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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围炉煮茶”成为
新颖的社交方式，不仅网友纷纷
效仿，在一些民宿、餐吧等场所，
这种“仪式感消费”还成为新的热
点现象。（1月9日《工人日报》）

一炉火、一把壶，红薯鲜橘、
桂圆蜜枣，再加上三五好友，聊得
亲热、饮得畅快。这样的美好时
光，想象一下都很快乐。“围炉煮
茶”走红社交平台，大概正是因为
这种颇有仪式感的休闲方式，暗
合了当下国人重视文化传承和真
诚社交的精神需求吧。

而且，这次年轻人成为推动
“围炉煮茶”重归时尚的主力。在
他们看来，“围炉煮茶”品的不仅
是茶味与美食，更是亲情友情相
守、岁月静好的身心体验。三年疫
情，许多人无法远游，也少有亲朋
聚会。然而，这只会令我们更加珍
视人间烟火味，在年轻人中兴起
的近郊露营、围炉煮茶等休闲场
景和消费方式，也正是他们在时
代变迁中努力保持“生活的诗意”
体现。

“围炉煮茶”，不仅体现了年
轻一代对情感交流和优游时光的
渴望，还反映着他们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理想文化人格的向往
之情。

“围炉煮茶”古已有之，历来
是中国人寄情抒怀的赏心悦事。
无论是反映唐代宫廷女子生活的

《宫乐图》，还是宋徽宗等所绘《文
会图》，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古人
以茶会友、品茗欢聚的传统。这一
生活场景里的文化意味，早已如
国人对“松竹梅兰”拥有独特感情
一样，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之中。

曾几何时，饮茶是中老年人
喜欢的生活方式。如今，年轻一代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和向
往，一点不比父辈祖辈少。与传统
的“围炉煮茶”相比，年轻人确实
热衷于奶茶和咖啡，他们现在通
过“电陶炉替代火炉”等创新方
式，重新完善和定义着新时代的

“围炉煮茶”，甚至以此掀起新的
消费热潮——这难道不算茶文化
在当代生活场景下，可贵而美好
的传承与发展吗？

这样的“围炉煮茶”，创造了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奇妙融合的
全新场景，在传承中留下时代的
烙印，于行动中培养起传承的自
觉。或许有人还在议论，这一行动
究竟是盲从游戏还是对商业炒作
的迎合，但不要忘记，“围炉煮茶”
重新流行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
这一场景中凝聚了诸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由这些元素创造
出的氛围，令年轻群体如此着迷，
从中也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民族
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自信——这
才是“围炉煮茶”的茶香之外，年
轻人更留恋和喜爱的中国味道。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华民族
对茶的历史和文化有独特贡献：
不仅认识到“茶之为用，味至寒，
为饮最宜”，更将“饮茶”当作一种
精神生活的展现与延伸。陆羽在

《茶经》中说，饮茶之人须是“精行
俭德之人”，且提倡克制、诚朴，

“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
也”。这正与中华文化风骨高洁、
情致清雅的追求一脉相承，乃是
茶文化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
也是当代“围炉煮茶”吸引年轻人
的原因。

“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
斗晴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
汤沸火初红”，中国茶文化传统反
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理想
愿景。去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围炉煮茶”也日渐
成为时尚，这代表着中华古老传
统技艺与习俗，正在走入我们的
生活，呼唤更多人加入。蕴含在古
老非遗技艺、民间习俗里的文化
意义和精神特质，自然而然地会
在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承，并赋予
更多时代生命力。

■文旅融合，讲好文化遗产背后
的“中国故事”

当“传统”遇到“现代”，“文化”遇到“旅游”，文
旅融合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何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让古老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旅途中“活”起来、

“火”起来，成为一道崭新的时代课题。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

承载，是国家大遗址保护、考古学成果集中展现的
重要方式。早在 2017 年，地处张家口的元中都遗
址入选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成为河北省历史
上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截至目前，我省共有4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3处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立项名单”。

省政协委员、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唐考古研
究室主任张春长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属于自
然和文化要素的结合体。自然与文化共同纳入展
览场域之中，打破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分立和空间
局限。在展示田野考古和文物修复等流程及成果
的同时，推出一系列丰富的展览和活动，使沉寂的
遗址和文物“活”起来，走进百姓生活，升腾烟火
气息。

除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外，很多文化遗产同
时也是著名旅游休闲景点。在文旅融合过程中，如
何把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张春长委员表示，新时
代文物工作方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是把握保护和利用关
系的总方略。利用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延续，是文物
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没有利用，文物就弱化了活
力和惠及民众的效果。应当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
法治化，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守
得住，又活起来。要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有效
利用”，就是在凸显文物的历史、美学、研究、教育
等本质特征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公序良俗，并
无媚俗、轻慢或有损文物尊严的前提下，与教育、
科技、创意、旅游相融相促，和谐共生，充分发挥文
物作用，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随着考古学不断扩大视野，从单纯地揭
示过去、探索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一般规律，开始强
调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关注人与遗产的关系、遗产
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张春长委员建议，应该以宽
广胸襟、开阔视野和长远眼光，把文物资源放在整
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来思考，突破现
代属地的局限。让文物“活”起来，不但有效提升遗
址所在地自身的知名度与存在感，让当地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熏陶；还要具有前瞻性，
通过深入发掘遗址考古研究潜力提升吸引力和辐
射力，探索赋能周边区域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才能
使文旅融合充分发育，真正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
最大限度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意义。

“诗”与“远方”携手，彰显着文化和旅游相伴
而生、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代表着大众从浅层观光
到深度文化体验，从简单看风景到感受历史文化
底蕴的转变。因此，深入挖掘阐释利用好文化遗产
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对于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省政协委员、省工艺美术研究院院长
曹郁，持续为中山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及利用建
言。今年省两会，他再次提交提案——《关于推动
中山国文化高质量利用发展的建议》。曹郁委员认
为，当下大众对于旅游的需求早已从“打卡式”观
光过渡到追求美景美食和历史人文的全方位体验
阶段。目前，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馆址选定、概念设
计方案、考古勘探等工作已经完成，但未来还有很
多工作需要做。比如打造中山国文化产业园区，建
设集美食餐饮、文化演艺、数字游览、研学教育、特
色街区等为一体，多板块相互支撑的产业发展布
局等，提供更多优质的中山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同时，他建议，构建线上线下立体传播新矩阵，
通过开展中山国文化论坛、义务宣讲、进校园等活

▼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
长城现云海景观。

新华社发（周万平摄）

动，持续推动宣传，让更多人了解与认同中山国文化；
立足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深挖中山国文化并
创新研发生产创意衍生品等。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工程，文旅融合是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题中之义。近年来，我省在推动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
北段）建设过程中，依托沿线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激活各类资源要素，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沉睡的历
史文化资源“活”起来。

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正在紧锣
密鼓地向前推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暂定名）将
于今年与游客见面。近日，该馆面向全球发出征集文
物展品的倡议。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过
程中，我省高品位打造长城河北段品牌形象，成功举
办 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深入
推动长城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培树了以“长城
脚下话非遗”为代表的标志性品牌活动、以“长城之
约”为代表的中国长城旅游市场推广联盟宣传推广系
列活动等；策划推出金色长城、红色长城、绿色长城、
多彩长城等 4 大主题 12 条精品线路，以深度文化体
验、研学等形式生动传承弘扬长城精神。

2022 年 4 月 28 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
全线通水。同年6月24日，大运河京冀段62公里实现
互联互通；9月1日，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
旅游通航，“一船明月过沧州”的盛景再现。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契机下，长城、大运河
等见证历史沧桑的文化标志焕发时代的生机活力，烙
印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头。

■非遗“活化”，赋能特色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

内画、定瓷、石雕、土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接
着传统与现代，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又是地域
文化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省各地通过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这些文化瑰宝，开拓产业发展路径，将丰富
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的精神动力与物质支撑。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公示了“非遗工坊典型
案例”推荐名单，我省的“定瓷烧制：让传统技艺成为
致富手艺”“衡水内画：走出传统工艺赋能乡村振兴的
新路子”“赞皇土布：好手艺带领妇女就业增收”“曲阳
石雕：雕刻就业创业的幸福画卷”“黄骅面花：面花里
的脱贫滋味”等6个案例入选。

“河北是传统手工技艺的富集地。近年来，我省不
断探索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模式，会同相关部门
深化建设非遗工坊和传统工艺工作站，以非遗人才培
训、非遗衍生品开发为突破口，让传统工艺保护传承
助力乡村振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负责人
王蓉蓉介绍，截至2022年11月底，河北省共建设非遗
工坊 572 家，设立了 8 个省级传统工艺工作站、10 个
省级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试点，每年线上线下传统手工
技能培训约 14.7 万人次，建立了超过 600 家网络店
铺，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历史的天空下，各地非遗文化灿若星辰，乡村更
是优质资源的富集地。但目前我省还存在传承人群、
从业人员队伍相对较小，部分非遗项目的利润空间有
限，收入参差不齐，非遗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单一，需进
一步拓宽市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遗始终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是乡村振兴路
上的助动力。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探索，推动非遗与更
多领域跨界融合，让古老非遗焕发出新的生机。”王蓉
蓉介绍，接下来，我省将建立河北省传统工艺高质量
发展目录，以项目为重点，加强传统工艺项目的产品
设计、品牌培育和市场销售。支持非遗项目与高校或
科研机构合作，建设 8 个省级传统工艺工作站。到
2025年，每个传统工艺工作站每年至少推出5件适销
对路的文创产品，培育100个非遗创意品牌。同时，加
大培育传统工艺品牌的力度，加强品牌建设，让河北
传统工艺品牌的名片越来越亮。

“河北是文化大省，也是民间文艺资源大省。调查
显示，河北民间艺术种类有75类，共计194种，它们充
分彰显了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并且已经成为唱响
河北声音的重要资源与品牌。”中国民协顾问、省民协
名誉主席郑一民认为，民间文化艺术是品牌，也是形
象；是产业，也是精神，不但催生了特色文化产业，也
拉动了城乡就业。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我省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河北省燕赵老字号、古代贡品普查认定
工程，共认定521个燕赵老字号、22项古代贡品。该工
程极大提升了民间世代传承的文化艺术、手工技艺等
的知名度、美誉度，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助力乡村
振兴。

一个“燕赵老字号”就是一个文化品牌、一张地方
名片，要不断助力优秀民间文化艺术、手工技艺更好
地融入社会、融合生活、融入产业。郑一民介绍称，邢
台任县双仙里手工老粗布手工作坊在参评燕赵老字
号时，只有 7台织布机，被认定为“燕赵老字号”并挂
上牌匾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发展到31台织布机，产品
供不应求。“‘燕赵老字号’的作用，就是给传统工艺品
插上腾飞的翅膀，让更多人了解并欣赏，继而服务社
会，使它由小作坊成为大产业。”

■文创“破圈”，传统文化与时代元素
不断结合

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尽劫波从未中断，传统文化薪
火相传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当下，传统文创产品频
频“破圈”走进大众生活，其背后就是传统文化与时代
元素不断地结合及创新创造。

省政协委员、易砚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韩
金宝，已经从事易砚制作30多年。随着现代砚台的实
用型功能逐渐弱化，观赏和收藏成为主要功能。作为
河北省砚雕行业协会会长的他渐渐意识到，如何让古
砚制作技艺符合现代审美，成为砚雕行业发展面临的
一个重要问题。

“易砚是古老的砚种，在新时代，易砚发展需要紧
跟时代步伐、打破固化思维，进行改良、创新，创作出
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砚雕精品。”韩金宝委员说，近年
来，他在吸收传统技艺手法的同时，不断尝试创新和
探索，研发生产出以“燕赵文化”为题材的系列“易水
石”砚台、茶具、石雕摆件。将历史文化符号融入实用
的砚台、茶具、石雕产品中，才能让易水石古砚新品

“破圈”走进百姓生活。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非遗技艺“潮”起来。近

年来，我省大力实施传统工艺品牌扶持计划，不断尝
试将时尚和实用融入非遗，推动相关非遗产品的创新
研发。衡水内画工坊研发内画酒具、水杯、茶叶罐等
150多项内画新品，并获得8项国家专利。武强县积极
研发武强木版年画新产品，先后开发出高档轴画、镜
画、瓷盘、刺绣、折扇、高档变色紫砂杯等多种形式的
年画产品，成为衡水的文化旅游新名片……

坚持创新引领，实施数字赋能。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不断激发传统文化的“再生”活力，助力传统文
化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让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出蓬勃生机。

用手机登录河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在“河博微
课堂·3D赏文物”栏目中扫描二维码，就能全方位多
角度观赏众多珍贵文物的三维模型，720 度旋转拖
动、放大或缩小观看纹饰等细节。近两年，河北博物院
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文物资源数字化建设，让更多沉睡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为公众提供丰富的文博
资源服务。包括为公众提供 PC 端、移动端多平台文
物数字化虚拟交互体验服务；实施“河北博物院珍贵
文物数字化保护与提升项目”“河北博物院重点文物
数字化保护与展示传播项目”；积极推进藏品数据信
息公开共享，公布67650件文物数据，提供10000件藏
品文物图片下载服务等。

“数字化技术与文物藏品的碰撞，必将为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注入新的活力。”河北博物院副院长
王然认为，实体文物数字化可以使文物藏品中蕴含的
优秀文化信息得以永久性保存，并促进文物的永续发
掘和转化利用。很多文物藏品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
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文化创意产品，让
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时代价值。接下来河北博物院
将积极申请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和省有关部门资
金项目支持，持续加强革命文物、珍贵文物数字资源
建设，让文物在数字化中“永生”。同时拓展三维展示
互动、VR/AR 体验等交互方式，持续推动数字博物
馆建设，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构建沉浸式数字
化展示体验空间。

张家口蔚县古称蔚州，曾是古“燕云十六州”之
一，自古便为京西重镇，历史上有八百庄堡八百戏楼
之说。蔚县博物馆展厅，“中华文明的根脉——蔚县三
关人”“肇建蔚州古城”两组大型数字化多媒体展示格
外引人瞩目。“我们在陈列展览、收藏保管、科学研究
方面都采用了数字化技术。”省人大代表、蔚县博物馆
讲解员王艳萍介绍，近年来，蔚县博物馆越来越重视
文物音视频产品的生产。除了展厅内的数字化展示之
外，在文物藏品保管工作中还利用数字化采集200余
件馆藏珍贵文物信息，建立永久数字档案，满足文物
保护、修复、研究、文创开发、展示等需求。

作为闻名遐迩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蔚县数量庞
大的古城堡、古民居、古戏楼、古寺庙，使得这里成为
名副其实的古建筑博物馆。然而，不可移动文物因长
期处于自然环境中，避免不了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损
坏。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积极改变着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和利用的现状。

蔚县当地众多古村堡中分布着 300 多座内有壁
画的寺庙，年代涉及辽、元、明、清、民国时期。王艳萍
代表介绍，2019年至2021年，河北博物院组织专业人
员，对蔚县壁画进行了大普查，河北省文物局在普查
基础上，2023 年将安排专项资金对蔚县壁画进行数
字化保护，包括对蔚县壁画现状进行全面数字化记
录；实现文化遗产的云数据采集，以及互联网管理、保
护、展示，积极推进蔚县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

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更
是未来的。我们沿着历史脉络发掘、保护它们，并推动
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释
放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助力乡村振兴，走进百姓生活，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构筑起强大的文化支
撑，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河北省两会正在召开，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强化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抓好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长城文化
旅游带、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等建设”。
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到2027年，
文化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燕赵大地上，数量众多的文物记
述着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浩如烟海
的历史文化遗产展示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成果，它们不仅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弥
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助
力乡村振兴，打造“出圈”文创……近
年来，我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全
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并取
得了显著成果。如何让历史文物和非
遗项目接续传承、历久弥新？如何让历
史文化资源“活”起来、“火”起来？我们
围绕相关话题采访了部分参加省两会
的代表、委员，以及业内专家学者和文
化部门管理者，共同探讨新的时代背
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