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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活动

●“运河拾遗”无锡市非遗市集
时间：6月10日－6月11日
地点：惠山古镇
内容：以“传统、传承、传播”为文化

脉络，汇集非遗技艺、美食、互动体验等
项目展示和展演，创新文旅消费形式，推
动消费升级。

●“乐享非遗”专场演出
时间：6月10日－6月11日
地点：惠山古镇
内容：非遗日专场惠民演出，通过舞

台展演和现场巡演的方式，展示非遗传
承、创新、发展成果，共享美好生活。

●“云游非遗”影像展
时间：6月
地点：惠山古镇、线上
内容：线上线下同时举办“云游非遗”

影像展，集中展示各类优质非遗资源，让
更多的社会公众关注、了解生活中丰富
多彩的非遗和非遗保护实践。

●“水韵江苏”非遗购物节
时间：6月10日起
地点：惠山古镇、线上
内容：利用5A级旅游景区策划举

办线下展演展销和互动体验活动，创新
非遗消费模式，引导文旅消费新体验。

●“锡韵流芳”非遗大讲堂
时间：6月
地点：无锡开放大学大礼堂
内容：邀请锡剧非遗传承人开展锡

剧身段、唱腔等主题的授课，加强对我市
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阐发、保护利
用和传承传播。

●“美学江南”无锡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展

时间：6月
地点：苏南硕放国际机场非遗展厅
内容：宣传普及非遗法，保护公约、

条例以及无锡非遗项目、传承人，集中宣
传展示无锡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

●非遗日在线直播
时间：6月10日－6月11日
平台：无锡文化云、无锡市公共文化

艺术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号
内容：以主播探店的形式走进非遗

日现场、走进非遗大师工作室，增强线上
线下互动。

2022无锡市“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活动

■古宅“用起来”“亮起来”

保护好文物、古建筑和传统街区，就是
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如何让古宅“用
起来”“亮起来”？比起公园、游乐场，文物、
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更有故事和价值，自
带光环，挖掘故事，放大价值，让其光环再现
是要义。于是，在无锡，我们欣喜地看到，国
保景区东林书院，成了体验传统书院生活的
打卡胜地；国保街区小娄巷，国潮涌动，国风
盛行，网红气质独具；国保园林寄畅园，一次
次上演着无锡有戏，短视频、访谈、走读等传
播手段的加持，让人们开启深度游模式；世
界文化遗产点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更是以
运河为媒，串起场馆故居，重现人间烟火，仿
佛一块晶莹的琥珀，为运河记忆保鲜……

随着《无锡市“百宅百院”活化利用工程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的实施，无
锡将打造更多古宅活化利用典范。在这一过
程中，无锡也在探索多类型的利用模式，以

“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为原则，对不可移动文
物和历史建筑进行修缮保护、风貌恢复、活化
利用，使其承载博物馆纪念馆、旅游景区、教
育基地、文化创意、商业休闲等功能。

■让非遗和生活有效连接

无锡非遗文化正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

我们的日常生活。遗产日期间，非遗市集再
次亮相惠山古镇，35家非遗名品、非遗美
食、非遗文创集中展示，惠山泥人、无锡精微
绣、无锡留青竹刻等传统技艺，惠山油酥饼、
脚踏年糕、梁溪脆膳等非遗美食，锡博、
NANIMOMO等非遗文创一一亮相，全方
位营造非遗消费体验场景。在传承人的手
中，非遗变得更加“年轻”。

非遗有市场，才有未来。不久前，脚踏
年糕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无锡市级非遗项
目。这令沈静娟喜出望外。当年，她辞去公

职，回乡继承祖艺做脚踏糕，和姐姐沈静亚
从父母手中接过了宏凤年糕坊的牌子。如
今，自给自足的小作坊已成为生产量与日俱
增的现代化工厂。将传统与现代结合，抓住
时令和吴地风俗，加上新媒体营销，工厂一
年到头订单不断，成功走出了一条非遗市场
化的路。在沈静娟看来，老传统要融入新理
念，非遗一直在传承创新的路上。

■彰显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

经过千万年的沉淀与淘洗，无锡形成了

灿烂多姿又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
富的精神内核。无锡正通过各种方式，解读
文化遗产，彰显文化魅力。今年的遗产日，
无锡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刘宝山将“化身”
为网络主播：“11日，我们在阖闾城遗址博
物馆办《砺石与炼泥——近年无锡市史前
考古文物展》，带领大家了解五六千年前无
锡先民的生产生活；12日，我在妙光塔社
区上一堂考古课；13日有一场直播，介绍鸿
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因为懂得，所以热爱。提高公众对文化
遗产的认知，从而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
自信，是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前
提，也是遗产日设立的初衷。

这个遗产日，东林书院、薛福成故居、秦
邦宪故居、顾毓琇纪念馆、钱锺书故居等纷
纷推出“公益景讲”服务，既讲景致又讲故
事，让游客深切感受文化遗产承载的精神
内涵；11日、12日上午，惠山古镇景区文化
总监金石声将带领游客行走惠山，深度解
读景区的文化遗产，抖音同步直播；无锡博
物院策划了茂新面粉厂面粉大塑身和走访
二胡文化园活动，引导青少年走近工商文
化、非遗文化……让文化遗产人民共享，筑
牢文化坐标是个永恒课题，无锡正在努力
解题。

（张月）

用活文化遗产，让传统更具创意

最近，不少市民游客到地铁4号线惠
山古镇站6号口打卡，在这里新建成的

“文化客”地铁艺术空间内，正举办《阿炳
印象》徐诚一雕塑展，30余件形态各异的
阿炳雕塑，随着熟悉的《二泉映月》的乐
曲声，一下子就把人们拉入了由这个无
锡文化标识所构筑的艺术氛围之中。

无锡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的《二泉
映月》二胡曲是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也
是无锡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
文化名片，更是无锡城独特的文化资
源。“在惠山古镇阿炳墓旁的地铁通道
展示特别有意义，犹如再现阿炳操琴行
走城厢街弄的情景。”江南大学设计学
院教授、无锡雕塑家徐诚一说，他是出
生在离阿炳故居不远的人民路东门附
近，与阿炳算是“近邻”。曾经，广播中
每晚传来的《二泉映月》伴随了他十几
年。徐诚一立足本土地域文化土壤，长
期潜心于阿炳主题雕塑创作，30多年
间完成不同形式与尺寸的阿炳雕塑
200多件。以阿炳为主题的雕塑作品
《希望》获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
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近年来，徐诚一在崇安寺阿炳故居、
江苏省美术馆、江南大学、北仓门生活艺
术中心、红豆万花城、无锡市东林中学与
惠山新城梦享城等地成功举办阿炳雕塑
展，让阿炳文化与市民更亲近，产生了更
多的互动和连接。他面向众多学校与图
书馆等捐赠包括阿炳雕塑在内的百件雕
塑作品。阿炳雕塑入选全国美展、中国
美术馆学术邀请展、上海美术馆开馆展
与江苏省优秀美术家系列作品展等国内
美术重要展览。为更好弘扬宣传无锡城
市文化，他正在沟通联系更多社会各方
面资源的关注与支持，拟将200多件阿
炳雕塑整体捐赠。

（韩玲）

与“阿炳”
来一场偶遇

让城市换一种方式生长
韩玲 文 / 宗晓东 摄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锡作为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宜业
生态之城，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对它的保护性开发与接力建
设，今年是蠡湖综合整治启动20周年，蠡湖城正进入新一轮规划建设中。
那在城市更新不断“加速跑”的当下，这一区域的规划设计中有哪些有趣
的故事，城市设计中又关注了什么样的要素？近日，无锡市城乡规划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高级规划师孙志亮做客“锡报讲坛”，从蠡湖、西施庄、
蠡堤等城市地标的新老照片对比中，讲述如何从环境整治、自然资源保
护、文化建设等层面，展现无锡山水城市建设的个性和魅力。

设计

明天是第十七个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连接现代生
活，绽放迷人光彩”的主题，无锡推出了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展示
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发现无锡非遗之美。不管是文物建筑，还是非
遗技艺，这些文化遗产皆是城市文化名片，是地方历史文化的象征，
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文化坐标。眼下，无锡正全力推进古
建筑的活化利用，扩大无锡非遗的影响力，让传统更具创意。

城市间的未来竞争实际上是特色的竞
争、个性的竞争，个性、特色从何而来？孙
志亮给出的答案是——文化。“城市更新、
城市设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城市
的特色、个性，要将文化内容放入有形的载
体中。”孙志亮说，城市设计是新与旧的结
合，兼具传统风貌和时代精神，是文商旅的
融合，要注入文化灵魂。

纵观无锡的文化内容，文字记载多，但
有形载体少。在当年蠡湖新城建设时，建
起了西施庄，它是东蠡湖中的人工岛屿，用
36万立方米土方堆砌而成，命名源于范
蠡、西施泛舟蠡湖的民间传说。紧扣范蠡
西施这一历史人文的主线，庄上修建了春秋
戏台、陶朱公馆、三祖堂议事厅、船舫、绣楼、
夷光茶室等人文景点，再现了范蠡、西施当
年隐居蠡湖的生活场景。同时，西施庄作
为蠡湖的中景，丰富了蠡湖的景观层次。

与西施庄相呼应的是西蠡湖的渔父
岛。相传吴越之战后，范蠡偕西施隐居蠡
湖，在湖边养鱼耕作，期间写成了中国、也
是世界第一部《养鱼经》，范蠡因此被民间
尊称为渔父，渔父岛由此而得名。“原来在
设计之初，国外的设计师给出的方案是鱼
龙岛，我们否决了这个方案，从历史文化中
找故事，才确定了这个地名。”西堤是连接
渔父岛和“群蝶亮翅”景点的景观堤，以西
施命名，是眺望西蠡湖的绝佳处。蠡堤是
利用围湖造田时留下的堤岸改造而成，以
范蠡之名命名。

整个蠡湖，通过设计将范蠡、西施的故
事讲得彻底而生动。蠡湖梦风帆雕塑、水
居苑、高攀龙纪念馆、水镜廊、石塘廊桥等
地标的设计建设中，都在传达无锡的故事、
蠡湖的故事……

解构文化
与历史对话

由一系列形似太湖帆船型钢质
构架和木栈道及百米高喷共同组
成了一幅山水画卷，其背景为太湖
山峦以及宽阔的蠡湖水面，寓意山
水美景与现代气息相融，是集观赏
功能与使用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标
志性景点。如果将景点只看作是
产品，就可以复制，但如果将景点
打造成作品，那就是艺术，它就有
唯一性。

“当抚今追昔时，不光是缅怀过
去的辉煌，更应一起向未来，不光是
欣赏秀丽的湖光山色，更应多一份
责任与担当。”在孙志亮看来，无锡
风光秀美、人杰地灵，而城市规划的
最终落脚点是以人为本，为民造福，
把无锡的山水还给老百姓，让无锡
成为宜居宜业的山水城市。当年，
设计蠡湖岸线时就采用了很多新理
念，比如，留下可供运动爱好者使用
的跑道、自行车道；可供太极、轮滑、
舞蹈等演出、比赛的场地。“城市设
计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生活服务，
不能离开这种肌理。”那么，要如何
扮靓蠡湖新城城市公共客厅形象，
吸引、留住游客，打造有独特个性的
旅游度假天堂？在孙志亮看来，要
不断开拓视野，广泛收集国内外山
水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和典范。同
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梳理和细
化轨道线网、快速路、主次干道、支
路慢行系统等各类交通规划，处理
好内部交通与对外交通的有机衔
接，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绿色交通
及水上交通。

城市主角
是人和他们的生活

城市更新、城市设计是一种温和、友
好的提升。而实现友好的前提，是对环
境、对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友好关
照。蠡湖地区地处太湖风景区周边，在
当年的规划设计中，就试图做到自然生
态与城市有机结合，体现“山城互望、城
湖交融、山水入城”的山水城市空间格局
特色，真正实现“真山真水融入城、生态
林地楔入城、沿河沿路绿绕城”。

比如在环湖路施工时，就最大程度
实现着对环境的尊重，用独具匠心的设
计，使环湖路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林荫
路。“环湖路横断面设计的绿化面积超
过道路总面积的50%。”孙志亮说，在更
新设计过程中，坚持了几条原则：首先，
是坚持路让树，为了保护原路旁的大香
樟树，通过限制车速等措施，车行道宽
度由设计规范的7.5米改为维持现状；

其次，是因地制宜，双向道路不强求设
计在一个标高上，既节约了大量土方，
又使道路在竖向景观上产生更好的视
觉效果；同时，为保护成片香樟和水杉
林，道路中分带绿化出现了8-15米不
等的宽度。

“现在行走蠡湖边，我们可以看到各
种水鸟或飞翔或休憩，山、水、绿化与人
构建了一派和谐共生的场景。”孙志亮
说，蠡湖新城未来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山水城市的典范和样板，打造经
典之作。也就是说要实现“提到山水城
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无锡蠡湖新城”这
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在下一轮的建设
中，必须运用整体性、系统性、连续性原
则，把城市和山林、河湖、农田湿地及文
化等统筹布局、整体规划建设，通过无锡
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逐步实现。

尊重环境
为城市创造更大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