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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面孔

4 月 23 日—26 日，中宣部组织
中央和地方记者在浙江开展“探访
古建筑老街区”集中采访活动。来
自中央、省级和行业类20余家媒体
的90多位记者编辑，分两组赴杭州、
湖州、嘉兴、绍兴、衢州、丽水等6个
设区市深入采访报道。

我随采访团队先后调研采访了
清河坊历史街区、崇仁古镇老街、安
昌古镇、小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南浔
古镇、西塘古镇等地。

集中采访采什么？根据报道安
排，此次采访活动旨在讲述城市有
机更新过程中古建筑老街区寻找新
动能、焕发新活力的故事，展示古建
筑老街区承载的文化和文脉。

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我们
看见一众非遗老字号品牌和各类非
遗项目，古朴的市井气和焕新的潮
流风、现代与古典，在这条街区相融
共生；在崇仁古镇，我们实地探访了
保存完整的宗祠、民居、店铺，走在
静谧的街巷，感受缓慢的生活节奏，
聆听石门里飘荡的当地居民自发编
排表演的越剧；在湖州吴兴小西街
历史文化街区，我们见证了当地以
绣花功夫做好老建筑保护修缮的成
果，以及老街活化利用的范本；在名

满大江南北的西塘古镇，我们身临
其境感受平民文化与儒商文化交相
辉映、文气与商气融凝合一，还有古
镇那“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
建筑、现代的人”……

这些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镇老
街，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江
南山水间，古拙中透着灵秀。它们
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
个缩影。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之一，浙江拥有“万年上山、五千
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的厚
重历史，古迹遗存、文献典籍等文化
资源更是灿若星辰。

在浙江，古建筑老街区当然不
止这些。而在更广袤的中华大地，
这样的古镇老街更是不知凡几。它
们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活化利
用传统文化的平台。

我们此次走访的古镇老街，普
遍坚持修旧如旧、以用促保、坚决摒
弃大拆大建的简单粗暴做法。如杭
州清河坊历史街区，秉持微改造精
提升原则，在有机更新过程中嵌入
各类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博业态，丰
富市民游客文化体验。在老街，烟
火气、市井气、典雅风，处处可闻可
见；在古镇，“从前慢”和旧时光不再

停留在互联网怀旧风中，而就在当
地居民的柴米油盐中、吃穿用度里。

此次集中采访，我还有幸结识
了一批热爱传统文化，并用实际行
动守护传统文化、传承文脉的人。
在崇仁古镇，见到了“故事讲述人”
导游吴虹；在清河坊历史街区，认识
了宋韵文化传播者赵群伟；在小西
街，偶遇剪纸技艺传承人沈燕丽；在
西塘古镇，遇见盘扣技艺传承人彭
利华……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守护
的传统文化、技艺中，我深切感受到
传统文化就在身边，历史从未远去，

也见证了如何以文弘业，续写古镇
新事、老街新传。

4天行程紧锣密鼓，节奏快任务
紧，但深入一线、走进现场也更容易
触发思考。每当行走在屹立数百年
乃至上千年的古建中，漫步在一代
又一代人走过的老街上，看到那些
穿越时空的技艺依然在传承、被应
用，不禁自问，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如
此厚重悠久，靠的是什么？在当下
又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人在根本上是文化
的产物。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每
一个中国人，文化早已悄然融入我
们的一餐一食、言传身教、日用常
行，润物无声地塑造了我们的精神
气质和文化品格，日用而不觉。文
以化人，人能弘道，文化塑造了一
代代人，一代代人传承着文化，生
生不息。

滴水可以见沧海，抔土可以见
泰山。一座建筑，一条老街，是空间
实体，更是文化载体。走在老街上，
走进古建中，也是走在历史里。人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
的未来，知所从来，才能更好走向未
来。我想，这或许是文化在当下最
重要的意义。

到老街古建中寻找新动能
□《浙江日报》记者 陈黎明

作为一名文化新闻类的新人记
者，非遗对我来说是陌生领域。初
遇非遗，我便发现，一段戏曲展
示、一种刺绣针法、一项小吃制作
技艺、一首曲艺表演……都是它的
表现形式。不同于文物等物质文化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具体的
物质载体。这也意味着，非遗常常
是“无法触摸”的。正因如此，我
几乎只能通过与非遗传承人打交道
的方式，走近、感受，再触摸。

从传承湖南杖头木偶戏的八旬
老人谭奇书到湘绣鬅毛针第五代传
承人、“90后”彭娟，这些非遗传
承人同我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感
谢关注”。这句话，可能不过是一
句普通的客气话。但在我看来，无
论是非遗本身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
展，还是传承人的经历与生活现
状，都需要被看见、被关注。他们
的手艺、技能、本领，往往是他们
坚持了或者将要坚持一辈子的事
业，也是文化珍宝。所以我想，我
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立夏后，我来到了湖南省耒阳
市蔡伦纪念园，见到国家级非遗竹
纸制作技艺 （蔡伦古法造纸技艺）

的省级传承人梁成富。他个头不
高、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笑起来
皱纹里夹着朴实和善意。一问，竟
然与我父亲年纪相近，可他看上去
比我父亲要苍老一些。在与他聊天
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蔡伦古法造纸
不仅是一个极耗体力的技艺，还面

临着缺少年轻传承人的窘境。
采访过程中，我跟着梁师傅上

山砍竹，再看他剖竹，整理成捆。
十几米高的竹子与身高不到一米六
的梁师傅“同框”，画面让人有些
震撼。我尝试用双手抬起刚被砍倒
的竹子，压根抬不起来，他却用单

肩快速托起，竹子似乎已然变成了
一张轻飘飘的纸。

从备料、沤料、捣料到抄纸、
分纸，大大小小几十道工序，年复
一年，不知疲倦。除了思考如何创
新、继续精进造纸技艺，梁师傅还
在忧心下一代非遗传承人如何生
存、非遗项目如何接续发展等问
题。至于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痕迹，
他浑然不知。但谈到与蔡伦造纸有
关的故事时，梁师傅又滔滔不绝，
眼里装满了星光。

这种星光，我还在湖南皮影
戏国家级传承人李桂香眼里看到
过：她拉着一个行李箱，如数家
珍般介绍从艺以来用于表演的皮
影；还在浏阳花炮制作技艺国家
级传承人钟自奇眼里看到过：讲
述他创办烟花公司、成为行业标
杆人物的传奇人生；还在长沙花
鼓戏省级传承人胡建忠眼里看到
过：凭借对舞台的热爱风雨无阻
地唱了近 40 年戏……非遗此刻在
传承人身上有了具象。

他们是行走的传统文化传播
者，欢迎所有关注的目光。与他们
面对面，我总是热泪盈眶！

走近非遗，触摸文化珍宝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雪怡

要把一项政策10年的成果浓缩
成一段 8 分钟的视频，难免会有

“流泛”之弊，10年间，山东文化
“两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成效显著：拥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项目 8 个，国家级名录
186 项 （列全国第二），省级名录
1073 项，国家级传承人 88 名，省
级传承人 421 名。与 10 年前相比，
省级名录项目新增近2倍，省级传
承人数量近乎翻番。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大高
地，山东是最早践行文化“两创”
的大省之一，10 年之变，备受关
注。尽管媒体融合之下，记者普遍
具备了采、写、拍、编技能，但报
系出身的我们，在接到要拍一部展
现10年跨度的新闻纪录片时，激动
之余仍难掩忐忑。

为了做好这次报道，我们临时
组建团队，并大胆实行“专家”负
责制，即发挥团队成员各自优势，
对报道进行条线分工后由各条线

“专家”担任总调度。经过研讨，
我们确定出5条线：张召兴和刘芝
杰负责纪录片总体策划把关，李亚

平总体负责纪录片一应导演制作事
宜，张子良总体负责一应拍摄事
宜，李振兴总体负责一应采访事
宜，刘斐总体负责联系对接一应采
访事宜。

对报道对象的选择是重中之
重，为了更真实有效地反映山东文
化“两创”成果，我们用了半个月
时间，对全省非遗项目进行了逐一

筛选，最终将非遗传承人划分出4
个发展阶段，并从中各选取一位代
表作为报道对象。

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
慢慢发现，真正的困难，远不止于
此。文化“两创”的10年，也是非
遗传承人“精彩纷呈”的10年，中
间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动人故事
不胜枚举。当4位传承人全部采访

完，积累的素材已经超过500G。
按照原定思路，我们制作了一

周，中间调整不下20次，但仍旧没
能达到预期效果。眼看交稿时间已
经逼近，我们也曾想过，就这样算
了。但看着片中一位位传承人的故
事，不甘之心感同身受：我们又何
尝不是在“守艺”？如果不能将他
们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如果做出
的片子无法代表山东文化“两创”
的10年，我们对不起自己身为记者
的责任。

于是，在交稿前一周的晚上，
我们开会讨论，最终决定，放弃常
用的同期声介绍，借鉴群像剧的表
现形式，用我们纸媒记者最擅长的
方式，用人物各自的故事作为逻辑
链条，以蒙太奇手法将传承人的故
事一一呈现。

当片子制作完成时，我仍记得
采访中非遗传承人杨涛说的那句
话：“仿佛又重新活了一遍，真希
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能唤起更多
人对非遗文化的重视，让非遗传承
再上新高度。”

（本版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从手艺到“守艺”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张召兴 李振兴

2024 年以来，随着 《文化
中国行》专栏在《河南日报》的
推出，我有幸和同事们一起先后
参加了该专栏中的“主根主脉看
河南·行走大遗址”大型系列融
媒报道、“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文物探源集中采访活动等，在郑
州、三门峡、洛阳、开封、商丘、漯
河等古都名城，深入大遗址考古
现场、博物馆，通过实地调研、集
中采访、交流互动等方式，深入解
读大遗址的丰富内涵，全景式感
受河南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作为一名从事文博
考古报道近30年的老记者，我深
深地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脉
动愈发强劲有力。

按照《文化中国行》栏目的
总体要求，河南日报社集结全社
之力，在该栏目推出“主根主脉
看河南·行走大遗址”大型系列
融媒报道，展现大遗址保护利用
的“河南模式”，吸引更多的海
内外游客在行走河南中触摸历
史、感知文明、滋养精神、读懂
中国。

在贾湖遗址，我们看到恢复
的远古景观与新建的博物馆融为
一体，仿佛能听见鹤鸣九皋的回
响；在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感
受到仰韶玫瑰花开中国。

在采访中，我也切身地感受
到，加强“阐释”在大遗址保护
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遗产既要“守得住”，
又要“活起来”。加强大遗址的
考古研究工作，将考古研究成
果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全过
程，是一种阐释；建设遗址博
物馆、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大
遗址真正“亮”起来、“活”起
来、“用”起来，为当代人的生
活带来更多的美好，是一种阐
释；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宣传

报道考古发掘成果、考古遗址
公园活动也是一种阐释。立体
的阐释让冰冷的遗产变成群众
有温度的美好生活。

在“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文物探源集中采访活动中，我
感 受 最 深 的 是 ， 科 技 让 文 物

“活”起来。“亭台楼阁、勾栏
瓦肆，转眼间金戈铁马、烽火
连天，紧接着滔天洪水如猛兽
扑面而来……”3D 动画 《古马
道》 用光与影的奇幻组合为游
客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开封
城墙古马道博物馆在充分保护
现有三层马道的基础上，结合
遗址立面和古迹地面，打造沉
浸式实景数字沙盘，并利用虚
拟现实技术，实现裸眼 3D 效
果，让游客站在遗址之上，直
观感受遗址全貌并了解其“前
世今生”。探秘之旅、考古体
验、钻木取火、植物锤染、陶器
工坊……青少年在大河村打开了
观察先民远古生活的一扇窗。

保 护 是 基 础 ， 阐 释 是 路
径，目的是赓续历史文脉、谱
写当代华章，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在行走河南中
读懂中国
□《河南日报》记者 张体义

贵州因文化而多彩，因多彩
而自信。

长征在贵州迎来伟大转折，
红色剧目 《红飘带》《伟大转
折》 以文化融合科技的创新形
式，展示着这方水土上绵延赓续
的红色基因。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贵州因各民族和
谐共生衍生出多姿多彩的“文
化千岛”景观，犹如一部雄壮
明快的交响诗，承载着深沉的民
族记忆。

苗族的刺绣、蜡染，侗族的
木构建筑、侗族大歌，布依族
的酿造工艺和音乐艺术，土家
族 的 舞 蹈 和 山 歌 ， 水 族 的 水
书、马尾绣和端节，彝族的节
庆和太阳历，瑶族的绣花工艺
等，构成了风情与风俗相融、
风物与风尚交错的绚丽画面。

黔东南苗年、侗年、姊妹
节、鼓藏节等民俗节庆吸引国
内外游客相约奔赴；黔南写有
水族文字的帷幔在风中飘扬，
被称为“刺绣中的活化石”的
水族马尾绣惊艳世界；毕节火
把节传递着彝族人的火热与激
情；黔西南“八音坐唱”让人

体验布依族文化的浓郁风情。蜡
染、刺绣、银饰等非遗制作技艺
更是穿梭古今，熠熠生辉。

……
时空流转，岁月更迭。我看

到这片土地上孕育的红色文化、
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和屯堡文化
等历史文化，累积成厚重的文化
瑰宝，诉说着黔贵大地的历史与
今天。

文化多元带来贵州的丰富
性，也让贵州人有着更多的文
化自信。“村超”“村 BA”的火热

“出圈”向世界展示着贵州人的
快乐与纯粹。在“村超”球场上，
榕江的每个村都以无比自信的
姿态展示着他们的文化，采访
之外，我看到出嫁的姑娘在得
知娘家人要上场巡游时，便翻
找出自己的盛装，邀约三五同
事从贵阳赶回榕江，美丽而自
信地走在绿茵场上尽情展示，
为村里的足球队加油助威；台
江“村BA”的热情从“挤”就能
感受，在一次采访中，我和 10
多年未曾相见的同学约好在
场内会合，直到篮球赛结束也
没见到他，虽说是本地人，他
也只能苦笑实在“挤”不动。

我虽不是贵州人，却在
10余年对文化的采访中被贵
州人质朴的性格感动。我曾
因采访走进正安县土坪镇华
尔山，那里因为居住位置高、
交通条件差，原生态苗寨文
化保存十分完好。采访结束，
热情的绣娘邀请我们体验踩
山节，村小学的老师拿上芦
笙，绣娘们身穿盛装三五成
群来到华尔山山顶，阳光
下，苗绣盛装格外耀眼，在
芦笙的节奏中，绣娘们个个
舞姿翩翩，跳出幸福生活
的甜蜜模样。

贵州因“多彩”更自信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编者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更好地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各媒体纷纷推出了

多维度立体式报道。本期《传媒面孔》约请5位省级党报记者，请他们分享在采访报道中的感受与思考。

5月15日，湖南省耒阳市蔡伦纪念园内，胡雪怡（左）采访蔡伦古法
造纸技艺省级传承人梁成富。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持 摄

张召兴（左）与李振兴在采访结束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