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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社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意 识 显 著 提 升 ，“ 博 物 馆 热 ”

“非遗热”蔚然成风，“汉服热”“文创热”成

为 青 年 时 尚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成 为 文 旅 热

点，古镇古村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一幅古今辉映、传统与现

代交织的动人画卷正在中华大地徐徐铺

展开来。

然 而 ，当 前 很 多 游 客 在 参 观 博 物 馆

时，热衷于在热门文物前打卡，但对文物

的价值和内涵却走马观花、不甚了了。在

节日庆典中，许多人只关注表面的仪式，

却忽视了背后的文化内涵。许多利用传

统文化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销售火爆，但

消费者在喜爱之余对产品背后的传统美

学缺少必要的认知。一些历史题材的影

视作品，过分追求视觉效果和娱乐性，而

忽 略 了 对 历 史 真 实 和 文 化 精 神 的 尊 重 。

表面化和浅层化的消费和理解，可能导致

对文化的误读和曲解。

文化是分层次的，既有表层的器物和

符号，也有深层的精神与内涵。文化的精

髓在于精神内涵。亭台楼阁等历史建筑、

古街老巷等历史街区、发型纹饰等传统服

饰 乃 至 文 物 古 迹 等 ，都 是 文 化 的 物 质 载

体 ，这 些 物 质 载 体 作 为 文 化 遗 产 极 为 宝

贵，必须精心保护，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器

物看到精神，理解器物所承载和体现的中

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只有

这样，器物才会越来越有味道，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形神兼备，深入

而持久。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只有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层，才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才

能由“知之”而“好之”，进而达到“乐之”的

理想境界。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展示了众多中

华文化符号，如二十四节气、黄河之水、中

国结、迎客松、折柳寄情……如果不了解

中华农耕文明的特点，就很难理解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性；如果不

了解黄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就很难理解中国人对这条母

亲河的感情；如果不了解迎客松的来历，那么这棵树不过是一棵

造型有点特殊的松树罢了；如果不知道“柳”“留”谐音，寓意挽留

与惜别，也就看不懂为何要折柳……相反，如果对这些文化符号

背后的历史和内涵有所了解，那么这些意蕴隽永的场面必然会

直抵人心——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是这样自豪骄傲、热情友

好，这是我们的文化使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滋

养，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表面走向深层，从符号走向内涵，从形式

走向精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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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七狼马头琴工作室”里，内蒙

古马头琴制作师高金柱坐在操

作台前。伴随着每一次刻刀划

过，马头琴琴头轮廓开始逐渐

清晰。

这种在旁人眼中单调乏味

的工作，高金柱却干得津津有

味 ，一 干 就 是 20 多 年 。 小 时

候，第一次听见马头琴琴声响

起，他觉得心就被带走了，渐渐

地就痴迷上了，开始自学马头

琴演奏和制作，并在不断地拜

师、交流中提升着自己的技艺。

“选料、绘图、雕刻、组装、

上色、调音，每一个环节都马虎

不得。”高金柱介绍，一把纯手

工优质马头琴的诞生，往往要

数月时间，而如果要算上木料的阴干成型过程，要更长时间。

马头琴由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琴弦和琴弓构成。树

木的材质、年轮的疏密、琴箱的厚薄等都会对琴音产生影响。高金

柱说，马头琴需精选五角枫木作为琴身，白松木为琴杆，每一块木

材都经过精心挑选与干燥处理，以确保其音质纯正、经久耐用。

雕刻马头部分，更是考验匠人技艺的关键步骤，需以精湛的刀

工，将马头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琴头之上。

马头琴制作工艺多为民间师徒相传，制作标准各不相同，故而

在音色上也会出现较大差别。2011 年，高金柱开始研究马头琴有

效弦长和琴杆的长度匹配等马头琴制作关键技术，组织业界制作

师和演奏老师多次交流研讨后，确定了马头琴制作标准，现在被行

业内普遍推广和应用。

马头琴的传统弹奏指法比较复杂，指腹需要跳过琴弦接触

琴箱，演奏难度大而且手指容易被划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

金柱多次赴北京同中央民族大学马头琴演奏与表演专业的专家

教授交流探讨，共同改制了一套全新的马头琴演奏指法。如今，

马 头 琴 弹 奏 只 需 要 指 腹 按 压 琴 弦 即 可 ，操 作 和 学 习 难 度 大 为

降低。

多年来，高金柱热衷于技艺传承和非遗文化传播，每年与高校

合作开展马头琴制作培训，先后走进学校、乡村、各类展会，参加公

益活动，宣传马头琴文化，无偿捐赠亲手制作的马头琴数百把。在

他看来，马头琴已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乐器，它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桥梁，是传承与发展草原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坚守匠心，用心做出好产品，才能让

马头琴制作技艺代代流传。”高金柱自信地说。

坚守匠心 传承技艺
本报记者 丁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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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从万商路向

南一拐，眨眼间，便从鳞次栉比的高楼间踏

入了一片藏在江南市井里的梦里水乡，这

里便是浙江省首批 18 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

的柯桥古镇。

“柯桥道上山如画，早晚归舟听橹声。”

浙东古运河流经鉴湖，与柯水相交，纵横交

错的穿镇水网，孕育了柯桥古镇，热闹了船

家和商家。

如今，有着 1700 多年历史的柯桥古镇

依然保持着“老绍兴”肌理，经过空间的保

护、文化的传承和功能的激活，踏古开新，

续写千年繁华。

“是水乡，又是桥乡”

早上 7 点多，阳光轻洒在浙东古运河平

静的水面上，还未散开的晨雾把柯桥老街

笼罩起来，若隐若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姚建伟坐在运河畔，用画笔记录下

眼前的光影。

青石街面，粉墙黛瓦，倒影小桥，枕河人

家……柯桥自古吸引许多文人墨客流连驻

足。吴冠中曾专门为柯桥画过一幅水墨画：

画面之中两座拱桥相邻，大拱小拱相映成

趣，拱桥下水面上的一叶小舟，轻巧划过。

吴冠中画柯桥，也写柯桥：“我前后三

次到柯桥，熟悉的风情仿佛是故乡……站

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去的

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

水乡，又是桥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其对

柯桥的桥的喜爱。

“说起柯桥，必然绕不开桥。”在柯桥古

镇保护中心主任王紫华看来，“三桥四水”是

最能体现柯桥古镇风貌的精华地段，即融光

桥、永丰桥、古柯桥三座石桥，将西兴运河与

柯水这两条河流划分为四个区域，周边由融

光寺、城隍庙、翻轩长廊以及古河道、古街道

等建筑围合的区域，是古镇风貌的核心展示

区，“站上‘三桥’眺望，视线可以抵达柯桥古

镇及周边的任何一个地方。”

融光桥，是柯桥古镇的一个标志性建

筑，在南宋《嘉泰会稽志》有载，桥体结构稳

固，风格朴实，且桥拱跨度大，是柯桥石拱

桥的典范。数百年来，古桥两侧被藤蔓包

裹，桥与藤蔓融为一体，好似长着胡须的老

者，在许多游客看来别有一番风味。

“2019 年 以 来 ，融 光 桥 在 保 护 的 同 时

做了几次微型‘手术’。”柯桥古镇保护中

心工作人员凌斌介绍，“在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中，我们发现两侧的藤蔓把桥面上的

石围栏牵扯得错位了，如果因藤蔓牵扯导

致古桥倒塌，损失不可估量。”

工作人员适当修理了影响桥身的藤蔓，

又把桥身上穿过的水管一一卸了下来，还原

了融光桥原有的风貌。“史料记载，融光桥在

明代修缮时使用的是与造桥时相同的石料，

我们对古建筑修缮、保养时同样遵循‘不改变

文物原状’的原则，让文物复原。”王紫华说。

“三桥连成一片在视觉和建筑的维度

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吴冠中的学生，姚建

伟上世纪 90 年代就来过柯桥写生。受到

融光桥的灵感启发，他设计了柯桥古镇的

LOGO，“这个设计取自阳光下的融光桥，

青草萋萋，闪着波光，体现柯桥古镇古风

古韵和休闲旅游的融合。”

因设计古镇 LOGO 的机会，姚建伟决

定把工作室永久落户在柯桥古镇。“我还设

计了一系列古镇的文创产品，以桥为主元

素，设计在布、丝巾、瓷器等作品上。”姚建

伟说，希望用自己的设计和绘画，为古镇再

添一分艺术的味道。

“每个台门都有自
己的故事”

运河边其中一座白墙黑瓦的建筑，便

是姚建伟的工作室，改造自一处老台门。

上百件绘画、雕塑、设计作品陈列其中，透

过落地窗，与石硝墙、花格门进行着古与今

的对话。

初到绍兴的游客，不免都要打听一下

什么是“台门”。在绍兴，具有一定规模、封

闭独立院落的传统建筑称为“台门”。古文

有记载，“绍兴城里十万人，十庙百庵八桥

亭，台门足足三千零”，可见绍兴台门数量

之多。

经过岁月的洗礼，这些老台门多为老

旧传统民居的木质结构，构件已经出现受

潮变形，甚至断裂的情况，已不再适宜继续

居住。2014 年起，古镇开始进行改造更新。

在老台门修复工作中，古镇聘请古建

筑修缮工匠操刀逐一修复。“工匠们对老台

门的屋面、仪门、窗体、墙体、地面等进行了

细致修缮，比如对腐蚀的老构件按原形进

行复原，使用老工艺刷墙。”凌斌介绍，在恢

复原有结构和样貌的基础上，重点对门窗

和水井加强保护。

“每个台门都有自己的故事。”柯桥居

民陈家檐说，小时候他住在潘家台门，台门

内有 10 户人家，夏日，每当暮色四合，大人

们便早早吃好晚饭，拖着噼啪作响的木拖

鞋，摇着蒲扇，提着竹椅板凳去河边乘凉；

小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玩游戏，一直到夜

深才渐渐安静。

“新老季家台门、冯家台门、杨家台门

……古镇里台门很多，房屋一般为三开间、

五开间，纵深三至四进，石柱、石阶、马头墙

建筑精致、布局合理。”王紫华介绍，为了重

现老柯桥的城市记忆，这些台门在保护基

础上加以修缮，引进民宿等新业态，通过

“微改造”“微更新”的方式，让老台门重开

大门。

来自香港的王仁斌是一名建筑室内设

计师，2019 年起开始对古镇内一处破败的

台门民宅进行修缮。历经几十载的房屋早

已残破，在修缮初期，王仁斌和妻子方蕾四

处探访旧木市场，寻找房屋建造时期的木

结构配件，终于在浙江诸暨一家旧木市场

找到了大批与老台门契合的优质木门窗。

“有人居住的民宅建筑才充满人情味，

改造后的老台门其中一部门成了民宿。”方

蕾介绍，在民宿的改造布置中，他们多方征

询原来居民的意见，让来住宿的游客体味

到原汁原味的台门生活。

如今漫步在柯桥古镇，修缮后的明清

时期历史建筑季家台门、沈家台门、冯家台

门、单家台门等老台门古风蔚然。每条街

都由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相连，台门内外

留下了风雨剥蚀的痕迹，继续记录着生活

在这里的老百姓的故事。

古镇西南角的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之一。一楼的非

遗体验区，十几个孩子把“传统扇艺”代表

性传承人李德顺团团围住，只见他寥寥数

笔，一幅水墨菊花就在扇面上“盛开”了，孩

子们一边惊叹一边跃跃欲试。

“绍兴石桥营造技艺传承人的故事、绍

兴花雕由何而来、柯桥人宴请宾客吃的‘十

碗头’背后有什么意义……非遗馆以动态

故事代替静态描述，要把这些充满人文气

息的作品和故事，都展示出来。”非遗馆馆

长曹楠介绍，非遗馆定期邀请传承人现场

教学，使得非遗看得见形态、品得到味道、

学得到技艺，“我们盘活柯桥丰富的非遗资

源，与展览、戏剧舞台、文创等融合，吸引更

多人走进来，感受柯桥的温度和情感。”

“一年十二月，月月
有市集”

周六傍晚，一场市集在柯桥古镇如期

开市。摊位装饰着书法、团扇等中式美学

元素，摆放着“茶咖”等新中式茶饮，身穿华

服的工作人员、商户和游客，三三两两漫步

雨廊下、站上融光桥……古画中描绘的柯

桥街衢繁华热闹的场景仿佛再现。

“ 柯 桥 豆 腐 干 要 不 要 ，柯 桥 豆 腐 干

……”叫卖声从河面上传来，有游客招手，

船夫便将船靠岸售卖。

“听妈妈说，小时候常有船只往来，贩

卖商品，大家就在岸上挑选各种东西带回

家，今天也是体验到了。”市民黄萍带着家

人来到柯桥古镇逛灯市，从小在柯桥长大

的她，印象里古镇一直都是热闹的象征。

“以前上学的时候，妈妈常带我来这家店买

毛笔，旁边那家是卖宣纸的……”

商贸文化，是古镇的根，也是这片老街

的活力之源。

南宋时期，陆游曾写下“小市初晴已过

春，朱樱青杏一番新”“柯桥僧阁凌空起，梅

市渔歌带月闻”等诗句，见证了柯桥的景

况。至明清时代，柯桥已成为浙东商贸重

镇，更显繁华。

在融光寺前的广场，展出了一组旧照

片，上世纪 80 年代柯桥集市的热闹展现在

游客眼前：上市头至下市头，东官塘至西官

塘的每一条街上都开满了各式各样的店

铺，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摊位，挤满了来来往

往的人群，停靠岸边的船只撑竿如林，极为

壮观。

对于老绍兴人而言，柯桥河埠集市不

仅仅是一个商业交易的场所，更是一个社

交和文化的中心。“我长大了，柯桥好像越

来越‘年轻’了。”黄萍笑着说。

“我们推出了基于古镇历史文化提炼的

柯桥十二风雅集，以宋代十二月市为母本，整

合染缸文化、茶文化等柯桥及古镇特色文化元

素，一年十二月，月月有市集，场场不相同。”凌

斌介绍，“新中式服饰品牌、茶饮店、摄影机构

等，构建起业态日益完整的新中式消费场景，

打开了古镇年轻化、时尚化的窗口。”

3 月，桃浪花市开启，现场举办“花朝

汉服”等活动，充满春意盎然的氛围感；4
月，以春日气息和春茶为主要活动线索，

举办“月下茶肆”等雅集活动；5 月活动以

纺为题，“五一”假期以潮玩艺趣结合互动

体 验 ，吸 引 年 轻 人 打 卡 ；6 月 举 办 榴 夏 乐

市，打造“复古”“国风”“落日民谣”等不同

主题的演绎舞台，每周都带给游客不同的

音乐体验……

“柯桥十二风雅集将古镇和市集融合，

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文化旅游体

验。”王紫华说，“在这种融合的环境中，希

望游客能够品味柯桥的历史，感受古镇的

雅致和烟火气。”

图①：柯桥古镇季家台门。

图②：游客在柯桥古镇体验非遗漆扇

制作。

以上图片均为柯桥古镇保护中心提供

图③：傍晚时分，柯桥古镇游人如织。

胡超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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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柱在给马头琴调音。

丁根厚摄（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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