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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金塔、十字街、进贤门……几

代人熟悉的地方，历史悠久；瓦罐汤、

青花瓷、采茶戏……几代人熟悉的

名字，传遍南北。

为 挖 掘 和 传 承 历 史 文 化 ，凸

显和承载城市精神，南昌绳金塔

历史文化街区组建了一支 60 人

的团队，历经 365 个日夜，累计行

程 5 万余公里，足迹遍及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 100 个县（市、区），

探访了超 800 家非遗传承人和

民俗特色项目，深入了解江西

非遗传承和保护现状，吸引一

大批非遗项目入驻，让非遗之

美在省城南昌极具地标意义的

绳金塔街区荟萃绽放。

南昌悠久文化的历史见证——

绳金塔，历经千年而不衰。为了让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

来”，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应运而生。

非遗之美，荟萃历史文化街区

坐落于南昌市西湖区的绳金塔,始建

于唐天佑年间（公元 904－907 年），为江南

典型的砖木结构楼阁式塔，朱栏青瓦，飞檐

飘逸，古朴秀丽。

“竹编手艺我坚持了一辈子，现在越来越

受年轻人青睐。”今年 63岁的李年根是新余市级

非遗项目洞村竹编第五代传人，如今他已经成为

“网红”，收获粉丝 420 余万人，网友和周边乡亲都

称他为“竹编老李”。

“柚子浮捏”这项民间技艺，上饶广丰的祝国

根已摸索 40 余年，他用灵巧的双手不断打磨普通

的柚子皮，创作出一件件艺术品。如今，祝国根已

经掌握了一套柚壳捏花技艺，使得失传的工艺得

以延续。

豫章刻瓷又称釉上刻瓷，是我国特有的传统

陶瓷装饰艺术，形成于景德镇，派生流传于南昌。

第五代传承人李强在传承父辈刻瓷工艺的基础

上，将南昌金属雕刻技艺与刻量技艺有机结合，成

就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

…………

如今，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但

他们接触传统手工艺的机会不多。如何让非遗在

年轻一代手中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众多非

遗传承人的共同心愿。

“为让更多非遗被挖掘、被抢救，焕发新的生

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感受江西非遗精髓，2020
年 8 月，60 人团队踏遍江西，系统梳理江西非遗美

食、非遗演艺和非遗手工艺资源，只为让江西非遗

能在这个千年之地——绳金塔集中绽放。”绳金

塔历史文化街区有关负责人郑琳春表示。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城市综合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内容，绳金

塔历史文化街区挖

掘这种核心竞

争 力 ，体 现

文化自信，通过非遗的演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韵味。

西安永兴坊文商旅有关负责人石先栋表示，

江西山清水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把江西

各地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汇聚绳金塔，目的是

通过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平台，让江西非遗

“走出去”。

目前，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已集纳上百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朝着浓缩原生文化、江西非

遗新名片、赣鄱非遗聚集地的方向迈进。用美食

美景唤醒记忆怀念，用时尚潮流助燃城市激情，借

助非遗和文化，打造可触摸、可品尝、可感知、可参

与的城市文化品牌。

传承创新，让非遗焕发光彩

《江西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提出：尊重非遗世代相传、活态传承的基本文化内

涵，着力保护传承实践、传承能力和传承环境；坚

持守正创新，突破传统思维局限，开展“+非遗”

“智慧非遗”等工作，推动江西非遗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几平方米大小的店面里，琳琅满目的货物被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货架上，在南昌绳金塔美食街，

52 岁的杂货店老板陈文停谈起绳金塔时滔滔不

绝：“我在这里居住 40 余年，绳金塔对南昌人来说

很特殊，一方水土，印在脑海中的浓浓乡情记忆犹

新。”城市街道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这既是过

去南昌人生活的体现，也是南昌历史的见证。

一支毛笔、一张宣纸，用笔尖点出来的拓片令

人惊叹不已，这便是南昌颖拓。“我是因为一次偶

然的机会被发现的，他们三顾茅庐，把我感动了。”

市级非遗项目南昌颖拓传承人黄宾辉谈到绳金塔

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团队拜访他时的场景，依旧很

激动，“我愿意加入绳金塔这个项目，有信心把南

昌颖拓发展壮大，更希望江西非遗走向全国。”

字门伤科推拿疗法是一项流传于江西民间的

传统中医推拿医术，已有 400 余年发展历史，深受

百姓欢迎，遗憾的是该疗法目前在传承上出现断

代现象。宜春字门伤科推拿医术代表性传承人廖

国生认为字门伤科推拿疗法如能继承弘扬，融入

民众健康服务，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多姿多彩的江西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是

一大亮点，其中南昌瓦罐煨汤制作技艺、临川篾编

技艺、抚州浮雕技艺等都能在绳金塔历史文化街

区看到。南昌瓦罐煨汤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中传统技艺目录的代表，在千年发展历史中形

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文化底蕴深厚。

“ 瓦 罐 汤 是 南 昌 极 有 烟 火 气 的 一 种 饮 食 文

化。它体现了一种‘合文化’，就是把所有食材都

合在了一起。”瓦罐煨汤制作技艺传承人余绍武表

示，作为非遗传承人，更应该把南昌瓦罐煨汤制作

技艺展示给全国人看，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南昌

瓦罐汤。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以文为本，以江西

本土老字号与传统美食传承制作技艺组合的方

式，用一场跨越经纬的旅程，将不同的匠心与美味

呈现在大家面前。

据了解，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省拥有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88 项、省级 560 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69 人、省级 612 人；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1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 2 个，数量与青海省并列全国第一。江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取得明显成效。

融合赋能，文旅业态由“活”变“火”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的可见载体，是“活着”

的城市记忆，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变迁。非遗不仅

连接历史和未来，更融合经典与时尚。

今年春节前夕，在南昌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

赶工期、抓进度，到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我在这居住了 60 余年，这里曾经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居住在绳金塔附近的 79岁老大爷石细

来表示，在他的记忆中，绳金塔是一座历经千年的

古建筑，历史悠久，虽然当时附近都是低矮、破旧的

房子，但人气旺盛、热闹非凡。看到正在改造的绳

金塔历史文化街区，石大爷感慨道：“如今这里街道

环境变好了、房子变漂亮了，我希望它越来越好。”

近日，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与香港米其林一

星餐厅新斗记举行了签约仪式，为这座城市的繁

华再添一份光彩。未来，在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

不仅可以吃到江西本地的米粉、水煮、卤味等美

食，还可以吃到长沙臭豆腐、金记糖油坨坨，广东

的鸡蛋仔、肠粉。

“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将涵盖原生文化板块、

城市艺术商业板块、金塔祈福板块、时尚网红打卡

板块、赣派主题民宿板块，将给市民带来更高品

质、更全业态的文旅体验。”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

主要负责人杨萍介绍。

去年 11 月底，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与老舍茶

馆成功签约，此举不仅为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以

“文化商业+旅游消费”的差异化运营模式创新赋

能，更是发扬和共创非遗、传统、民俗的年轻化表

达，让大家在游玩之中感受文化、体验文化、交流

文化，为消费者带来美好生活体验。

延续文脉，非遗保护从城市“再出发”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

遗产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还是城市文明的载体。

“我们大力推进非遗进社区，通过宣纸刺绣等

非遗传承人对历史的讲解，让居民感受非遗的价

值与魅力，激发其自豪感和认同感；通过非遗引

入、培育、活化、传承，结合 VR 科技与中华米粉街

等商业载体，真正让非遗和城市融合。”西湖区系

马桩街道党工委书记江珊说。

“以前的集市、景区吹糖人，别人都以为这是老

北京的手艺，但我要告诉他们这是南昌本地的技

艺。”市级非遗项目溪霞吹糖人传承人熊传发说道，

“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

展示平台，可以让外地游客了解南昌本地非遗。”

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绳金

塔项目主要依托绳金塔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

持保护与开发并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挖掘和

传承、城市精神的凸显和承载，不断充实、丰富、完

善、活化景区内涵，发挥文化特色和优势，塑造文

化品牌，展示景区魅力。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

不成也。如今，绳金塔这座千年古塔正在焕发新

姿。当地政府围绕绳金塔周边商圈，依托绳金塔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设具有“唐风宋韵”历史

建筑群，引进民俗文化体验、公益博览、“文商旅”

融合、娱乐休闲等业态，倾力打造文化街区、艺术

街区、金塔街区、网红街区、民宿街区，以及展现南

昌民俗文化的情景式消费街区，再现老南昌的文

化记忆。

历史文化街区 让非遗活力荟萃
本报首席记者 邵 平 本报记者 罗彩华

非遗保护
要加快融入现代生活

构建江西非遗高质量发展格局，彰显

江西非遗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推动江

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就要系统

性谋划江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学会在顺

应时代发展大势中传播非遗。要努力创

新非遗宣传形式，实现非遗在现代社会中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助推我省非遗

“走出去”。

江西非遗要丰富非遗保护传承方式，

加快其融入现代生活步伐。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实施江西非遗进景区行动，

推出一批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研学项目等，

稳步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要加强“非遗小

镇”、非遗特色街区建设，继续做好江西传

统表演类非遗创新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提高江西传统表演类实践频次和展演

水平。

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立，就是用

社会力量做好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创新实

践。该街区的建立，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产品生产、流通、销售过程中产生经济

效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使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传承。

江西省非遗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程 明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

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

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

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是

城市记忆的物质留存，是人民群众乡愁的

见证，是城乡历史底蕴和特色风貌的体现，

具有不可再生的宝贵价值。

截至去年底，全国历史文化街区总量

达 1200 余片，与 2016 年底相比数量翻番；

历史建筑总量达 5.75 万处，增长近 5 倍。下

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申报工作，常

态化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普查

认定。

近年来，全国各地充分利用文化空间，

保存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积极开展历史文

化街区的修复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

果。如福州三坊七巷，已深深融入市民生

活，也成为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会客

厅”、闽都文化的“展览馆”，连续多年游客

年接待量超过 1000 万人次；广州永庆坊始

终坚持文化引领，以“绣花功夫”打造沉浸

式岭南时尚街区，不断延伸老城活力半径，

今天的永庆坊正从网红打卡地朝着广州文

化新地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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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

铸文化之魂、强文化

之基、兴文化之业。

当前，我省正在加快

建设更具创造力、创新

力、竞争力、影响力的文

化强省，积极探索符合江

西实际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简称非遗）传承发展

新理念、新方式，构建了

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体

系，初步建立起具有江西

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发展体系。

其中，大力推进让历

史文化遗产“活起来”，通

过打造历史文化街区，让

非遗与现代城市有效融

合，将赓续千年赣鄱文

脉、令人惊艳的江西非遗

进行深度发掘与传承，成

为推动江西非遗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

实践。

围绕绳金塔周边商圈建设中的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

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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