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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沿线乡村提供创意设计

广东清远连州古道毗邻广西和湖南，自古便是三
省边界重要的商贸通道，是古代修建的中原进入岭南
地区的南粤古驿道之一。今广东境内的古驿道自秦代
起修建，至明代建成“三十里一驿、十里一铺”，最多
时有驿站约 80 个、驿铺超过 900 个，有连接中原文
化、民族迁徙的秦汉古驿道，反映海洋商贸、侨乡文
化的北江、珠江口古驿道等11条线路，具有文化多样
性的特点。近 100 多年来，现代交通工具及铁路、高
速公路的兴建使得南粤古驿道远离了文明的发展。因
为长期与外界隔绝，远离现代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
反而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其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
资源的“原真性”。

为发掘、保护利用古驿道沿线的文化遗迹，2017
年，由广东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体育局、省旅游
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举办的首届南粤古驿道
文创大赛拉开了帷幕。与一般设计比赛不同的是，主办
方并非专业设计机构，而是政府部门。比赛在驿道沿线
设置站点，组织参赛者们前往实地考察，与当地村镇
委组织者、村民交流沟通，以解决当地乡村振兴实际
问题为出发点，自行设定作品主题及形式。在连续举
办多届后，比赛吸引了省内外十余所高校师生积极参
与，参赛者们通过实地调研，将南粤古驿道沿线的人
文历史价值观内化于心，将调研问题外化为自己的文
创作品，产生了一系列极具创意的设计，包括村边的
公交站亭、农产品的包装、民宿改造、留守儿童写真集
等，为当地生产生活贡献了丰富的文化创意设计方案，
展现了沿线古村落多彩的民俗民风与现实境况。

这几年，作为“三师”志愿者 （2014 年 9 月以
来，广东省启动由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组成的

“三师”下乡志愿服务活动，以多种形式参与古驿道保
护工作），笔者与团队在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中也做了
一些探索。

钱岗村是一个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古村，建村之
祖为南宋名相陆秀夫之孙，历经宋、元、明、清、民
国，保持了古而不拙的风貌。我们通过 VR 虚拟现实
技术，在保存古村落样貌的基础上，用“无人机航
拍”实地拍摄了古村原貌并制作了全景视频，用 126
张照片还原了清代广州珠江沿江二十里地景色的“珠
江江城图”三维图，实现了在智能手机终端 360 度浏
览、分享古村落。我们希望借助互联网的传播，跨越
时空界限、拉近民众与古村落的距离，隔空领略文物
古迹的原真性。

红头船是古驿道水道中典型的广船样式，油刷朱
红色、船首尾皆翘、船鼻宽大、船头两边画黑白眼
睛，因清代潮州府 （今潮汕地区） 从事远洋贸易而闻
名，在清十三行的古画、古船模中多有记载。上世纪
70 年代，潮州樟林港遗址附近发现 2 艘清代红头船。
我们以手工立体卡片的方式设计、还原了船体结构及
装饰，通过手工纸模的裁剪、拼装组合，立体还原红
头船的构造。立体卡片作为少儿了解红头船文化的教
具，为孩子们所喜爱。

广彩纹章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之
一，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我们创作
了《纹章瓷三色绘本》，以三原色眼镜的科学原理，让
孩子们通过滤镜观察同类色纹章瓷中的装饰纹样。在
不同颜色反映出来的纹样中，介绍纹章瓷的相关知
识，例如瓷盘中宝相花的边纹特点和寓意、盘心欧美
纹章中盾牌的来历、箴言中体现的人生信念等，帮助
民众加深对南粤文化、海丝文化的再认识。

参与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的学子们，在实践中走
进乡村古驿道，感受昔日光辉与今日之现状，心中的
社会责任感被唤醒。他们通过文创作品实现自身价
值、奉献社会，影响周围的同学朋友。文创大赛的获
奖作品由副省长颁奖，大赛作品在广州中心区、古驿
道的村落站点布设展览，将文创作品送到了村镇的实
用场景中，这让村民重新俯瞰自己扎根的村落，接受

新知识、感受艺术科技的魅力，为留守儿童送去愉快
的体验，丰富了留守儿童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文体活动激发村民活力

定向越野大赛是南粤古驿道的另一道风景线。定
向越野起源于欧洲，是一种新兴的、体力与智力相结
合的户外运动。运动员利用地图和指北针到访地图上
所示的各个点标。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点标者为胜。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因地制宜，将在野外举行的活动
定在古村落中举行。以驿道沿线传统村落巷子多又
深、迂回曲折的特点设置比赛地图，在驿道沿线各个
村落设置分站站点、年终决赛的比赛方式，串联了分
散在驿道沿线的古村落。

从2016年首届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起，就设置了
村民体验组，赛事组委会教村民看地图、学习比赛规
则、使用指北针，在体验中享受现代体育的乐趣，丰
富闲暇时光。村民第一次从手绘地图中看到自家的巷
道房宅，对世代居住的村落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是村
民，每年文创大赛、定向越野大赛在南粤古驿道沿线
各个村落交织展开，为古村落聚集了人气与活力。日
渐荒废的古村落一瞬间迎来满村子的人，让参与人

员、观赛人士增进了对岭南乡村历史文化的认识，实
现了村民重新认识本地文化、来访者赏寻不同文化的
双赢效应。

内容丰富的活动涌入各个村落，沿线古屋、古
巷、古井、古寨、古港、古码头等多元文化资源被重
新发掘，吸引了媒体、文化体育机构、名人的关注与
参与。来自外界的关注，让生活在其中的村民看到身
边村落封存已久的遗产价值，内部活力得以激发。一
批曾在城里打工返乡的村民重新翻出家谱，梳理自家
的宗族文化，与民营机构组建村内的博物馆；有的村
民与生活在城里、经营电商的子女分工协作，共同在
修缮整治后的驿道边开设商铺、民宿，收入多了起来。

社会设计的潜力在于解决大问题和激活文化，而
不仅仅是设计新产品。南粤古驿道开展的文体融合实
践正是为村民福祉展开的大设计。随着基础设施的日
渐完善，现今从广州出发，到达广东省最远的村落也
只需 4小时车程。曾经辉煌的驿道沿线古村落，与周
边县市形成线形、带状网络，为周边民众领略被遗忘
的文化历史提供了便利。沿南粤古驿道开展的文体活
动让村民看到自身文化、自然资源的价值，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事业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气象和新面貌。

（作者为深圳大学艺术学部副教授、南粤古驿道
“三师”志愿者）

本报电（杨宁） 为推动全国文化演艺机构在文化强国
建设中贡献更大力量，培育大批有实力的“地标”式文化
演艺机构，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演工委”） 于近日正式启动“文化地标”全国文化演艺
机构综合实力大型调研工作。

此次调研旨在对全国文化演艺机构进行较为全面的摸
底，为国家“十四五”相关规划及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搭
建权威的文化演艺机构综合实力认定平台，树立文化演艺
行业“地标”型机构和项目，推动文化演艺行业更好更快
发展。调研工作重点在剧院剧场、文艺院团、演出公司、
文化演艺综合机构、演艺相关企业中开展，其他类型文化
演艺机构经申请后也可作为调研对象。

调研将从创收力、创新力、专业度、美誉度、管理科
学度等维度，以问卷和实地相结合的方式调研文化演艺机
构综合实力，并按照文化演艺机构的特点，形成科学有效的
综合实力评价办法。10月，中演工委将发布“文化地标”全国
文化演艺机构综合实力大型调研年度总报告和机构分报
告，并依据报告推出“文化地标”年度文化演艺机构、年
度剧目、年度文化演艺建筑、年度文化演艺创新项目等。

近年来，中国的音乐教育取得了辉煌成绩，培养
了很多国际顶级艺术家。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潮流
中，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始终没有忘记中国五千年
文明所形成的优秀乐教体系的传世精髓，没有停止探
寻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脚步。

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基础
上，如何继承中国传统乐教的教育理念，培养具有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中国
音乐高层次人才？如何进一步构建完善的中国音乐
教育体系？近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乐
派 8+1、思政+X”课程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围绕“中国乐派 8+1、思政+X”课程体
系建设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构建完善的中国音乐教
育体系建言献策，拓展思路。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 8+1、思政+X”课程
体系理念于 2019 年春季学期提出，以“承国学、扬
国韵、育国器、强国音”为理念，旨在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全球文化视
野、掌握扎实音乐理论知识、具有过硬专业技能的
优秀专门人才，是中国音乐学院探索建立独立设置
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国家标准的重要举措。其中，

“8”指中国乐派 8 门核心的专业基础课，“1”指包
括专业主课和专业实践课的专业课；“思政”指国家
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类课程，“X”指全面人文素
养课程。经过两年努力，目前已初步完成“8”（专
业基础课） 的建设，并正式启动“1”（专业课） 的
建设工作。

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学院相关院系负责人交流了

对“中国乐派”课程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设想。来
自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全国11所独立设置
音乐院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厦门大学等综合类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东
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中国交
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解放军军乐团、中央歌剧院
等国家各大院团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对“中国乐
派”课程体系建设表示认同和支持，并分享自己的认
识与思考。

中国音乐学院校长王黎光表示，中国音乐学院将
以“中国乐派”课程体系建设为抓手，为建设“中国
乐派”提供坚实的课程支撑，为进一步构建完善的中
国音乐教育体系奠定基础，为推动艺术教育高质量发
展，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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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音乐教育 建设“中国乐派”
本报记者 郑 娜

全国文化演艺机构综合实力

大型调研正式启动

艺术乡建
添彩乡村⑥

“石拱桥上，小河边，记忆中的
温暖童年。二月二哟，唱春牛，奶
奶的歌谣唱了多少年……”“唱春
牛”的歌谣依稀回荡，隆隆作响的

“铁牛”正随着旋耕机上下翻飞。
“唱春牛”是广东清远连州古道

沿线的一种古老民间歌舞，它唤醒
春天、唱牛赞牛、祈求农业丰收。
如今，随着农业科学化、机械化，

“铁牛”正取代耕牛，成为新时代农
村的风景线。祈求农业丰收的形式
也由传统的民间歌舞演变为更加多
彩的文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古道
沿线村民有了多样的获得感。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2016年至2020年，南粤古驿道沿线

开展的各类赛事、游学研学活动；
笔者团队在南粤古驿道沿线调研；
南粤古驿道第二届文化创意大赛在

连州丰阳古村举办，图为“三师”志愿
者与村里孩子们在一起。

图片来自受访者、广东省城乡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又是一年清明至。今年
是清明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第 15
年，也是其成为国家法定假
日的第 13 年。十余年，经过
政府和民间的合力推动，清
明 节 出 现 了 文 化 复 归 的 趋
势，传统习俗与时代内涵兼
具的清明新文化已然形成。

清明节来源于节气，后
来由于寒食节的融入，出现
了 “ 清 明 祭 祖 扫 墓 ” 的 习
俗，并延续至今，这是清明
节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最 大 的 变
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
视孝道、慎终追远的民族性
格的体现。从古至今，追悼
与祭祀始终是中国人过清明
最重要的内容。进入现代社
会，特别是经过这十几年的
发展，“清明祭祖扫墓”习俗
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形式上，
都有了新变化。

现代清明祭祀分为三个
层次：祭先人、祭先烈和祭先
贤。家族祖先需要祭奠，这是
孝道。先烈为民族解放与和平

正义抛头颅、洒热血，值得后人缅怀敬仰。从黄
帝、炎帝到舜帝、大禹、伏羲、女娲、孔子、关公
……公祭先贤可以更好地保留和延续我们的
文化传统，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情感。现代
清明祭祀发展到今天，更好地表达了中华民
族对普通生命的尊崇和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不只是祭祀的内涵更为丰富，现代清明
节的祭祀方式也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旧
时，人们的祭祀方式一般是烧纸钱、焚香秉
烛、供祭品。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
化，现在出现了鲜花祭祀、音乐祭祀、居家
祭祀、网上祭祀、植树祭祀、社区公祭等祭
祀方式。环保文明的祭扫方式更加多元。慎
终追远、文明祭祀等理念在新一代青少年心
中生根发芽。

传统的清明节除了祭祖外，还有许多风
俗，如踏青、插柳、放风筝、荡秋千、踢毽
子等。十几年来，经过悉心浇灌和涵养，这
些原本日渐枯萎的文化活动又勃兴起来，呈
现出新的形式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比如

“踏春”变成了春游，“插柳”转化为植树造
林。被立为国家法定假日后，清明节还承载
了人们购物、休闲、旅游等多种需求。小长
假催生出更多消费需求和商机，为多个行业
带来经济增长。这种“假日现象”是清明节
在当代最大的变化。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节日的形成
是时间和人们双向互动的结果。作为中国重
要的传统节日，清明节蕴含着华夏文明的文
化基因。在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发
展，现代生活与传统节日不断碰撞与冲突的
当下，清明节的文化复归告诉我们，唯有不
断丰富发展，才能更好地保护传承传统节
日、守护民族精神家园。

（上图为清明节前，游客在杭州西湖白堤
观赏春日美景。 龙 巍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