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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节气过了十来天，渐渐有了春来的

痕迹，浙江丽水市松阳县西坑村在山雾中若

隐若现。松阳最早的春茶“乌牛早”已经进

入了采摘的季节，待到清明前，西坑村村民

又要开始采摘种植的白茶。

春夏秋冬，四时有序。松阳作为传统农

耕大县，许多生产生活习俗遵照节气变化，

千百年来延续至今。西坑村里坐落着一座

乡村博物馆—松阳气象·二十四节气馆，

通过模型、图解、实物等详细介绍了当地的

节气变化，和与此相关的民俗文化。

乡 村 博 物 馆 是 记 录 乡 村 沿 革 、在 地 文

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正逐渐成为浙江

省地标性的乡村文化窗口和文化品牌。近

年来，国家文物局选取浙江、吉林、山东 3 省

开展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工作，将乡村博物

馆纳入行业指导范畴，做好孵化培育，为全

国乡村博物馆建设提供借鉴。2021 年 9 月，

浙江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建设 1000 家乡村

博物馆。如今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正在乡

村田间悄然延伸，让乡土文化浸润人心。

一方特色一方特色，，讲述讲述着着
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故事的故事

紫荆村的清晨紫荆村的清晨，，竹林里鸟鸣声声竹林里鸟鸣声声。。杭州杭州

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素有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素有““中国竹笛之乡中国竹笛之乡””的的

美誉美誉，，辖内紫荆村坐拥辖内紫荆村坐拥 60006000 亩苦竹林亩苦竹林，，翠如翠如

碧海碧海。。

20202020 年底年底，，中泰街道和紫荆村将以前的中泰街道和紫荆村将以前的

竹器厂改造成以笛文化为主题的乡村博物竹器厂改造成以笛文化为主题的乡村博物

馆馆。。从空中向下望去从空中向下望去，，博物馆就如同镶嵌在博物馆就如同镶嵌在

村居竹林间的一个音符村居竹林间的一个音符。。

““这里的烤炉这里的烤炉、、老式打孔机老式打孔机、、刻刀还有部刻刀还有部

分竹笛分竹笛，，都由村里的制笛工匠自发捐赠都由村里的制笛工匠自发捐赠。”。”副副

馆长朱丹介绍馆长朱丹介绍，，这间博物馆不仅展示着村民这间博物馆不仅展示着村民

曾经的生活印记曾经的生活印记，，还给了独特的笛文化一个还给了独特的笛文化一个

展示空间展示空间。。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随着农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

日益增长日益增长，，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在农村地区不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在农村地区不

断涌现断涌现。。目前目前，，浙江全省累计建成乡村博物浙江全省累计建成乡村博物

馆馆 692692 家家，，中泰竹笛展示馆这样精致的展示中泰竹笛展示馆这样精致的展示

馆只是其中之一馆只是其中之一。。成百上千家乡村博物馆成百上千家乡村博物馆，，

如何各美其美如何各美其美？？

““乡村博物馆不追求乡村博物馆不追求‘‘高大上高大上’，’，要足够要足够

‘‘接地气接地气’；’；不一味求新不一味求新、、求洋求洋、、求大求大，，应崇尚应崇尚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各具特色。”。”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

海闵表示海闵表示，“，“乡村是孕育和传承中华优秀传乡村是孕育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沃土统文化的沃土，，是丰厚的传统民俗文化让一是丰厚的传统民俗文化让一

个个距离相近个个距离相近、、景致相像的美丽乡村有了鲜景致相像的美丽乡村有了鲜

明的特色明的特色。”。”

陆羽在陆羽在《《茶经茶经》》中记载中记载：“：“茶茶，，越州上越州上；；碗碗，，

越州上越州上。”。”位于绍兴东南的日铸岭位于绍兴东南的日铸岭，，气候温暖气候温暖

湿润湿润，，自古便是越茶重要产地自古便是越茶重要产地。。

日铸岭下日铸岭下，，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新平阳村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新平阳村

的越茶博物馆里的越茶博物馆里，，生动的展厅设计令人眼前一生动的展厅设计令人眼前一

亮亮。。馆内收藏了茶经馆内收藏了茶经、、茶器等展品茶器等展品 300300 多件多件，，

填补了绍兴市没有综合性茶叶博物馆的空白填补了绍兴市没有综合性茶叶博物馆的空白。。

展柜里一片清末装平水珠茶的木箱残展柜里一片清末装平水珠茶的木箱残

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片残片已有这片残片已有 100100 多多

年的历史年的历史，，捐赠人是平水镇王化村村民宋汉捐赠人是平水镇王化村村民宋汉

圭圭，，瑞泰茶栈的第五代后人瑞泰茶栈的第五代后人。。

茶栈始于清道光年间茶栈始于清道光年间，，是集茶叶收购是集茶叶收购、、

精制精制、、销售于一体的经营组织销售于一体的经营组织，，大都设于平大都设于平

水镇及邻近茶区水镇及邻近茶区。。数百年来数百年来，，许许多多像宋许许多多像宋

家一样的村民家一样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从事茶叶生产在这片土地上从事茶叶生产

贸易贸易，，代代传承代代传承。。如今如今，，宋汉圭一家依然生宋汉圭一家依然生

活在瑞泰茶栈的老房子里活在瑞泰茶栈的老房子里，，接待八方来客接待八方来客，，

讲解茶文化的历史讲解茶文化的历史。。

在越茶博物馆里在越茶博物馆里，，展陈还原了当年瑞泰展陈还原了当年瑞泰

茶栈的门头茶栈的门头。。在这里在这里，，不仅看得见绍兴种茶不仅看得见绍兴种茶

的辉煌历史的辉煌历史，，也有越地的相关茶俗展示也有越地的相关茶俗展示，，以以

及文人雅士品茗论道的图文场景及文人雅士品茗论道的图文场景，，俨然一个俨然一个

越茶文化展示窗口和交流体验平台越茶文化展示窗口和交流体验平台。。

““越茶博物馆展现了地域优秀的传统文越茶博物馆展现了地域优秀的传统文

化化，，同时又将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具象化表同时又将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具象化表

达达。”。”博物馆负责人宋晓说博物馆负责人宋晓说，“，“中国素有礼仪中国素有礼仪

之邦之称之邦之称，，沏茶沏茶、、赏茶赏茶、、敬茶敬茶、、品茶等习惯都品茶等习惯都

是一种礼节现象。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周

末来我们这里品茗、学习茶文化，让我们的

博物馆成为既带着‘乡土味’又彰显优秀传

统文化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

2022 年 3 月出台的《浙江省乡村博物馆

建设指南（试行）》提出：乡村博物馆是位于

乡村范围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收

藏和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

化及乡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

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博物馆功能的文化

场馆。

这 些 乡 村 文 化 窗 口 ，有 的 展 现 民 族 文

化，如温州市泰顺县司前畲族镇畲族文化展

示馆里，400 多件服饰、生产生活用具、工艺

品等，呈现了畲族的生活习俗、发展历程；有

的着眼非遗保护，如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善

琏湖笔非遗活态传承馆，真实再现湖笔制作

技艺在笔都善琏发展壮大的历史；有的钩沉

名人史迹，如马寅初故居陈列馆、朱熹家风

博物馆等，各具特色、别有韵味。

一段民俗一段民俗，，流传着流传着
原汁原味的乡愁原汁原味的乡愁

喜牌开道喜牌开道，，锣鼓喧天锣鼓喧天，，新郎骑马新郎骑马、、新娘坐新娘坐

轿轿，，吹吹打打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好不热闹。。在湖州市长兴县在湖州市长兴县

小浦镇方岩村的岕里婚庆博物馆小浦镇方岩村的岕里婚庆博物馆，，一场沉浸一场沉浸

式的岕里婚庆民俗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围式的岕里婚庆民俗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围

观观。“。“撑门撑门、、抢喝合梅酒和吉祥茶……这些婚抢喝合梅酒和吉祥茶……这些婚

俗仪式以前听老一辈说过俗仪式以前听老一辈说过，，今天终于看到现今天终于看到现

场版场版，，真是热闹喜庆真是热闹喜庆。”。”游客于红说游客于红说。。

许美英是岕里婚庆民俗文化的第五代许美英是岕里婚庆民俗文化的第五代

传人传人，，她说她说，，岕里婚庆最能体现当地的风土岕里婚庆最能体现当地的风土

人情人情：“：“结婚用的物品大多就地取材结婚用的物品大多就地取材，，自己制自己制

作作，，折射出岕里人的勤劳节俭折射出岕里人的勤劳节俭。。尊老爱幼尊老爱幼、、

热情友善热情友善、、重情义等品质在婚庆过程中得到重情义等品质在婚庆过程中得到

完美体现完美体现。”。”

岕里婚庆诞生于明末清初岕里婚庆诞生于明末清初，，随着西式婚随着西式婚

礼的兴起礼的兴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是我们这是我们

的传统习俗的传统习俗，，既热闹既热闹，，又有意义又有意义，，作为岕里作为岕里

人人，，要带头要带头。”。”在许美英的倡议下在许美英的倡议下，，外甥举办外甥举办

了一场热闹的中式婚礼了一场热闹的中式婚礼，，引来许多人观看引来许多人观看。。

在这之后在这之后，，陆陆续续有年轻人联系许美英陆陆续续有年轻人联系许美英，，

体验传统婚庆体验传统婚庆。。

岕里婚庆博物馆馆长卢凯介绍岕里婚庆博物馆馆长卢凯介绍，，由百年由百年

老宅修复打造的岕里婚庆博物馆老宅修复打造的岕里婚庆博物馆，，分为馆外分为馆外

体验场和馆内陈展厅两部分体验场和馆内陈展厅两部分，，馆内馆内 200200 余件余件

婚礼用品婚礼用品、、婚房设施等充满时代印记的老物婚房设施等充满时代印记的老物

件一半都来自当地村民自愿无偿捐赠件一半都来自当地村民自愿无偿捐赠。。

““乡村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乡村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

更是一座宝贵的精神家园更是一座宝贵的精神家园，，走进这里走进这里，，就如就如

同搭乘一列时空列车同搭乘一列时空列车，，可以窥见百年时光中可以窥见百年时光中

岕里婚俗满满的仪式感岕里婚俗满满的仪式感。”。”谈及打造婚庆博谈及打造婚庆博

物馆的意义物馆的意义，，卢凯感慨道卢凯感慨道，“，“20222022 年场馆经提年场馆经提

升后重新对外开放升后重新对外开放，，年参观人次超年参观人次超 55 万万，，喜俗喜俗

在一代代人中传承在一代代人中传承，，也让乡村记忆更具象也让乡村记忆更具象、、

乡愁乡情更鲜明乡愁乡情更鲜明、、文化根脉更具特色文化根脉更具特色。”。”

百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十里不同俗。。不同的村庄不同的村庄

记录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记录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乡而乡

村博物馆村博物馆，，通过保存通过保存、、展示展示、、传承传承，，记录着一记录着一

代代人的生活轨迹代代人的生活轨迹，，留下原汁原味乡愁气留下原汁原味乡愁气

息息。。也也让生活于此的村民，能够在饭后茶余

走进博物馆，真正去了解脚下这片土地。

雪菜肉丝年糕汤、荠菜冬笋炒年糕、白

蟹炒年糕……都是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家

家户户餐桌上的常见菜。火炉上的年糕、里

巷中喷香的爆年糕片，更是慈城人满满的童

年记忆。

走进慈城年糕博物馆，选料、浸米、磨粉

……年糕生产已经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一层

是年糕的实体生产车间，但每个生产步骤

外，都有文字介绍相对应的古法手工年糕制

作技艺。

步入二层，伴随着潺潺的水车之音，慈

城年糕数百年的历史徐徐展开。“年糕因为

谐音‘年年高’和有‘高中’的吉祥寓意，在以

孝亲为重和状元辈出的慈城里，逐渐成为当

地非常重要的一道美食。”在一幅刻有如意、

寿星等图案的年糕糕版前，博物馆讲解员袁

明文把这段历史娓娓道来。

博 物 馆 还 特 设 了 体 验 互 动 区 ，每 周 都

有中小学生来此体验“打年糕”。馆长许福

军 说 ：“ 孩 子 们 在 一 锤 一 锤 舂 年 糕 的 过 程

中，记住了年糕的来之不易。希望通过博

物馆让更多慈城本地人了解这道常见食物

背后承载的文化，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也

能看到工匠技艺的民族表达和国家历史的

微观呈现。”

““通过建设乡村博物馆通过建设乡村博物馆，，让广大人民群让广大人民群

众以物寻根众以物寻根，，感受了时代变迁感受了时代变迁，，找到了儿找到了儿

时记忆时记忆，，增进了文化自信增进了文化自信。。又通过把又通过把

散落在田间地头散落在田间地头、、农户乡舍的特色农户乡舍的特色

藏品有序汇聚起来藏品有序汇聚起来、、展示出来展示出来，，

让面临消失危机的乡村文化让面临消失危机的乡村文化

瑰宝留存下来瑰宝留存下来，，达到了让达到了让

文化根脉显得出文化根脉显得出、、看得看得

见见、、活得好的明显成活得好的明显成

效效。”。”浙江省文物浙江省文物

局 博 物 馆 与局 博 物 馆 与

社 会 文 物 处社 会 文 物 处

处长许常丰说处长许常丰说。。

一座村庄一座村庄，，蕴含着蕴含着
以文兴业的活力以文兴业的活力

傍晚时分，灯影绰绰，温州市永嘉县岩

头镇芙蓉村依然游人如织。漫步村中，芙蓉

池的水面成了画布，一座座古建倒映画中，

如梦似幻。

芙蓉宋瓷博物馆芙蓉宋瓷博物馆、、芙蓉瓯瓷博物馆芙蓉瓯瓷博物馆、、芙芙

蓉摄影器材博物馆蓉摄影器材博物馆、、芙蓉民俗博物馆芙蓉民俗博物馆、、芙蓉芙蓉

石雕博物馆石雕博物馆 55 家乡村博物馆错落分布在村庄家乡村博物馆错落分布在村庄

里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永嘉芙蓉古村博物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永嘉芙蓉古村博物馆

群群，，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同时同时，，芙蓉村定芙蓉村定

期与萨克斯期与萨克斯、、小提琴等音乐团队合作小提琴等音乐团队合作，，打造打造

乡村演艺中心乡村演艺中心，，让古村焕发生机让古村焕发生机，，点亮芙蓉点亮芙蓉

村乃至岩头镇的夜经济村乃至岩头镇的夜经济。。

““建设乡村博物馆不是单纯地汇聚建设乡村博物馆不是单纯地汇聚、、展示展示

乡土文化乡土文化，，而要以创新而要以创新、、整合的思维发掘乡土整合的思维发掘乡土

文化文化。”。”芙蓉村博物馆群负责人表示芙蓉村博物馆群负责人表示，，要将其要将其

融入村民生活和乡村发展之中融入村民生活和乡村发展之中，让村民获得

文化资源利用带来的切实利益和生活变化。

无形之中，文化也在塑造乡村。以乡村

博物馆建设的小成本，撬动推动乡村高质量

发展的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新的活

力和方向。

2023 年金秋时节，嵊州市甘霖镇的良种

繁育场千亩稻种基地，千亩水稻穗挂枝头，

成熟丰收在望，2023·浙江长江下游水稻新

品种大会在基地的水稻博物馆召开。“大会

是农业生产主体看品种、选品种的重要窗

口，也是科研院校和种业企业展示品种的重

要平台。”馆长王晓峰介绍。

在博物馆一个大屏幕前，嵊州市农科所

所长、水稻博物馆讲解员徐菁菁说：“这是一

个实时监控系统，不仅可以给青少年普及稻

作文化，也通过墒情、苗情、灾情检测系统的

应用，实现了农业管理智能化。”

村民黄生员说：“博物馆展览以馆展的

形式宣传稻作文化，让我们平时生活多了一

项内容，也提升了我们水稻种植知识，帮助

我们村民在水稻种植中管理、增产。”

乡村博物馆来自乡村、反哺乡村。

在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随处可见啤酒

工业发展而来的衍生产业，千岛湖啤酒小镇上

的千岛湖啤酒博物馆主打沉浸式体验，实现了

当地工业观光旅游向文化深度体验的升级；

在金华市游埠古镇的宝利徕古董相机

博物馆，800 多平方米的展厅，陈列了自摄影

术发明以来的多款经典相机，一经建成就实

现了年观众量达 30 余万人次；

在温州市泽雅镇纸源村，泽雅传统造纸专

题展示馆里，昔日纸农生产活动变成沉浸式体

验研学项目，村内逐步落地了研学一条街、乡

村民宿等精品项目，为村集体增收超 2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积极探索乡村博

物馆运营管理的有效路径，推动乡村博物馆

在‘热开张’的基础上持续‘热下去’。”朱海

闵介绍，“要将乡村博物馆建设与美丽乡村

建设、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旅游景区创建实

现深度融合，使乡村博物馆成为助推文物活

化利用、文化自信自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载体，为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

的优秀成果作出积极贡献。”

“乡村博物馆是传承乡村在地文化、展

示地方文化内涵的对外窗口和重要载体，也

是我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体系的重要后备

力量。”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

长刘洋介绍，“我们将结合中小博物馆提升

计划、类博物馆培育计划的贯彻落实，统筹

规划、精准定位，在人才培育、展品租借、文

旅融合、长效运营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推

动乡村博物馆规范化、可持续发展，让乡村

博物馆能够讲好乡愁故事、树立文化自信、

反哺乡村发展，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浙江乡村博物馆浙江乡村博物馆 留住乡土记忆留住乡土记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卓尔李卓尔 王王 珏珏 顾顾 春春

走进位于江西景德镇昌南新区名坊园内的“邓希平颜色

釉陶瓷艺术博物馆”。一层展馆里，创新的凤凰衣釉、火焰釉、

雪花釉、荷莲绿釉等颜色釉陶瓷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82 岁高龄的邓希平正在向游客展示她创作的秘釉流霞

盏，讲解着颜色釉工艺产生的“无水现水”的奇妙光学现象。

失传多年的唐代“秘瓷”和明代“流霞瓷”在邓希平的手中以创

新融合的方式试制成功，重现唐明瓷艺风韵。

邓希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颜色釉配方的开发研究上一干就是

59 年。迄今，她创新了 40 多种颜色釉，能批量生产颜色釉瓷

器品种达 1000 余种。

1965 年，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邓希平被分到轻工部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工作，自此走进了颜色釉的神奇世界。

颜色釉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矿石、植物、动物骨骼等材料

通常用于颜色釉料的配制，来自相同地点的矿石在化学结构上

也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异，即使工匠按照祖传的配方进行配比，

烧制出来的颜色釉瓷成品率也很低。“无法精准把握颜色釉的

原料配置、生成条件，是颜色釉断代的主要原因。”邓希平说，

“它就像有生命一般，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这让我觉得充满挑

战。科学技术的介入，可以帮我们了解它、适应它。”

这其中，郎红是颜色釉烧制中的一座高山。“若要穷，烧郎

红”，景德镇流传的这句俗语生动说明了烧制郎红的难度。由

于传统窑温度不易控制，烧制郎红的失败率极高。通过长期

的科研攻关和反复试验，邓希平发现，郎红色彩的出现有一个

5 摄氏度的温度区间，窑温高于或低于这一区间，就会失败。

邓希平通过改进配方等方法将这一温度区间扩展到 80 摄氏

度，大大降低了烧制的难度。

“即便这样，因颜色釉的生成条件非常复杂，就算依靠复

杂的配方和深奥的公式也不一定成功。”邓希平说，颜色釉一

定要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在应对客观规律和总结

规律的过程中反复试错和思考，只有这样这门传统技艺才能

在传承创新中生生不息。

1984 年，邓希平担任景德镇建国瓷厂总工程师，一上任

她就重新组建研究团队，成立“邓希平工作室”，在继续传承颜

色釉制瓷技艺的同时，不断创新技术推陈出新。

数十年来，无铅均红釉、郎红釉、彩虹釉、玫瑰紫釉……多

种颜色釉在她的手中重新现世，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精进。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的身影出现在邓希平身边。

“我很少带传统意义上的徒弟，但我桃李满天下。”邓希平

坚信传统工艺不应该局限于拜师学艺的模式，而应该把传统

工艺视为科学技术，通过教学和学术交流途径广泛传承，这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现代传承方式。

看着邓希平的作品，很难想象，灰白的陶瓷坯子，能够在材

料和高温的加持下呈现出如此多变的色彩，“传承与创新是孪生

体，用科学的态度去创新，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邓希平说。

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烧制技艺传承人邓希平—

重现瓷艺风韵
本报记者 朱 磊

■■传承传承R

图①：绍兴市越茶博物馆外景。

宋 晓摄

图②：湖州市南浔镇横街电影博物馆内，

老师带领孩子们了解电影放映机。

张 斌摄

图③：杭州市中泰竹笛展示馆内，小朋友

在体验竹笛文化。 本报记者 王 珏摄

图④：杭州市千岛湖啤酒博物馆内，馆员

正在整理藏品。 千岛湖啤酒博物馆供图

图⑤：丽水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

外景。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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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观察人文观察R
吊脚楼内，风雨桥旁，声声芦笙热闹，侗族

大歌悠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程阳

八寨，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传统风貌兼而有

之。尽管村子的区位、交通等条件并不十分优

越，依然游人如织。游客说，在这里不仅能看

山川河流，更能读民俗历史，品岁月乡愁。众

望所归，不久前，程阳八寨景区正式被确定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在村村寨寨、历史街区感受烟火气，踏青

石板巷子抚摸历史的痕迹，迈步运河沿岸，徒

步长城脚下……近年来，人们出行旅游更加

注重文化体验，乐于寻找那些独特、本真的人

文味道，“到乡村去”也就流行了起来。近来，

一份面向大学生群体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

受访者在选择旅行目的地时，看重旅游目的

地的历史人文，如历史积淀、传统文化、风土

人情等，认为“文旅”不仅在“旅”，更在“文”。

乡土中国，文脉悠长。我国的多数乡村历

史人文底蕴厚重、延绵赓续，在古树名木、亭台

楼阁、牌坊古堰等之外，以民俗活动、民间艺术、

戏曲曲艺、手工技艺等为代表的不少非遗仍在

活态传承，往往给人带来真实而亲切的文化体

验。以人文赋能旅游，便可切中游客的向往。

现如今，许多乡村建设了博物馆、非遗馆，

可沉浸式参观、研学，有趣味也有文化；许多非

遗传承人做文创、搞活动，作品精美、潮范十

足，“圈粉”无数；不少农家餐馆里，可听民歌、品

美食，置身其中，有滋有味……多彩的乡土文

化，可听、可看、可品味，还可上手、可体验、可购

买，为游客编织起全方位的美好感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我们

期望回归的故乡和抵达的“远方”。而要让活

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乡土文化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生

态，这样的文化生态是漫长岁月的积淀，是无

数人苦心孤诣地传承。因此，把活态的乡土文

化传下去，就要统筹保护：既要保护传统村落

的风貌和格局，也要保护优秀的传统民风民

俗，让乡土文化传承发展有丰厚土壤，让村民树立对乡土文化的

信心，让乡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曾遇到自小曲不离口的传承

人，一度在多元审美的冲击下，丢下“土技艺”外出打工，随着村

子加大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传承人也回乡重操旧业，逐渐唱

出了信心，迎来了幸福生活。乡村之所以为乡村，不能少了传统

文化的根，乡村建设一定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晒红衣、打糍粑、跳竹竿

舞，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将红瑶古老文化的体

验感“拉满”；瓷器、农民画、蜡染书签，门类多样、设计精美的

文创产品，让江西萍乡市湘东区江口村迅速“出圈”……各地

乡村需要在坚守其本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树立文化品牌，打造特色 IP，焕发时代魅力和风采。

留住乡风乡韵乡愁，链接现代生活，游客徜徉其中，既能感

受历史带来的熟悉和亲切，又不乏创意赋予的惊喜和独特；村民

既不丢掉传统，又能收获效益……如此，乡土文化能够在多方倍

增的信心中，展现更加生动活泼、火热多彩的传承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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