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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外秦淮河边，店铺传出悠扬

的音乐，移动花车、特色花箱……人们穿行其

间，享受闲暇时光。

夜幕降临，江苏电视塔下，“大蓝鲸”雕塑

色彩变幻，广场上默剧演员的表演赢得满堂

彩，文创市集里非遗艺术品琳琅满目，孩子们

围着手艺人坐下，街头艺术课堂就地开讲。

这条位于江苏省南京艺术学院西门外，

占地 9 万平方米的南艺后街曾是古玩一条

街，2019 年，街区开启转型升级——打造集

文、创、商、娱、游于一体的文艺地标。在江苏

省文化和旅游厅最新公布的“第二批省级旅

游休闲街区”和“第二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建设单位”中，南艺后街·鼓楼水

岸艺术街区位列其间。

店铺成展厅，商业与文
化空间融合

还没到饭点，南艺后街·鼓楼水岸艺术街

区中的一家音乐餐厅里顾客却不少——他们

是来看画展的。进了大堂往右走，约 100 平

方米的空间被布置成了展厅，四面墙上陈设

着 20 多幅作品，有风景画、人物画，也有色彩

鲜艳的抽象画。

店长武俊说，这个展厅原是餐厅的两个

包间，现在用于举办画展、读书会等活动，虽

然看起来减少了餐桌数，但提升了餐厅的文

艺气质，人气反而更高了。

隔壁的精酿啤酒屋，更体现出“百变空

间”的特点。除了吧台和餐桌，地面、墙面的

空间都用来布展。“这里常有艺术展，我喜欢

来这儿和朋友聚会。”顾客朱明说，在这里吃

饭，兼具文艺范和烟火气。

900 米长的南艺后街，处处散发着艺术

魅力：会随着声光电变化的彩绘墙，组成“星

空市集”的文创花车，有行人走过就会打开花

瓣的声控牵牛花路灯……街区设计运营方、

南京旅游集团秦淮河公司董事长黄越说，南

艺后街位于南京老城区中心，紧邻外秦淮河、

明城墙，是秦淮河汇入长江的尾端，周边还有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大学、江苏省国

画院等文化地标，艺术文化资源丰富密集，是

街区最大的辨识度。

从餐厅出来就是海棠艺术馆，书店对面

即是咖啡吧，啤酒屋也是画廊……每栋建筑

都是餐饮、商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综合体，不

经意间，就步入一个个沉浸式的艺术天地。

水岸联动，提供丰富文
化体验场景

晚上 6 点多，“星空市集”准时“开市”，南

艺后街热闹起来。在“陈耀剪纸”摊位前，非

遗传承人陈耀拿起一把剪刀、一沓剪纸，眨眼

工夫就剪出一排排月牙纹、锯齿纹，一个个栩

栩如生的造型，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

家住附近小区的吴平和女儿在摊位前看

了足足半个多小时。吴平说，整个街区有近

百个摊位，除了剪纸，他们还参加过云锦口

罩、金陵面塑、蓝印花布等项目的体验活动。

不远处，外秦淮河游船从南艺后街游船

码头起航，除了观光，船上还有年轻人喜爱的

诗歌会、电音节——游船成为水面上流动的

“艺术盒子”。

船行到宽阔处，窗外传来阵阵呐喊和加

油声，石头城公园赛艇俱乐部的成员们正在

训练。“我们尝试把赛艇引入艺术街区，没想

到效果这么好。”南京市赛艇运动协会会长张

杰介绍，碧水绿河间的赛艇运动，已成为一道

水上风景线，也逐渐成为潮流青年们周末的

打卡标配。

不只赛艇，每年从端午前至国庆后，外秦

淮河都会迎来百舸争流的场面——南京唯一

一项在城市河道内进行的龙舟赛。黄越介

绍，外秦淮河—南艺后街水域每年举办各类

龙舟赛事 50 余场，搭建起全民健身舞台。

水岸联动，是南艺后街的地理优势和文

艺特色。街区举办过书香鼓楼、全国高校水

上马拉松精英赛、国际河畔音乐节等大型活

动，打造集非遗创作、运动体验、互动社交等

于一体的一站式文化体验场景。

“南艺后街的未来不止 900 米。”黄越说，

下一步将扩大南艺后街的空间载体，开通游

船、小火车、荧光步道并行的多重亲水线路，

形成 2300 米长、环南艺 1.42 平方公里、辐射

周 边 近 20 万 居 民 的 艺 术 体 验 区 、滨 水 活

跃带。

依托艺术院校，培育文
化产业集聚区

午后，南艺后街的森体艺术空间里，10
多名 50 岁左右的学员正在古典舞老师的指

导下翩翩起舞。“我感觉更青春了！”来学跳舞

的周女士说，舞蹈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美好

生活的一部分。

指导老师陈亚露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

2019 年，南艺后街开街后，她和同学在此成

立了舞蹈工作室。陈亚露说，选择在此创业，

看中的正是这里文化产业良好的发展氛围。

走进 3000 多平方米的“双创基地”，一间间小

型工作坊、创作室构筑起孵化土壤。目前共

有 29 个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项

目从这里起步。

据介绍，南京市对南艺后街的产业发展

定位之一，就是优化与南京艺术学院的合作，

打造特色鲜明的艺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先行

区和示范区。

在秦淮河畔的月色下，围绕“大蓝鲸”雕

塑，100 多米的超长 T 台上，近 200 名学生组

成的时装模特队带来一场时装秀，吸引超过

1500 名观众到场观看。2021 年 5 月 20 日，这

场由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鼓楼区政府、南京

艺术学院、南京旅游集团联合主办的“南京创

意设计周开幕式暨南艺 520 毕业展演嘉年华

时装秀”，成为校企地三方合作的开端。

“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产业发展和文艺

街区具有商业性，也要更接地气，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都是考虑因素，市民的文化消费意

识和习惯也需要引导和培育，这就需要政府

搭建平台，打通最后一公里。”南京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纪增龙介绍，在市委宣

传部的指导协调下，南京市和鼓楼区政府提供

活动经费，街区提供场地人员，学校提供原创

作品，共同保障了“时装秀”高质量完成。2022
年，三方签署协议，这一活动还将长期开展。

“百姓生活需要艺术，艺术家也需要生

存，文化产业要更接地气，艺术街区是一个理

想的结合地。”“大蓝鲸”彩绘墙设计者、画家

周文斌说。

目前，南京艺术学院设计、绘画、服装等

学科优势，已转化、放大为街区艺术文化产业

发展的动力。据统计，2021 年全街区文化产

业 营 收 超 过 8000 万 元 ，2022 年 达 1.1 亿 元

左右。

餐厅里赏画展、游船上品诗会，江苏南京南艺后街——

一条900米街巷的艺术延展
本报记者 姚雪青

餐厅、啤酒屋也是画廊、艺
术馆，移动花车、特色花箱装点
环境，文创集市、游船活动丰富
多彩……900米长的江苏南京
南艺后街·鼓楼水岸艺术街区，
发挥水岸联动、艺术资源密集
等优势特色，探索商业与艺术
空间紧密融合，成为一站式文
艺活动体验地，让艺术走入市
民日常生活。

核心阅读
■艺术为城市添彩R

2022 年 11 月 29 日，我国申报的“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从 2001 年 5 月中国昆曲成功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名录起，如今，我国共有 43 个项

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册，数量居世界第一。我国为保护

和传承世界文明记忆做出了极大努力，成

果卓著。

非遗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学、授、用、产、

研等方面的系统性保护，这也是非遗进行

活态传承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内蒙古呼

伦贝尔，鄂温克族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乌

仁母女依托工作室，带动周围人学习非遗

技艺，每年产生经济效益 100 多万元，在传

承弘扬技艺的同时让当地不少群众有了稳

定的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她们还把非遗

项目带进当地的中小学课堂，把自己的作

品带到各地参加展览，让更多人看到非遗的光彩。从这个角

度来看，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对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为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开辟

了重要途径，更好服务我国现代化建设。

在不断推进非遗项目全方位、立体化、覆盖式的保护工作

中，非遗的时代性、教育性等功能也得以发挥，让人们得以更

好感受非遗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通过对传统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得以融入现

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更好地拥抱新生活、新时代。

同时，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才能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数

量众多的非遗项目，展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向世界传播中国独特的文化

资源和精神追求。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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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南艺

后街全貌。

右图为南艺

后 街“ 太 空 舱 ”

屋顶。

图片均为虞

子军摄

舞台上一轮明月缓缓升起，蓑衣老者低声吟诵《春江花月

夜》，6 名白衣少女弹奏古筝、琵琶，乐声悠扬婉转，现场观众

沉醉于古风诗韵中。

正月初七，辽宁省博物馆的“和合中国”特展闭幕，当晚，

由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等共同承办

的《又 见 辽 博——“ 和 合 中 国 ”主 题 晚 会》在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上演。

《春山踏歌》引领着观众进入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之中，

《千古诗经》的吟诵让古韵扑面而来，歌伴舞《一眼千年》铺开

绵延的历史画卷，原创歌舞《和合中国》点亮全场。

现场观众仿佛穿越时光，置身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之

旅中。“这样的晚会我还是第一次参与。没想到，舞台艺术可

以将文物和展览诉说得如此生动。”沈阳市民徐长纯说。

“在展览即将落幕之际，通过创新的数字化展示及夜场晚

会等形式，让观众在展厅之外也能理解‘和合中国’这一展览

主题，这是我们探寻历史文化遗产当代表达的积极实践。”辽

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

去年 10 月 8 日，“和合中国”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启。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卷》……一级文物 88 件（组），近半数文物通

过“和合中国”展览首次在辽宁展出。赵孟頫、欧阳询、董其昌

等名家的名篇名作亮相。

“和合中国”展览众多文物的汇集，不仅让人眼前“繁花似

锦”，更让人深刻理解“和合”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我们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用有形的文物，展

现无形的‘和合’文化。”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

馆长刘宁说。

在展览中，胡人吃饼骑驼俑、鸮卣这两件来自山西博物院

的“网红”文物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胡人吃饼骑驼俑颇为生动，骆驼昂首站立在长方形的托

板上，双峰间垫着毯子，驮着丝绢、皮囊等物品，皮囊上坐着一

人，浓眉深目，头上戴着圆毡帽，手中抓饼，边走边吃。该文物

展示了当时的胡商来到中原后，卖掉带来的金银器皿、宝石和

香料等货物后，再将当地的丝织品带走返回的情景。

鸮卣通高 19.7 厘米，宽 13.4 厘米，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

美之作。其造型为两只猫头鹰背靠背站立，以盖为首，以器为

身，有四足，盖上有一捉手，工艺精湛细腻，纹饰精美。整件器

物圆润敦实，雄浑大气，凛然威武又不失可爱。

来自全国多地博物馆的珍贵藏品齐聚辽博，这也展现出

中国博物馆之间的“和合之美”。“和合中国”汇集了山西博物

院、吉林省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国内 22 家单位的“瑰宝”。

作为辽宁省博物馆规模最大的特展，“和合中国”从开展

以来就备受关注，春节期间更是成了观众看展的首选。今年

春节，辽宁省博物馆推出五大展览及四大主题 10 余项新春公

共教育活动等“文化大餐”。从初一到初六，辽宁省博物馆共

接待观众 3.4 万人次。

“以文物为媒，探寻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用精品展

览呈现时代气象；以数字赋能，线上线下融合，用优质的文化

产品供给提升服务效能，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王

筱雯介绍。

辽宁省博物馆举办“和合中国”主题晚会

舞台艺术演绎文物之美
辛 阳 边 晗

重庆市黔江区中塘镇兴旺村小学位于海拔 1000 多米的仰头山。2 月 7 日

是兴旺村小学的春季开课日。这学期，兴旺村小学只有 3 名二年级学生和两名

老师，尽管是“微小学”，学校仍按国家规定开学上课、开齐所有课程，还给学生

做营养午餐。

左图为兴旺村小学师生在升国旗。

上图为兴旺村小学学生在吃营养午餐。

图片均为杨敏摄（人民视觉）

山村里的“微小学”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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