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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室育蚕房里，游客们近距离观察“熟

蚕上山”吐丝全过程；在大街小巷的丝绸商行

里，各种丝绸制品琳琅满目……江苏省苏州

市吴江区是闻名遐迩的丝绸重镇，“中国蚕丝

之乡”震泽镇、“四大绸都”之一盛泽镇都位

于此。

行走吴江，听蚕语、品丝韵。在河港纵横

的乡村，徜徉于葱茏苍翠的千亩桑田之间；在

车水马龙的城区，一场场丝绸时尚秀轮番登

场……

一根蚕丝，百转千回，吴江的丝绸文化源

远流长、熠熠生辉。历经千年洗礼，不仅“一

片桑叶”“一根蚕丝”依然融入在人们的日常

生 活 ，古 老 的 丝 绸 产 业 也 走 出 了 一 条 蝶 变

之路。

传承与发展

蚕桑文化铺展美丽画卷

早上 5 点，天还没亮，69 岁的震泽镇三扇

村老蚕农周银妹就出门了，每天她都要去地

里看看自己的桑树。

周银妹年轻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村

里到处是桑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传统养

蚕业式微，只有少数像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还在坚守。

进入新时代，吴江这座丝绸重镇，通过政

策保障、要素集聚、品牌打造等方式，推动丝

绸产业高质量发展。2015 年和 2016 年，吴江

区先后出台《吴江区蚕桑生态补偿办法》《吴

江区蚕桑生态补偿考核办法》。

集约化养蚕成效日显。在平望镇庙头村

的华佳现代蚕桑综合示范基地里，木质方格

蔟、轨道给桑机、自动上蔟升降设备等有序运

转，得益于集自动给桑、撒粉和环境控制于一

体的智能化集成养殖系统，养蚕更“智慧”。

立足“一根丝”，传统丝绸产业在传承中

不断发展。“对我们而言，丝绸不仅是一种记

忆，更是一种情结。”震泽蚕丝同业公会会长、

苏州辑里丝绸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文超说，他

祖上几代都栽桑养蚕。朱文超大学毕业后，

回来创办了公司，带领技术团队克服了蚕丝

板结、移位、收缩等问题。如今，公司产品远

销日本、加拿大等地，广受欢迎。

越来越多像朱文超这样的从业者投身进

来。如今，仅震泽就集聚了 200 多家丝绸企

业，光是蚕丝被，一年就能卖 300 多万条。

一根丝、一片叶，背后是千年蚕桑文化。

在吴江，不仅丝绸产业有了“升级版”，蚕桑文

化也有了全新打开方式。

从震泽古镇出发，一路往北，穿过波光潋

滟、飞鸟翔集的长漾，约莫十几分钟车程，就

到 了 有 名 的“ 蚕 桑 之 村 ”—— 七 都 镇 开 弦

弓村。

80 多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开弦

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调查，写下名作《江村经

济》。彼时，开弦弓村是“中国蚕丝业的中心

之一”。

80 多年后的今天，走进村中，成排桑树

郁郁葱葱，一幅桑茂、蚕盛、鱼旺的桑基鱼塘

美景尽收眼底。“桑基鱼塘是一个生态循环系

统，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

塘、塘泥壅桑，桑、蚕、鱼、泥环环相扣。”桑基

鱼塘投资人刘瑛说。

今年 61 岁的刘瑛是七都镇人，十几岁就

进入国营缫丝厂工作。2003 年开始创业，如

今，她的丝绸企业年产值近亿元。

小时候，刘瑛经常来开弦弓村玩，那时，

村里到处是连片桑田和稻田，挑着桑叶的蚕

农来来往往。随着养蚕的人变少，“蚕桑之

村”渐失韵味。

为了留住蚕桑文化，当地政府和刘瑛共

同投资，在开弦弓村建起了占地面积达 500
亩的生态农业景观项目“山水桑田”。行走其

中，一步一景，水、田、桑交相呼应，再现过去

蚕农劳作的场景。

不仅是开弦弓村，在吴江各地，以丝绸为

主题的“生产、生活、生态”的美丽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乡愁与时尚

根根蚕丝织就缤纷生活

悠 悠 蚕 桑 ，淡 淡 乡 愁 。 一 根 蚕 丝 不 仅

“织 ”出 了 致 富 路 ，也 联 结 着 吴 江 人 的 日 常

生活。

68 岁的周勤娥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一

名技术娴熟的养蚕“老师傅”。从年幼时起，

她的生活便与“一根丝”交织在一起。

周勤娥回忆，她年轻时，女孩子最好的嫁

妆就是蚕丝被。出嫁前，为了给周勤娥拉一

床蚕丝被，家里好几年才攒够蚕茧。

“蚕茧凑够了，制作过程也不简单，每一

个环节都很讲究。”周勤娥说，她跟在母亲后

面，边看边学，煮茧、除蚕蛹、晾晒、制作棉

兜 ……做完这些后，再支起桌子，一家人围

在一起拉蚕丝被。

时光飞逝，如今在吴江，家家户户养蚕、

拉蚕丝被的岁月早已远去，但是，人们的生活

依然与“一根丝”紧密相连。

2017 年，退休后的周勤娥来到太湖雪蚕

桑文化园，成了一名蚕桑文化推广使者，每天

一早，她就要进入蚕房，添加桑叶，监测温度、

湿度，观察蚕宝宝的生长状况……做完这些，

周勤娥又化身为一名“讲师”，给前来研学的

孩子们上“蚕桑课”，课程包含育蚕、茧艺、桑

皮造纸、蚕茧作画等。“和孩子们一起，在机杼

飞梭、‘抽丝剥茧’中感受传统蚕桑文化的魅

力，很有成就感。”周勤娥说。

在吴江，丝绸文化不仅是阳春白雪，也是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

“ 过 去 ，丝 绸 在 年 轻 人 心 里 是 古 老 的 、

传 统 的 、有 距 离 感 的 。”太 湖 雪 丝 绸 股 份 有

限公司设计总监孙宝玉说，但如今，古老的

丝 绸 在 心 灵 手 巧 的 吴 江 人 手 中 ，被 玩 出 了

“新风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吴江老城区的

盛家厍热闹起来。漫步其中，亭台楼阁、水榭

曲廊，仿佛置身江南园林。这里是吴江传播

丝绸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一大批吴江丝绸

品牌在此入驻。

家住盛家厍附近的 80 后倪静，茶余饭后

经常会来这里逛逛。作为一名吴江人，她对

丝绸文化情有独钟，身上穿的是真丝旗袍，床

上盖的是蚕丝被，车里的挂件是丝绸文创产

品，头上戴的是丝绸发圈。倪静对丝绸文化

也钟爱有加，采桑果、品桑茶，沉浸式体验养

蚕生活，观看煮茧、抽丝、剥茧等技艺……倪

静的生活，处处有丝绸。

近年来，震泽丝绸文化风情小镇、吴江丝

绸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一系列丝绸新地标拔地

而起，“蚕花节”“丝绸文化旅游节”“蚕丝文化

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也在火热开展。怀抱

华美的丝绸，感受诗意的生活，如今的吴江，

丝绸文化正在人们的生活中鲜活生长。

坚守与创新

传统产业迎来全新生长

从吴江城区出发，一路向南，大约 40 分

钟车程，就来到了吴江另一个丝绸重镇——

盛泽。

今年 78 岁的文史专家沈莹宝从小在盛

泽长大，是一名“盛泽通”，也是当地的纺织

“活百科”。“我们盛泽人是听着织机声长大

的，天生带着丝绸基因。”沈莹宝说。

沈莹宝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泽丝

织业处于鼎盛时期，新生、新华、新联、新民

“四新”丝织厂辉煌一时，其产值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达到全吴江的一半。

要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就得从创新上

做文章。

从盛泽的一家缫丝厂成长为国内丝绸行

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有着 50 多年发展史的老牌丝绸

企业，其生产的 6A 级以上的“迎春花”牌白厂

丝以及有机白厂丝畅销国际奢侈品牌市场，

成为部分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地区的唯一指

定供应商。不仅如此，2022 年，全国高端丝

近 60%的出口份额都来自华佳丝绸。

华佳的“一根丝”何以风靡全球时尚圈？

“我们走的是科技创新之路，品牌高端之路。”

董事长俞金键说。建设种桑基地，从一片桑

叶、一粒茧，到一根丝，华佳从源头保证真丝

高品质；紧跟科技前沿，华佳自主研发的白厂

丝凝聚 9 项发明专利，每根丝可达 1500 米长，

可实现电子检测下 10 万米无疵点。

吴江丝绸行业，在国际时尚舞台上大放

异彩的并不少见。出了华佳丝绸大门，沿着

北环路一路往东，数公里开外，一座古色古香

的宋锦文化园藏于绿荫间。步入其中，旗袍、

围巾、箱包、披肩等各种由宋锦制作而成的产

品琳琅满目。

吴江鼎盛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华

说，宋锦以经线和纬线同时显花为主要特征，

构图纤巧秀美，色彩古朴典雅，素有“寸锦寸

金”之说。然而，由于成本昂贵，宋锦一度濒

临失传。

2009 年，吴建华收购濒临倒闭的东吴丝

绸厂，计划“复活”宋锦。然而，宋锦织造过程

极复杂，对设备有极高的要求。

经过连续几年的集中攻关，吴建华和团

队找到了手工艺与机器生产的平衡点，并成

功研制了符合传统宋锦织造工艺和各项技术

参数的电子提花机，极大地提高了宋锦的生

产效率。

“不仅要让宋锦重生，更要发扬光大，让

其走出小镇，走向世界。”吴建华说，公司每个

季度都会推出近百款新产品。在面料运用方

面，鼎盛丝绸也进行大胆创新，通过图案的接

合，将宋锦与羊绒、羊毛等纱线无缝拼接。通

过持续创新，“非遗”宋锦从压箱底的“老货”

成为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时尚新品。

深耕传统领域，多年来，吴江以天然蚕丝

为原点，不断延伸产业链、拓展新赛道，打造

了“一根丝到一个品牌”的完整纺织产业链。

如今的“一根丝”，早已不仅是“一根丝”。

吴江，已成为目前全球纺织业集聚度最

高的地区之一。仅在盛泽一地，就诞生了恒

力、盛虹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

在创新中领跑，在探索中求变，吴江不断

做大做强丝绸纺织业，2022 年，吴江丝绸纺

织业实现产值 1070 亿元。如今的吴江，古老

而美丽的丝绸产业早已“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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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视频直播、近 1.2 亿人次观看、近 80 亿次短视频话题

量……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型村歌竞演

活动——“乡村超级碗”，凭借其“非遗文化+流行文化”的独

特表现形式，引发线上线下观众的关注与共鸣。

“演的是乡亲，说的是乡音，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情！”一

名网友评论，道出了这场村歌大赛走红的原因。

一曲曲村歌，让田间地头的农民拿起话筒，也让散落在山

川湖海的歌曲唱响舞台。侗族大歌气势恢宏、苗族飞歌高亢

嘹亮、游方对唱细腻悠扬……来自十里八村的歌手，不仅以独

特的嗓音，演唱了《敬酒歌》《吹木叶趁木叶青》等风格迥异的

侗语苗语歌曲，更改编演唱了《最炫民族风》《达坂城的姑娘》

等歌曲。在一派热烈喜庆的气氛中，一首首带着乡音的歌，唱

出了老百姓的精气神，更唱出了当地村民对这片土地浓浓的

乡情。

一 根 根 网 线 ，让 苗 乡 侗 寨 的 地 方 民 俗 走 进 大 众 视 野 ，

也 激 发 了 非 遗 文 化 创 新 创 造 的 活 力 。 在 过 去 ，芦 笙 舞 、非

遗 服 饰 等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藏 在 大 山 深 处 。 而 如 今 ，通 过 互

联 网 ，牛 腿 琴 、芦 笙 等 特 色 乐 器 在 耳 边 响 起 ，色 彩 鲜 艳 的

民 族 服 饰 在 眼 前 呈 现 ，无 数 网 友 得 以 领 略 景 美 、人 美 、文

化 美 的 侗 寨 。 不 仅 如 此 ，除 了 3 场 线 下 村 歌 竞 演 ，短 视 频

平 台 快 手 还 发 起“ 村 碗 挑 战 赛 ”“ 村 碗 线 上 直 播 赛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深 度 联 动 的 形 式 ，挖 掘 更 多 具 有 民 俗 风 情 的 特

色乡村表演。

一张张笑脸，更让人看到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可能。村歌

竞演，传承自民间文化形式。而竞演中民族歌曲和流行歌曲

交相呼应的形式，则让传统更“流行”。依托“老技艺”开辟“新

赛道”，转化“老传统”激活“新动力”。不管是在舞台上竞演的

村民，还是参加表演的快手特色达人，他们呈现的都是黔东南

古朴浓郁的乡土风情、悠久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动展现了新时

代农村的美好图景。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乡村发展内生动

力 的 重 要 源 泉 。 一 支 支 短 视 频 ，一 场 场 直 播 ，一 个 个 大 舞

台，将无形的民俗文化和有形的田园村庄连接在一起，进行

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期待在大地之上、山川

之间，响起更多嘹亮的村歌，将古老非遗的文化魅力传播得

更广、更远。

“非遗+流行”

村歌更嘹亮
唐 晨

一支支短视频，一场场直播，一个个大
舞台，将无形的民俗文化和有形的田园村
庄连接在一起，进行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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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刘阳）14 日，全国电影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影标委会”）成立大会暨一届一

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家电影局主办，中国电影

科学技术研究所承办。

电影标委会的成立落实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十

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电影

标准化事业翻开了崭新篇章，对推动我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

展，促进电影事业持续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届电影标委会由 48 名委员组成，国家电影局常务副

局长毛羽任主任委员，国家电影局负责电影标委会日常管理

和业务指导。电影标委会主要负责电影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

工作，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电影技术委员会工作领域相对应。

全国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本报深圳 11月 14日电 （记者虞金星）由深圳市宣传文

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大湾区城市写作计划”系列活动

日前在广东深圳举行。写作计划致力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原创力，加强文学评论力量，助力大湾区文学经典化进程。

系列活动包括启动仪式、深圳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聘任

仪式、导师文学课、城市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论坛等。来自全

国各高校、学术期刊、文学期刊、研究机构的学者、作家、编辑

等 60 余人就大湾区城市写作与研究展开探讨。

作为写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文学记忆·手稿文

献展”同期举行。展览展出深圳文学领域的作家手稿、文献史

料、笔记书信等，陈列众多作家版本著作和重要杂志创刊号，

为城市储藏珍贵的文学记忆。

“大湾区城市写作计划”启动

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施芳）13 日至 14 日，2023
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暨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在京

举办。

活动以“传承运河文化 赋能美好生活”为主题，由北京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杭州市

人民政府、中国新闻社、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五

方合作机制”共同主办。

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大运河北京段文博领域建设成果，

展示了 2020 年至 2023 年大运河考古、文物保护、环境整治改

善、世界文化遗产检测、文化高质量供给等方面取得的新突破

和新进展。

活动还发布了《中国大运河生活图鉴》，该图鉴由“五方合

作机制”联合推出，是国内首本以生活方式呈现的中国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成果的图鉴，通过八大板块、128 个单项串联起京

杭大运河沿线 20 座城市的美食美景、风物精华。

2023京杭对话暨运河文化节开幕本版责编：杨 暄 曹雪盟 陈世涵

图①：车间内，工人在进行机械缫丝。

震泽镇党政办供图

图②：宋锦文化园内的古木织机。

鼎盛丝绸供图

图③：丝绸车间内，工人在拉蚕丝被。

震泽镇党政办供图

图④：太湖雪蚕桑文化园俯瞰。

太湖雪蚕桑文化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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