

代生活方式。乌镇戏剧节创办以来，平均每

届剧场内演出 70 多场，剧场外演出 1200 多

场，吸引入场观众超过 3.5 万人次。

深圳市甘坑社区凉帽村是一个以古老

民间工艺命名的村落。史籍记载甘坑人制

作凉帽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凉帽村由此得

名。近年来，甘坑客家小镇聚合了附近的甘

坑村、凉帽村，突出文化引领、创意提升和数

字化升级主线，着力挖掘凉帽文化。小镇创

办的“小凉帽国际绘本大赛”吸引了众多国

际 知 名 的 绘 本 创 作 者 参 与 ，至 今 已 举 办 多

届；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故事和数字创意拍摄

的系列动画片，受到观众喜爱，其中 VR（虚

拟现实）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获得国际

知 名 奖 项 。 同 时 ，小 镇 还 开 发 了 VR 体 验

馆、文创产品、家居用品等 300 多种主题衍

生产品。人们在此徜徉于绿水青山间，沉浸

式体验中国传统工艺，欣赏创意设计和文化

创造的现代成果。这些多元体验显著提升

了文化小镇的魅力和吸引力，也为地方文化

的衍生转化开辟了途径。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化

小镇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成为焕新传统文化

的主要方式，推动文化小镇在新发展格局中

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下图为浙江乌镇风景图。 胡 莹摄

制图：赵偲汝

文化小镇—

彰显文化特色 激发文化活力
花 建

60 多年前，面对当时中国农村发生的巨

大变革，作家周立波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清溪

村 ，创 作 了 红 色 经 典 小 说《山 乡 巨 变》。 如

今，这部作品所描绘的清溪村发生了哪些变

化？由此反映出乡村振兴怎样的面貌？作

家余艳回到生于兹长于兹的故乡，以长篇报

告 文 学《新 山 乡 巨 变》（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对清溪村进行接力书写，展开一段跨越

时空的文学对话。

清溪村的两次山乡巨变内涵不尽相同。

与《山乡巨变》作比较，读者既能看出两次巨变

的不同，也能看出两次巨变的连续和递进关

系。比如作者引用《山乡巨变》：“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合作化，如果还是各干各，我们会有

这样好世界？肯定没有。”这就点出了上世纪

50 年代乡村巨变的要旨：将农民组织起来，拧

成一股绳，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作者对

今天的山乡巨变也有提纲挈领的描述：“借助

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

造，清溪村长满了数字细胞，根植了互联网思

维，插上智慧的翅膀，带动数字产业和数字经

济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柱。”新科技应用让

当下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紧接着，

作者通过生动案例印证着自己的阐述。农民

曹政奇稻虾共养，得到了丰厚收获；青年农民

俞聪坐在空调房里，用手机控制监看智能化种

养殖；此外，宽敞舒适的住房，清新优美的环

境，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村民们在互联网上

销售茶叶、小龙虾等各类农产品的火热场景

……通过跨越时空的鲜明对比，“新山乡巨变”

让读者耳目一新。

“新”是报告文学着力点，作品以“新”为

题分为四大部分：新清溪、新农村、新农业、新

农民。每一个“新”，都以《山乡巨变》为参照

系。清溪村之所以在 70 多年里接连创造新的

奇迹，其成功经验就蕴含在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历史脉络中。作

家认识到必须将书写对象置于更为广阔的

背景中来观察比较，才能把握事物本质，于

是努力打开历史的视野，从新中国、新时代

这两个关键词入眼、入笔，写出了历史纵深

感；从乡村振兴战略着眼，通过一滴水反映

整个时代，写出了“巨变”的内生动力和时代

助力；同时，作家在作品的结构、布局、遣词

造句上细致琢磨，写出了报告文学的质感。

其写作过程也是不断向前辈作家周立波学

习和致敬的过程。作家从认真阅读《山乡巨

变》开始，一遍遍寻访小说中的原型，一次次

直达现实生活的现场，用心观察、感受和理

解，使这次写作成了一次对周立波“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写作方式的具体实践。其学习

和实践效果，当交由读者和时间来检验。

周 立 波 的《山 乡 巨 变》散 发 出 茶 子 花 清

香，《新山乡巨变》将《山乡巨变》作为写作的

对照，将其融入结构和叙述之中，以诗意化的

文字真实描绘了新时代山乡焕然一新的面

貌，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文学书写“新山乡巨变”

贺绍俊

《新山乡巨变》：余艳著；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去年 12 月，我有幸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 国 作 协 十 大 开 幕 式 上 的 重 要 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

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

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

这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戏曲工作者

的光荣使命。

我出生于梨园世家，父亲是京剧

表演艺术家沈福存，他也是我从艺道

路上的榜样。父亲从小学艺，艺术功

底深厚。他在 70多年的表演生涯中，

不断探索京剧艺术表现方式，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在父亲的言

传身教下，我怀着守正创新的艺术

理念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参与

创作了川剧《金子》《李亚仙》《江姐》

等一批受到人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川剧《江姐》自 2018 年首演以

来，已经演出了 80 多场，可以说场

场爆满。每当剧院响起人们熟悉的

《红梅赞》《绣红旗》等唱段时，许多

观众都眼含热泪，轻声合唱，现场气

氛十分感人。川剧《江姐》如此受欢

迎，体现了红色经典跨越时间的生

命力，也展现了川剧演绎经典的独

特魅力。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

从 小 就 有 英 雄 情 结 。 早 在 年 少 时

期，江姐便是我心中一座巍峨的丰

碑。我读小说《红岩》，唱歌曲《红梅

赞》，看电影《烈火中永生》，革命者

至坚的信念、至真的信仰深深打动

了我。此外，江姐对我来说又有另

一重亲近感：红岩故事是重庆的一

张文化名片，我脚下这片土地正是

江姐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江姐

的敢爱敢恨、刚柔相济正是重庆女

性的性格特征。因此重庆市川剧院

决定创排川剧《江姐》时，我非常激

动，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家喻

户晓的英雄演好。

为了更好塑造人物，我翻阅了

大量资料，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我

的注意：丈夫遇害后，江姐常常在朋

友家中哭泣，甚至过年时也悲从中

来，泪流不止。我意识到，彼时江姐

不过二十几岁，经过严酷的斗争才

慢慢成长为革命者。以往江姐相关

的文艺作品，主要表现她顽强的意

志，川剧《江姐》在延续前作基础上，

把关注点放在江姐的成长历程，展

现了她作为妻子、母亲的柔情与温

暖，塑造了一位示敌人以刚、示亲人

以柔，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因此，

观众对英雄不仅仅是仰视，更能与

之共情。剧中第一幕，在朝天门码

头，江姐期待见到丈夫彭松涛，心中满是甜蜜；当得知丈夫

牺牲时，因为肩负重要任务，她只能掩住嘴背过身去克制自

己的情感，耳畔隐约响起彭松涛唱的《红梅赞》；遥望城门上

彭松涛的头颅，江姐深深鞠躬，用力将围巾向后一甩，决定

继承老彭的遗志奔向战场；狱中的江姐捧着儿子云儿的照

片，轻轻地贴在脸上，柔情无限，接着她又意识到自己正在

战场上，要为中国千千万万个孩子而战斗，表情坚定起来；

在高潮《绣红旗》一幕中，当江姐和狱友听到新中国成立的

喜讯时，5 位革命者手牵一根长绸组成五角星，这时整个舞

台铺展成一面红旗，这种写意的舞台表现极具视觉冲击力，

让观众沉浸在悲壮而又豪迈的气氛里……排演《江姐》期

间，任何闲暇时间我都在练习唱段，唱到动情处，抑制不住

泪流满面。我常常想，面对丈夫的牺牲，与儿子诀别，江姐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力量从何而来？如果我是江姐，我会

怎么做？排演川剧《江姐》就像是我与革命者之间的心灵对

话，让我懂得了革命者爱之深沉与广博。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

作为一名川剧演员，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川剧艺术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我不断尝试，从 2004 年与作曲

家郭文景合作打造室内乐版《凤仪亭》亮相欧洲，到 2012 年

携新歌剧《凤仪亭》走上国际舞台，获得当地媒体“五星”好

评，再到 2019 年，我在国际电影节颁奖晚会上，演绎新川剧

《凤仪亭》获得满堂彩。我欣喜地看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喜

欢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戏曲。展望未来，我深感使命在肩。

我将用赤子之心歌唱美好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创作更多经得起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为中华

文化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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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用赤子之心歌唱美好时
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创作更多经得起人民
检验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传
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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