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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市民游客来
说，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
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是
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感
受古老建筑与现代设计
的交织碰撞，寻一处艺术
馆感受文艺氛围，到展厅
欣 赏 各 具 特 色 的 展 览
……在这条1200多米长
的老街上，历史与艺术相
遇，碰撞出别样韵味。

核心阅读■艺术为城市添彩R

不论是对于外地游客，还是本

地“文艺青年”，位于湖北省武汉市

的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都是不可

错过的打卡地。昙华林历史悠久，

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如今，这条

1200 多米的老街上，仍矗立着 52 栋

老建筑。不仅历史悠久，这里的文

艺 气 息 更 是 浓 厚 ，一 栋 栋 保 存 完

好、造型各异的建筑里，藏着艺术

沙龙、美术展览、非遗工坊，手绘、

涂鸦将路边墙壁装饰得别具一格，

走在街头，随时都可能邂逅前来写

生的文艺爱好者。

历史与艺术相遇，碰撞出别样

韵味。

漫步街头欣赏风景

一座红砖楼前，高低错落的台

阶上，白衣飘飘的姑娘拾级而上，

台阶下的友人举起手机，“咔嚓”一

声便定格了风景。春暖花开的季

节，即使不是节假日，昙华林里依

然人气很旺。“早就听说昙华林特

别有文艺范儿，一看果然如此，哪

里都漂亮。”江西南昌姑娘胡文霞

趁休假来武汉游玩，来到昙华林后

忍不住到处拍照。

老建筑不仅造型精美，背后还

有许多值得品读的历史，现在，许

多建筑被改造成博物馆、咖啡馆、

艺 术 餐 厅 ，沉 浸 其 中 ，别 有 一 番

风味。

鳞 次 栉 比 的 文 艺 小 店 各 有 其

美，有的在门口摆出了粉色花朵装

饰的秋千，有的挂满了流苏飘飘的

许愿风铃，有的在墙壁、窗棂涂满

彩绘……漫步街头，随处是风景，

游人也在景中。

走进建筑与美邂逅

若只是走马观花，还不足以领

略昙华林的美。步入一栋建筑、迈

进一家小店，常常能带给人惊喜。

2021 年 5 月 1 日 起 ，武 汉 昙 华

林 亼 美 术 馆 开 馆 ，首 展 便 一 炮 而

红 ，这 次 美 术 展 集 中 展 出 了 21 位

中 外 知 名 艺 术 家 的 美 术 作 品 ，体

现 了 昙 华 林 融 汇 中 西 的 文 化 特

色 。 武 汉 最 早 的 体 育 馆 、建 于

1921 年 的 翟 雅 阁更是凸显了中西

合璧的建筑风格。中式的重檐屋

顶、江南水乡的窗棂造型与西式钢

木 混 合 结 构 巧 妙 融 合 在 一 起 。

2017 年 11 月 ，武 汉 正 式 入 选 联 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 意 城 市 网 络

“ 设 计 之 都 ”，作 为 武 汉 设 计 之 都

的“ 客 厅 ”，翟 雅 阁 举 行 了 众 多 高

水 平 设 计 展 和 美 术 展 ，彰 显 着 武

汉的艺术气质。

风 格 各 异 、充 满 个 性 的 小 店 ，

也别有一番风味。晨曦艺术馆建

在一处民居内，穿过绿植滴翠的小

院，来到古色古香的大堂，缕缕茶

香 中 ，一 副 楹 联 道 出 了 此 处 的 意

蕴：“半山半水半书画，一酒一茶一

人生”。雕花门板背后，满墙的博

古架上，分类展示着各类茶具和瓷

器。艺术馆门口，一家以红色、粉

色为主色调的“小昙昙邮局”吸引

了人们的目光，一个圆润可爱的卡

通人物站在门口“迎客”，让人瞬间

进入轻松唯美的氛围中。邮局中，

以昙华林著名建筑为原型的手绘

明信片颇受游客欢迎，现场写好便

可以直接寄给亲朋好友。

置身展厅感受艺术

农 民 赶 着 耕 牛 ，勤 劳 地 执 犁

扬鞭；唱双簧的艺人，一个头顶小

辫 坐 在 椅 上 ，一 个 悄 悄 蹲 在 椅 背

后；冷饮摊前，小朋友开心地张大

嘴巴；铁匠铺前，匠人努力地抡起

铁 锤 …… 武 昌 昙 华 林 艺 术 创 作 基

地里，“中华三百六十行”雕塑展常

年开放，游客们一进来便自觉安静

下来，轻声慢步地欣赏。“看了长见

识，而且每个人物的动作、表情都

很精细，值得细看。”江汉大学学生

王晨阳说。

“三 百 六 十 行 ”组 雕 群 是 湖 北

省美术院三汉雕塑工作室的代表

作之一，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北省

美术院著名雕塑家李三汉的工作

室就设在楼下。“我们 2010 年就落

户在这里了，看中的就是昙华林的

艺术氛围。”李三汉说。

昙 华 林 是 艺 术 家 的 一 处 聚 集

地 。 全 国 8 所 美 术 学 院 之 一 的 湖

北 美 术 学 院 老 校 区 便 位 于 昙 华

林。 2015 年，学校在此开设了“昙

华林艺术区”，将 80 多间教室改成

了 教 师 工 作 室 ，该 校 许 多 艺 术 家

在 此 潜 心 创 作 。“ 退 休 以 后 ，我 的

主要创作基地就是这里。”湖北美

院 教 授 、山 水 画 家 秦 岭 说 。“ 这 里

的环境容易激发灵感。”湖北美院

副教授、画家朱国栋说。

艺 术 家 们 不 仅 通 过 创 作 为 昙

华林提供源源不断的美术展览，也

直接为昙华林的艺术升级出谋划

策。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

区大门对面，一栋老房子的整面墙

变身为色彩绚烂的“昙华猫”群像

图，十分引人注目。这幅涂鸦由湖

北美院副教授詹旭军带领团队精

心设计而成。“许多文化区域都有

自己的代言动物形象。昙华林里

穿梭着许多猫，也有一些以猫为原

型的雕塑，我们所做的是将‘昙华

猫’的形象进一步凸显出来。”詹旭

军说。

既 有 专 业 展 览 ，又 有 街 头 涂

鸦 ，昙 华 林 的 艺 术 ，既 高 雅 ，又 亲

民。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创意团

队 入 驻 昙 华 林 ，将 武 汉 的 城 市 景

观、昙华林的建筑艺术变成书画、

贺卡、瓷器、雨伞，让喜爱这里的人

们将艺术之美带回家。

品味老建筑、欣赏美术展，湖北武汉有个文艺范的历史文化街区

在昙华林，与艺术比邻
本报记者 田豆豆

右图：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

一景。 何小白摄

中国舞、中国民乐在国内外掀

起热潮，京剧、昆曲等戏曲在线上线

下形成现象级传播，国风潮、非遗热

持续升温……近年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优秀文

艺作品层出不穷。在此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80 后、90
后 乃 至 00 后 年 轻 人 ，他 们 眼 界 开

阔、创造力强，自信昂扬地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共同让古老文明绽放耀眼

的时代光芒。

声 声 呼 麦 ，悠 远 辽 阔 ，技 惊 四

座，在国际舞台亦“圈粉”无数；曲曲

民乐，百转千回，启发创作巧思，频

频惊艳观众……近日，在一档名为

《百川高校声》的节目里，来自四川

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高校的

青年学子，展现了青年对音乐的热

爱，不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自觉传承和自信弘扬受到观众瞩

目，一些原创的表达形式和文艺作

品让人耳目一新。

“一曲越千年，真善美永流传”

“感动！我们在这首歌里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有传

统文化的韵味，又不乏对当下生活的把握，这样的作品接上

了地气、注入了生气，赢得不少观众的喜爱；“有趣的歌，有

意思的人生”“活泼的歌词，跳跃的音符，让人拥有满满的动

力”——有青春朝气、生活韵味的歌唱，色彩斑斓，充满趣味

……尽管高校学子的作品还略显稚嫩，但他们创新的勇气、

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还是让许多人受到

触动。

一名大学生讲述，因为在国外很少能听到中国民乐的

声音，他决定投身民乐的推广传播和创新表达。其实，这样

的故事很多，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也不乏类似的传统文化

推广者，他们在各个国家起舞、歌唱，展现满满的精气神。

有人评论，传统文化很美也很高级，完全有自信走上国际舞

台；有人留言，传统文化蕴藏着文艺创新的宝藏，形式美、内

涵美，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也 有 人 说 ，“ 我 们 一 起 拿 出 十 八 般 武 艺 ，去 传 播 中 华 文

化”……中华文化的名片来自每一个中国人，很高兴地看

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正书写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乐章，讲

述着更多创新创造的故事。

古今中外，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往往来自厚积薄发。

年轻人在秉持朝气、锐气的同时，要不怕失败、不断琢磨，肯

积累、能沉淀。创作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希望更多青年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把艺术创造力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把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

合起来，持续增添艺术感染力；把握时代脉搏，在火热的生

活中汲取灵感，书写奋斗志、歌颂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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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本报杭州 4月 16日电 （记者顾春）为创新实施中华经典诵

读工程，落实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助力深化全民阅读，近

日，“典耀中华”阅读大会暨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启动仪

式在浙江省金华市举办。

近年来，随着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深入实施，社会大众读经

典的氛围更加浓厚。据介绍，本次阅读大会组织了 4 场主题对

话，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民阅读”“数智时代与全媒体阅读”

“书香校园与青少年阅读”“文化自信自强与经典阅读”等主题，

探讨融汇传统经典、红色经典、当代经典的阅读，促进文明互

鉴、阅读推广。南开大学持续推动阅读教育，大力营造读书氛

围，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办好“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

大赛，始终致力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典耀中华”阅读大会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指导，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南开大学）、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执委

会（语文出版社）联合浙江省教育厅、金华市政府主办。

“典耀中华”阅读大会启动

本报济宁 4月 16日电 （记者肖家鑫）借阅区、阅读区、

书画展示区、非遗展示区……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位于

金山公园的金山阁城市书房受到群众欢迎。金山阁城市书

房是金乡县打造的新型阅读空间，馆藏图书近万册。近年

来，金乡县构建了线上线下同步、覆盖城市乡村的公共阅读

服务体系。截至目前，金乡县已完成 430 个村农家书屋提

档升级和图书补充更新，每个行政村农家书屋藏书不低于

1500 册。

山东金乡建设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近日，“琼州家宴 千年文俗”琼韵之夜长桌宴在海南海口

骑楼老街开启，近千名市民游客齐聚老街，感受一场集视、听、味

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康登淋摄（影像中国）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本报贵阳 4月 16日电 （记者陈隽逸）第十五届贵州茶

产业博览会近日在遵义市湄潭县举行。

本届茶博会以“干净黔茶·全球共享”为主题，共设置了

全国双手采茶比赛、全民冲泡大赛、“寻茶问道”精品短视频

大赛等多项活动。本届茶博会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

实现线上线下宣传联动。同时，本届茶博会更突出市场化，

邀请国内相关采购商、企业共同探讨茶产业延链补链话题，

推动新茶饮产业、出口茶和其他业态的发展。

本届茶博会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遵义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

贵州举行茶产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