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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沙 江 岸 ，乌 蒙 山 间 ，会 泽 古 城 ，会 馆

林立。

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的会泽县，城虽小、地

虽偏，却自有一派繁华景象。明清时期，因铜

矿资源丰富，矿冶业兴旺，各地商贾纷纷来

此，江西、湖广、江南、福建等八大会馆应运而

生。及至铜币不再流通使用，繁华商城没落，

古城会馆却留了下来。

曾经，会泽被称为“一座有文化、未开发

的古城”，如今，游客纷至沓来，文旅新业态不

断涌现，原因何在？记者来到会泽，探寻这座

古城的文化传承发展之路。

会馆为何云集
铜矿资源丰富，冶炼历史

悠久

会泽古城，风貌依旧，青石板，旧民居，随

“田”字形街道延展，举目皆风景，四顾皆文物。

《东川府志》记载：“滇蜀之间，富产五金，

东 川 为 最 。”明 清 东 川 府 ，治 所 就 在 会 泽 古

城。早在东汉时期，会泽所产“堂琅铜洗”闻

名遐迩。丰富的铜矿资源、悠久的冶炼历史，

让会泽在清朝进入鼎盛。

会泽因铜而兴，天南海北的商贾云集于

此。明清时期，各省商会在会泽建会馆、寺

庙、祠堂共计 108 座，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 36
座，其中江西、湖广、江南等八大会馆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江西会馆，是会泽

保存最完好的会馆建筑。飞檐翘角，三重斗

拱，气势恢宏。平时商人落脚，节日开场迎

客，10 余米的戏台日夜开唱，热闹非凡。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扩大，铸币不再依赖

铜；多年开采，会泽铜矿资源逐渐枯竭。商贾

纷纷离去，会馆日渐荒芜。

“会馆建筑大多数没人用、没人管，也没有

拆，古建筑也就留了下来。”会泽县历史文化名

城民间研究会会长高升堂说，2013年，会泽县

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没有经历大拆大

建，古城整体格局、古建主体结构得以保留。

古建如何保护
民居变民宿，做好保护

需要合理利用

外 出 打 拼 多 年 ，钱 正 坤 决 定 回 到 家 乡

开 民 宿 。 他 看 中 了 一 处 老 宅 ，大 小 合 适 ，

很 快 租 了 下 来 。 但 因 为 年 久 荒 废 ，老 宅 墙

体 早 已 开 裂 ，横 梁 仅 余 1/3，瓦 片 、椽 子 一

碰就碎。

宅子虽破，却是市级文保单位，不能拆除

重建，只能改造修缮。

工程很复杂：围墙老旧，外表开裂、内里

中空，加固禁用混凝土，只能一点点注土，最

大限度维持原貌。老窗不能拆，6 个木匠忙

活 3 天才能修好一扇窗户；买新窗只需 800
元，修旧窗却花了几千元。建筑垃圾需要清

理，大型车辆无法进入，只能换小型拖拉机，

足足运了 100 多趟。

“修缮屋子不但费钱，更加费心。”钱正坤

说，不少施工细节，一商讨就是几天；方案定

不了，有些工程只能暂停。历时 18 个月，民

居终于变成了民宿，院落焕然一新，结构未

变、风貌依旧。

不只钱正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会

泽古城，翻新自家老房，经营咖啡、奶茶等餐

饮业，让老街焕发新活力。

“有人住才有人管。民居最大的风险是

年久失修，单靠财政投入远远不够。”会泽县

副县长朱玉航说，古城保护有法律依据，会

泽古城早已杜绝了拆旧建新，“对居民来说，

开民宿也好、做餐饮也罢，做好保护需要合

理利用。”

文化如何传承
作品变商品，斑铜手艺

焕新彩

铜币虽然不再使用，但铸铜技艺依然在

会泽传承。

天然铜矿石含有各种金属，经冶炼熔铸形

成的铜带有橘红色斑纹，故称斑铜。以斑铜制

作的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品，亦称斑铜。斑铜

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张克康是张氏斑铜第十二代传人，经营

着一家斑铜老店。其子张伟大学毕业后，想

接手老店，父亲却不同意。张克康有自己的

忧虑：斑铜以前用于制作洗脸盆、茶壶等日用

品，如今只能制作工艺品，可工艺品哪有那么

好卖？

张伟却信心十足，尤其是在技术改良方

面 。 他 大 学 所 学 专 业 是 化 学 ，凭 借 专 业 技

能，摸清了浸泡斑铜的药水成分、比例。经

过改良，斑铜制作工序能够满足环保要求。

2013 年，张伟辞职返乡，接手了家里的斑铜

老店。

手工制作斑铜器皿，需经选料、净化、粗

坯 、烧 斑 等 20 余 道 工 序 ，动 辄 耗 费 一 两 个

月。走进工作室、打开库房，张伟翻出一件爷

爷当年制作的“漂炉”，“炉身有条线，放在水

里，线与水面恰好齐平，技艺要炉火纯青，打

出的炉子质地要十分均匀才行。”

在张伟的工作室，设有商品展示空间，小

件 100 多元，中件千余元，游客到会泽，可以

购买斑铜工艺品，还可以体验斑铜制作。张

伟说：“时代发展，只有让我们的作品成为商

品，才能让非遗技艺活起来。”

如今，张伟的斑铜艺术品已经走出了会

泽，他在曲靖、昆明、西双版纳等地都开设了

非遗展示馆。加上为一些企业定制大型摆

件 ，老 店 一 年 可 以 卖 出 将 近 两 万 件 斑 铜 工

艺品。

近两年，会泽越来越重视非遗传承。在

政府引导下，越来越多人投身斑铜制作，如今

会泽聚集了 100 多名斑铜手艺人。

特色如何凸显
要恢复古城风貌，还要

激活文旅业态

没有过度商业化的会泽古城也有自己的

烦恼——像钱正坤这样经营民宿的商户不

多，几处会馆依旧知名度不高，游人较少。

近年来，会泽县积极筹措资金，推进古城

风貌修复。湖广会馆、贵州会馆正在修缮，江

西会馆已作为景点对外开放。不少被挤占的

道路腾退出来，往日的木制匾额也重现街头。

朱玉航坦言：“会泽古城风貌恢复耗资巨

大，目前只能采取分片区推进，在会馆集中、

风貌相对完好的街区率先试点。”

古城北部河畔，有个流动的菜市场，也

被纳入改造范围。“古城内一定要保留菜市

场，这样才能留住原有居民。”曲靖市副市长

吴静觉得，古城风貌恢复过程中，既要吸引

外来商户，也要留住原有居民。

古城活化，也离不开游客。一开始，钱正

坤的民宿为游客提供免费早餐，却发现几乎没

有游客会在民宿用餐。闲谈时才知道，游客

都找会泽小吃稀豆粉去了。于是，钱正坤干

脆为游客直接发放地道稀豆粉店的用餐券。

一手加粉、一手搅拌，眼看稀豆粉慢慢变

稠，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稀豆粉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刘贵荣筷子轻挑，豆香瞬间弥

漫在空气中。配上现炸的油条、满桌的佐料，

一碗下肚，整个身体都觉得热乎。

刘贵荣的稀豆粉店铺，平时 12 张桌子座

无虚席，还有不少拿着早餐券的游客在店外

等候。刘贵荣说：“最初顾客都是老街坊，这

两年游客多，基本都是慕名而来！”

上午 10 时，楚黔会馆负责人李兴灿忙个

不停，在修复古建筑的基础上，会馆内设立了

民俗展厅、文人八雅主题房间等，还针对最近

兴起的“旅拍热”布置了化装间。游客们听戏

喝茶、体验琴棋书画有了好去处。每逢节假

日和重大活动，歌舞队和戏曲班子还会在江

西会馆门前进行表演，音乐一响，来往居民和

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游 客 纷 至 沓 来 ，文 旅 新 业 态 也 在 不 断

涌 现 。 免 费 介 绍 会 泽 铜 商 文 化 、讲 解 斑 铜

工艺流程，让孩子们亲手制作斑铜勺子、杯

子……除了制作、售卖斑铜，张伟还成了一

名 讲 解 员 。 周 边 学 校 一 有 研 学 活 动 ，都 喜

欢找他。如今，江西会馆设立研学场地，还

设 置 了 专 门 的 体 验 区 域 ，让 游 客 不 仅 能 体

验斑铜制作，还能把自己的作品买回家。

云南多好景，刘贵荣曾问游客为什么来

到会泽？回答有很多，有人是慕名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也有人特意到这座未

过度开发的小城体验独特的“慢生活”。

“一县八会馆”的会泽古城，期待更多人

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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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支优秀的乐团、13 位指挥名家……近期，国家大剧院

第二届“国乐之春”正在上演。本届“国乐之春”以“乐聚八方”

为主题，以强大的艺术阵容、匠心独运的音乐会策划，以及丰

富多元的曲目呈现，一展国乐风姿。活动 3 月 31 日开幕，将持

续至 4 月 27 日。

开幕音乐会上，演奏曲目聚焦具有创新色彩的民族管弦

乐力作新作，中央民族乐团携手刘沙、刘江滨、彭家鹏、阎惠

昌、叶聪等 5 名指挥家出演，奏响了本届“国乐之春”的序章。

此次音乐会上，5 名指挥家接续执棒，先后带来多部民族管弦

乐佳作。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王路藜说：“希望通过这个主题

策划，展现国乐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美感；同时呈现国乐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年轻的国乐艺术家在这里展现风采。”

北京交响乐团在本届“国乐之春”特别策划两场互为呼应

的音乐会。在指挥家谭利华、金野的执棒下，北京交响乐团在

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分别举行国乐大师协奏

专场音乐会、国乐青年名家协奏专场音乐会。北京交响乐团

团长李长军说：“我认为未来乐团发展趋势应该是带有融合性

的新形态乐团，中国元素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清风语”中央音乐学院民乐专场音乐会于 4 月 13 日在国

家大剧院上演，呈现重奏、协奏、合唱、民族管弦乐等多种形

式，师生同台演出了《秦川情》《云想花想》《清风语》《望春风》

《永远的山丹丹》《蒙山沂水情》等经典、编创、原创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国乐团、民族管弦乐团与中国音乐学

院民族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无锡民族乐团、浙江音

乐学院民族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河北民族乐团、天津民

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国乐团体，也将带着各具特色的国乐

作品亮相“国乐之春”的舞台。南腔北调共奏新声，演绎国乐

盛宴。

4 月 27 日，本届“国乐之春”将举行闭幕音乐会。届时，中

央民族乐团将延续以单项乐器为主题的创意策划，携手我国

古琴演奏家齐聚舞台。“九霄环佩”等历代传世名琴，以及当代

斫琴师复原制作的故宫历代藏琴也将首次集中亮相。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说：“首届‘国乐之春’的舞台上，

中央民族乐团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盛宴，揭开国乐新篇章

的序幕，用美好的‘琵琶之音’，让中国音色的余韵绵延相续。

今年，‘国乐之春’的品牌声量更大、影响力更强。闭幕音乐

会上，我们将让传承千年的非遗乐器古琴成为主角，以古韵悠

悠的经典作品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创作品，展现对传统的继

承和对创新的追求。”

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乐之春”上演

揽八方之音 聚国乐之美
本报记者 王 珏

本报北京 4月 15日电 （记者刘诗瑶）4 月 15 日 12 时 12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将四维高景三号 01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四维高景三号 01 星主要为数字农业、城市信息模型、实

景三维等新兴市场，以及国土测绘、防灾减灾、海事监测等传

统领域提供商业遥感数据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16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四维高景三号 01星

本报广州 4月 15日电 （记者姜晓丹）近日，“粤剧文化推

广季”系列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文化馆举办。该活动由广州

市文化馆、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粤剧表演艺

术大全》编纂委员会、广州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等共同主办。该

活动将持续 4 个月，超过 20 家单位参与，举办 30 多场粤剧文

化活动。

在系列讲座板块，主办方组织 20 多场专题讲座，由粤剧

学院教师、非遗传承人、研究学者等，为市民游客带来粤剧相

关知识的分享。在系列展演板块，主办方设置了 10 多场主题

表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粤剧艺术体验。其中，不仅有

经典作品《帝女花》《搜书院》等展演、学生粤剧学习成果展示，

还有粤剧基本功的专场展示。

近年来，广州市高度重视粤剧保护、传承与发展，陆续出

台《广州市进一步振兴粤剧事业工作方案（2019—2021）》《广

州市关于振兴发展粤剧事业工作方案 2022—2024》等政策，

持续推进《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撰工程、“广州市粤剧电影精

品工程”、“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等粤剧发展重点工程，

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粤剧保护、传承与发展格局。

“粤剧文化推广季”系列活动举办

本报北京 4 月 15 日电 （记者施芳）日前，北京 2024 年

“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月”系列活动在香山公园启动。此

次宣传月以“守护绿色生态 相约春日园林”为主题，将持续

至 5 月 22 日，北京市属 11 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将面向

市民游客开展 150 余场次主题科普活动。

宣传月期间，天坛公园组织开展“天坛鸟儿知多少”互动

活动，让游客了解鸟类的不同形态以及居留类型等知识；在国

家植物园（北园），科普志愿者分享参与“与一棵古树做朋友”

活动的体会，使公众对古树保护有更直观的认识；中山公园开

展“公园中的鸟类家园”和“多样的花型、多样的基因”两项互

动游戏，向公众展示公园的生态环境和园林资源，普及生物多

样性知识。

据介绍，北京今年推出了“公园科普十二月历”系列科普

体验活动，营造“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一园一特色”的

公园科普体验氛围，让人们在逛公园的同时收获有料有趣的

科普知识。同时，依托“科普公园”公众号持续推出故事分享、

古树观察、古树答题、自然笔记征集等线上活动。

北京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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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会泽江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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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张伟（右）正在打制

斑铜。 张锦文摄

图③：会泽古城一角。

会泽县委宣传部供图

云南会泽如何激活文旅
新业态、探索文化传承发展之
路？民居保护，需要合理利
用；斑铜工艺品变成商品，才
能更好地传承技艺；推进古城
风貌恢复，还要激活文旅业
态。古老的会泽，正在探索中
一步步焕发出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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