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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点，江西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的室外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5
岁的肖子元跟着外公外婆，从南京出发，一路

游览，最后一站到了这里。他的外公外婆希

望以千年古镇的悠悠瓷韵，为旅行画一个完

美的句号。

走进景区，春风和煦、垂柳轻摇。随着一

曲欢快悠扬的《我在古窑遇见你》响起，肖子

元一路小跑，冲进古窑民俗博览区。

古窑复建，展示 2000
多年冶陶史

由出土瓷片镶嵌而成的水道，流水潺潺；

路灯、标牌，都由陶瓷所制；牌匾、对联均由陶

瓷烧制……

1980 年，景德镇市委决定规划修整出 83
公顷空地，集中成片地保护一批陶瓷历史文

化遗产，建设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前身——陶

瓷历史博物馆。从 2009 年开始，古窑民俗博

览 区 陆 续 将 景 德 镇 内 各 处 古 窑 搬 迁 复 建 。

2013 年 4 月，古窑民俗博览区被批准为唯一

一 家 以 陶 瓷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区。

2000 多年景德镇冶陶史，正被复刻在这

片土地上。

“瓷器之成，窑火是赖”，走进博览区，便

会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步入历代瓷窑展示区，立刻会被眼前这

座恢弘大气的窑口所吸引。这便是博览区的

镇馆之宝——镇窑。这座成型于清代的镇

窑，是当时景德镇制瓷业的代表性窑炉，是全

世界遗存的唯一一座传统大型蛋形柴窑。这

座现存最古老、容量最大、烧造品种最多的柴

烧瓷窑也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围绕着镇窑，11 座古窑错落有致。“古代

窑口多以形命名，形象生动。”景德镇古窑民

俗旅游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洪玲介绍，形如

狮口大张的为狮子窑，依山形而建、如蛟龙下

山的是宋代龙窑。

《景德镇陶歌》是清代陶瓷典籍，以七言

绝句和组诗的形式，表现了景德镇陶瓷发展

史上的诸多内容，古窑民俗博览区组织专家

学者对《景德镇陶歌》60 首诗文进行研究，从

中选取 12 首进行谱曲。2020 中国景德镇国

际陶瓷博览会期间，《景德镇陶歌》系列陶瓷

箭筒在景区落成。

“每一次保护修复，都为 2000 多年冶陶

史能够活起来，夯实了根基。”景德镇古窑文

化研究院院长周荣林介绍。

窑火重燃，以使用性保
护传承技艺

伴随着一声“开窑”，古窑民俗博览区举

行开窑活动，各地游客现场见证了开窑时刻。

打开窑门，工匠将匣钵搬出，一件件散发

着光泽的精美瓷器，引发游客的一阵赞叹。

主持开窑仪式的周荣林说：“因为坚持，所以

收获。”

1995 年，镇窑因出现裂缝停产，逐渐破

败，支撑窑体的梁柱摇摇欲坠，内部也出现窑

砖脱落。

“保护老柴窑，仅靠砖头补、泥巴糊是不

够的，还要用窑火养着。”为了征询更多专家

的意见，古窑民俗博览区专门开了研讨会，在

复烧镇窑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使用性保

护，是活化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有了专家

意见的支撑，2009 年，经过 60 多名制瓷老艺

人半年时间的准备，镇窑在当年 10 月份首次

成功复烧。

镇窑复烧成功后，古窑民俗博览区内的

一系列古窑先后复烧：2010 年，明代葫芦窑

复 烧 成 功 ；2011 年 ，元 代 馒 头 窑 复 烧 成 功 ；

2012 年，宋代龙窑复烧成功；2016 年，清代狮

子窑复烧成功……

活化，不仅仅体现在了老窑口的复烧上，

更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

手工作坊内，一名身着青花对褂的老师

傅不时用一根木棍转动身下转盘，取一只高

脚碗坯，倒置在盘托上，单手拿刀轻刮，泥屑

翻 飞 ，几 秒 钟 一 个 高 脚 碗 底 便 被 削 得 光 滑

平整。

旁边，另一名师傅拿过削底的碗，一只手

用沾釉鞭勾住，一只手撑住碗口，沉在一缸釉

水里，釉水将过未过碗口时，轻轻一转，拿出

来一看，碗身上釉均匀，碗内滴水未沾，围观

游客一阵惊叹。

“我从 13 岁开始学艺，一练就是 40 年。”

施釉师傅名叫叶冬喜，是景德镇市级非遗传

承人。行走于古窑民俗博览区，从挑柴到碎

石，从描画到烧窑，100 多名师傅，用双手与

汗水，展示着制瓷的精巧与不易。

肖子元拉着外公外婆的手，走进古窑故

事文创体验馆，在手工台前，学着刚才老师傅

的样子，有板有眼地做起陶瓷小碗。

如今，“研学+旅游”正在古窑民俗博览

区兴起。“探寻千年陶瓷文化 传播弘扬工匠

精神”活动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度“港

澳青少年内地游学推荐产品”名单，古窑民俗

博览区也被命名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

周荣林认为，只有把窑炉、文物、技艺保

护好，创新陶瓷文化产品才有更好的基础。

业态多元，以文塑旅探
新路

一首《浏阳河》，欢快悠扬；一曲《卡门》，

婉转动人……古窑民俗博览区瓷音水榭里，

台上 10 余名身着元青花样式旗袍的少女，正

在 用 手 中 的 各 种 瓷 乐 器 ，为 大 家 演 奏 中 外

名曲。

耳畔瓷笛悠扬高亢，瓷磬清脆动人，再配

上瓷管钟、瓷瓯等乐器，时如高山流水，时如

竹露清响，完美诠释了景德镇陶瓷“声如磬”

的特点。

一件小小的瓷碗，简单勾勒出兰花从含

苞到怒放的过程，碗底写上一个心字，此为

兰心蕙质；旧时常见的饭盒提篮，被设计成

精美的陶瓷收纳篮……迎面走来的上海游

客马先生，提着一件陶瓷礼盒，感叹道：“真

是不虚此行。”

如今，古窑复烧产品、非遗手工艺人创作

以及其他优秀的文创产品，成为文创集群。

在此基础上，2021 年 5 月，古窑民俗旅游有限

公司又打造了陶瓷文化商业旅游综合体“古

窑印象”。

周荣林介绍，在两万平方米的综合体里，

“昌南瓷宴”、禅茶和瓷文化咖啡等餐饮休闲

服务应有尽有，最出彩的就是陶瓷文创展厅，

柴烧瓷器、老茶花瓷碗、昌南品牌陶瓷等精品

生活用瓷和创意文创作品琳琅满目，珍宝馆

内展出宋元明清历代官窑仿古瓷，让人流连。

随着旅游业复苏，古窑民俗博览区迎来

游 客 量 井 喷 ，2023 年 春 节 期 间 ，游 客 达 到

14.9383 万人次，收入 289.371 万元。与 2019
年同期比分别增长 53%、55%。今年 1 至 3 月

份，游客量累计已达 30 万人次。

漫步在景区内，白墙黛瓦下、湖畔小路

旁，新枝萌发，春意融融。

上图为工作人员进行挑坯、挑柴展示。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探索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江西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古窑添薪 文旅“上新”
本报记者 朱 磊

走进江西景德镇古窑
民俗博览区，便步入了陶
瓷的世界：观赏光泽温润
的精美瓷器，聆听悠扬动
人的瓷笛瓷磬，购买可爱
别致的文创瓷产品……千
年瓷都景德镇，正通过保
护修复古窑、活化利用冶
陶技艺等方式，在文旅融
合的道路上走深走实。

核心阅读
■文化市场新观察R

一场春雨，催浓了四川成都的春意。

鲜花盛放，微风轻柔，“花重锦官城”有了最

生动的注解。

生动的不仅有花，还有一场会。第十

届 中 国 网 络 视 听 大 会 近 日 在 成 都 举 办 。

100 余场活动，还首次在成都宽窄巷子和

“天府之肺”雅安设立分会场，让网络视听

行业活动在市民中“热起来”。与会者在分

论坛之间穿行，感受观点的汇聚和碰撞，也

感受行业发展的浓浓春意。

更生动的，当属丰富多彩的网络视听

生态。网络公益、文旅、文创、青少年健康

成长、融合传播、人才发展、纪录片、微短

剧、科技创新……网络视听与各个领域的

交叉融合、互相赋能，不仅带来网络视听生

态的极大丰富、节目形态的极大拓展，也为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充足的

精神养分。

近两年，网络微短剧兴起，成为一种新

的网络视听文艺形态。快手、腾讯视频、芒

果 TV、爱奇艺、优酷等各大视听平台都推

出了如“星芒短剧计划”等微短剧扶持计

划，以及“金剧奖”等行业奖项，探索微短剧

内容形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有数据显示，2021 年重点网络微

短 剧 上 线 量 为 58 部 ，到 2022 年 ，这 一 数 字 快 速 增 长 到 172
部。微短剧作为网络视听新“势”力，“微”而不弱、“短”而不

浅、“剧”有品质，成为发展共识，也是“视听 +”生机勃勃的

例证。

网络视听行业里，短视频的发展也如火如荼，成为吸引网

民“触网”的首要应用。据统计，新入网的网民中，24.3%的用

户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短视频应用，与其他应用拉开较大

距离。与此同时，获取新闻资讯及学习相关知识成为用户收

看短视频的重要原因，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

讯的首要渠道。对于主流媒体而言，这就意味着，短视频也可

以成为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大有可为，生机无限。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网络视听用

户规模达 10.4 亿，网民使用率为 97.4%，“视听+”助力多领域

的数字化转型。既然有如此超大规模的用户、如此超高比例

的触达，那么，如何更好地弘扬主旋律，如何更完善地保护未

成年人，如何更有效地创新形式、创造佳作、传递新知，就成为

摆在每名从业者面前的必答题。

如何答题？无论是短视频、直播，还是微短剧、听书……

视听形态不同，解题思路不一。但最根本的路径，还是高质量

发展。独木不成林，一花难是春。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繁

荣，网络视听行业也将在繁荣中交流、碰撞、融合、创新，山林

郁郁，孕育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当更多的春雨落下，我们相

信，包括网络视听在内的各行各业，定能如新苗破土、幼竹拔

节、江河水暖、群芳争艳，迎接好一个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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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与各个领域的
交叉融合、互相赋能，不仅带
来网络视听生态的极大丰
富、节目形态的极大拓展，也
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分

■新语R

本报北京 4月 2日电 （记者张枨）1 日，“内蒙古印象”摄

影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本次摄影展由中国美术馆、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文联承办，分

为“最·风光”“亮·印记”“韵·北疆”3 个板块。

本次摄影展将持续到 4 月 11 日，展出的 117 件摄影作品，

是从千余名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的 1 万余件作品中遴选出的

精品佳作。作品题材多样、异彩纷呈，凝结着作者对时代的思

考、对艺术的理解、对人民的讴歌，以独到的镜头、创意的表

达，生动展示了内蒙古的壮美自然风光、独特人文景观、多彩

民族风情、现代城市气息和幸福生活图景。

“内蒙古印象”摄影展举办

本报绵阳 4 月 2 日电 （记者王明峰）近日，2023 年绵阳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李白故里文化旅游节在四川省绵阳

市江油市举办。江油市是李白的故乡，保存着一系列具有李

白元素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江油市大力推动打造李白故里

文化 IP，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大会期间，现场启动了“李白诗歌奖”作品征集活动，音乐

剧《将进酒》主题曲和“少年李白数字人”发布，江油市、剑阁县

等地共同发布李白重要游踪地文化旅游联盟 2023 宣言。此

外，中国科技城新媒体产业园等重点文旅项目还进行了现场

签约。

作为此次李白故里文化旅游节的配套活动，中国文旅数

字 IP 产业发展大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共同探讨了“数字+文

旅”、虚拟数字人等在文旅行业中的应用，为文旅深度融合提

出新思路。

李白故里文化旅游节举办

穿过繁忙的集镇，进入贵州省遵义市红

花岗区深溪镇龙江村，耳边静了下来。道路

旁有一座庭院，名为“苟园”，造型古朴别致，

门头檐角飞翘。顺着石子路往里走，沿途用

木桩和山石培植的盆景形态各异，将大自然

的美景浓缩其中。

在龙江村，包括苟园在内的 14 家盆景园

收藏了上万盆盆景，形成了一大片展示盆景

艺术的园区，被称作“盆景小镇”。如今，盆景

成为当地的独特风景，不仅让村民们走近了

历史悠久的盆景艺术，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慕

名而来。

每天清晨，80 多岁的苟贤良都会早早起

来，到苟园内转一圈，对大大小小的盆景进行

修枝、养护，让一枝一叶保持最好的状态。

苟氏盆景艺术已有近百年历史。上世纪

70 年代末，苟贤良开始从事盆景创作。1997
年，苟贤良的儿子苟开金售卖父亲制作的盆

景，大受欢迎，苟氏盆景之后又在盆景大赛中

多次获奖，知名度逐渐提升。

2010 年，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引导下，苟

贤良一家在龙江村建起苟园，园内专门开辟

出一块区域展示精品盆景。这些盆景由苟

家 人 自 己 制 作 ，大 多 数 都 养 护 了 30 年 以

上。“这盆是用金弹子做的，根部互相缠绕，

叶子层层叠叠，内部枝叶却没有一处交叉，

整 体 若 即 若 离 ，取 名 叫‘ 两 君 子 ’。”苟 开

金说。

在苟园的带动下，遵义周边的盆景种植

户在这里集聚，初见园、丰泽园、一品堂等 13
家盆景园相继建成，逐步形成了以盆景为特

色的片区。之后，12 个盆景园拆掉围墙，形

成了贯通的大园区。

“盆景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可以和多种艺

术形式结合起来。”深溪镇科宣中心主任田颖

说：“在‘盆景小镇’内，院坝、长廊和戏台成为

艺术家们创作和表演的平台，丰富了村民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路上看到形状奇特的树桩、石头，我

就想捡回来做盆景。”在苟园管理盆景的工人

赵克群说。和赵克群一样，许多村民也自发

在家里摆起盆景、种上花草。当地积极鼓励

农户对自家庭院进行景观化改造，并提升改

造周边环境，实施农村环境整治和美化亮化

工程，修建了一条长 1.3 公里的环形游线，将

“ 盆 景 小 镇 ”打 造 为 综 合 性 观 光 旅 游 示 范

小镇。

如今，占地 118 亩的“盆景小镇”已成为

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2020 年，“盆景小镇”

作为第十二届遵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

精品参观项目，吸引更多人走进小镇，了解盆

景艺术。

文旅融合持续推进，村民们的腰包也鼓

了起来。2022 年，“盆景小镇”共接待游客 5
万余人次，餐饮业产值约 200 万元，住宿产值

约 80 万元，带动周边百余人就业。

“我们准备以‘盆景小镇’为起点，与镇上

其他景点串成精品旅游路线，打造近郊游示

范基地，以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带动全域旅游

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吃上‘乡村旅游

饭’。”田颖说。

贵州遵义深溪镇龙江村——

种下好盆景 “长”出好光景
本报记者 陈隽逸

■艺术改变乡村R

在青海省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

服务中心，陈志芳给孤独症儿童做

运动训练。

陈志芳是青海省西宁市星光特

殊 儿 童 服 务 中 心 的 创 始 人 。 8 年

来，服务中心成了众多孤独症儿童

和家庭寄托希望的地方。这里被很

多人称为“星星的乐园”，陈志芳也

被称为“星光里的妈妈”。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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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本报北京 4月 2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日，由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商务局、门头沟区政府主办的“开门迎春”2023北京

文旅消费系列活动开展。此次活动是北京今年文旅促消费的首

场市区联动活动，是首届京津冀消费季的重点文旅活动之一。

系列活动以全年消费季为引领，积极打造文旅消费新场

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 10 条“漫步北京——2023 春花

烂漫主题游线路”，线路覆盖北京 16 个区和经开区的特色赏

花地。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首批 6 个北京微度假目的地开展

“开门迎春”促消费活动，共计开展 40 余场活动，包含踏青游

园、骑行体验、帐篷露营、农事种植、美食鉴赏、特色市集等。

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和河北涿鹿县、怀来县还签订了合作

协议，三地文旅部门成立京西旅游大联盟，构建“大京西旅游

生态圈”。

北京开展文旅消费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