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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琴艺术已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无锡古琴艺术也被列入无锡市级非遗项目。纵观
中国古琴史，无锡古琴艺术虽有一定的地位并带有自
身的特点，但总体属于江南传统音乐文化范畴，被评价
为“吴声清婉”，所以研究无锡古琴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必须将其置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中。

从历史上讲，无锡古琴的传承没有足够清晰明确
的谱系脉络以及产生对应的地域流派，但与江南
文脉紧密交织在一起，随文脉起而生，因文脉
延续而发展。无锡历代皆有人才出，
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梁鸿、顾恺
之，明清的成始终、高攀龙、钱泳，一
直到晚清民国时期的杨荫浏、章蕴
宽、赵鸿雪……这些无锡文人也是
琴人，琴人琴事离不开无锡的
江南文事。

古老非遗 传承中焕发新生江南沃土 滋养出非遗文化

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
城市对古船文化进行有效
保护，被列入国家、省级非
遗名录，有些城市还建造了
船文化博物馆。有鉴于此，
无锡要抓紧西漳船的复原
研究。西漳大船的制造工
艺复杂，用料考究，造船过
程中还有一道道民间习俗，
形成了非常具有特色的民
间手工业传统文化，是无锡
历史脉络的一种具体表现，
现在造船后人匮乏，我们有
责任真实记录这段历史，将
老一辈的传统文化精华留
存下来。

西漳文化公园正在建设中
的西漳大船非遗文化空间除了
复原一条13米左右的西漳船，
还将配套建设江南木船模陈列
室、船模制作活动室、敲排夫表
演、历史上的无锡名人名船多
维展示等，通过“文化+旅游”模
式，把流传数百年的造船手工
技艺和船文化传承下去。

江南是一首恋歌，江南是一封家书，江南是一份诗情，江南还是一种技艺。如果
说，文人墨客用书画来表达乡愁，那么民间百姓就是用手艺来传递乡愁。从云锦织
造、苏州制扇、无锡泥人，到青田石雕、徽墨制作、朵云轩木版水印，长三角地区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济济一堂，共同演绎江南文化的交互影响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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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非遗技艺群星璀璨，这些承载吴
地文明的传统技艺之所以经久不衰，它们与
江南文脉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依莉

江南文脉离不开水，舟船正是承载和
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东晋
无锡人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为女神配备的就是出自
江南的双体画舫，《清明上河图》《浔阳送别图》《姑苏繁华
图》等名作皆以舟船为表现手法。

舟船是文明传播的使者，中国历史上除了文学艺
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船。江南之所以自古富
庶，得利于舟楫便通，无锡“四大码头”之称哪一处都离
不开水运，舟船在百年民族工商基业的创建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承载了无锡、江南的历史和文化脉络。无锡
船文化研究会和有关部门正在对江南名舟无锡西漳式
木帆船手工技艺进行抢救性复原，通过非遗申报来一
次寻根之旅，从中吸取地方传统文化之精华，从而更坚
定文化自信，也将是大运河文化的活态补充。所以，若
说江南文脉一半在水，舟则具三分也。

根植于江南文化沃土的非遗，如何传承与传播地方
文化？从“活”起来、活下去到火起来，这些古老的智慧结
晶，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无论作为非遗保护单位的江南琴社还是作为非遗传
承人，这些年都积极做了许多保护传承无锡古琴艺术的工
作，在搞好雅集、音乐会以及讲座培训的同时，认真开展古
琴史料研究、琴人档案查索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已
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两部。

对无锡古琴艺术的保护，首先必须要有江南文化的视
野，在深深扎根地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传承传播好无锡古
琴艺术。如首次考证出碧山吟社中的琴事，从而让无锡著
名的惠山文化、文人结社传统与无锡古琴艺术结合起来；

对明代学者诗人、琴人王问湖山草堂事迹的研究
发掘，以提倡古琴雅集、音乐会中的湖山旨趣，

意图进一步强化无锡这座江南城市的湖山
文化特质；在东林书院每月举办有古琴
内容的“东林雅集”，一方面试图延续明
代江南文社活动，另一方面也是在无锡

著名历史文化地标中注入非物质文化
的内容；从 2013 年至今，通过对

1919 年第一次全国性古琴活动
——苏州怡园琴会的研究，更加

明晰了无锡琴学与江南各地乃至全
国的内在联系。

因此，触摸无锡琴史，也是在触摸无
锡这座江南城市的历史；保护传承好无锡
古琴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能更好地
传承发扬江南文化。

顾颖 张依莉

苏绣起初为皇家、贵族的生活服务，逐步发展成为艺术品。到了今天，年轻人从事这个传
统工艺的已经越来越少，但幸运的是，近些年国家给予了很大支持，大力提倡传统文化自信，复
兴传统手工艺，对传统文化遗产极力保护和发扬，苏绣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好的。

要真正发展好这门艺术，一方面是需要创新引领，结合时代创作出真正能够传承下去的好
作品；另外一方面，还要将苏绣搬到我们的生活空间里面来，成为我们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记者 陈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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