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揚州運河文創節：以文創之力助力“古運河重生”
文創市集煙火氣，最撫市井凡人心。

12 月 3 日至 4 日，“2021 仁豐裡·運河
文創節”在揚州歷史文化街區仁豐裡舉
行。作為本次運河文創節的核心活動，
揭曉 2021“揚州遊禮”文創設計大賽各
獎項。

2021“揚州遊禮”文創設計大賽以“揚
州遊禮，創享運河”為主題，面向社會
各界徵集具有揚州運河文化元素的文創
產品。自今年 5 月 27 日啟動以來，通過
線上線下的融合推廣，大賽組委會共收
到來自個人及團體超過 2000 件 ( 組 ) 投
稿作品。經過專家組的層層評審，產生
優秀設計、最佳設計、優秀產品、最佳
產品獎共計 27 名，其中，“大運壺”等
四件作品獲產品組特別獎，“運河主題
玩具滾輪”等三件作品獲設計組特別獎。
此外，還有 20 件作品獲得網路人氣獎。

2021揚州·臺灣文創設計大賽頒獎 兩岸青年創意大比拼

這些獲獎的文創產品，講述千年運河故
事，以文創之力助力“古運河重生”。

據 瞭 解， 本 次 運 河 文 創 節 以
2021“揚州遊禮”文創設計大賽為核心，
將大賽產生的優秀文創設計者和文創作
品帶進文化氣息和生活氣息交融的揚州
文化老街——仁豐裡。

仁豐裡歷史文化街區系宋代仁豐坊
故址，全長 700 多米，呈魚骨狀排列，
為全國屈指可數保存完好的唐宋“裡坊
制”格局的街巷。為期兩天的“文創市集”，
仁豐裡文化街區熱鬧非凡，活動涵蓋了
非遺文化體驗、民俗文化展覽、文創產品、
特色美食等。

4 日，記者在現場看到，文創市集
上的漢服文化秀、琳琅滿目的文創商品
等，吸引了大量市民、遊客前往體驗打卡。
文創市集除提供文創產品售賣，還需要

不斷豐富活動形式，從視覺、聽覺、觸
覺、嗅覺等方面為旅遊者提供沉浸式文
化體驗。揚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李
廣春稱，“仁豐裡儘管成了網紅打卡地，
但文化產業發展並未形成規模和品牌。
少數經營戶靠政府優惠扶持政策維持，
一旦斷供，則會難以為繼，而靠街道自
身力量難以維持現有業態穩定。”

文化是記憶，是靈魂，是生生不息，
不斷進展的。歷史文化街區是城市歷史
的延續、文化的積澱，是留住城市記憶
的重要載體。“把歷史文化街區當景點建，
我們要加大對文化的研究，跳出文藝小
圈子，構建文化大格局，算好利用發展賬，
做好保護分內事，學會用經濟理念衡量
保護，產業思維發展文化，‘雙效統一’
做強產業，讓文化變現，使旅遊值錢，
從而實現古城保護與利用的完美統一。”
李廣春如是說。

中國印刷博物館廣陵分館在揚州奠基開工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 月 3
日，“璀璨惟揚——揚州考古成果展”
在揚州博物館展出，展覽通過揚州地區
出土的 120 餘件 ( 套 ) 珍貴文物，串聯文
明之光、河海勾連等多個板塊，回顧揚
州考古發展歷程，展示璀璨惟揚區域文
明。

揚州，有近 7000 年人類文明史，
2500 多年的建城史，是國務院公佈的首
批 24 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世界文
化遺產——中國大運河的發祥地、海上
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作為國內為數不
多的通史式城市，揚州歷經了漢代的興
盛、唐代的鼎盛和清代的繁盛，為中華
民族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也積澱了
深厚的文化底蘊。

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 100 周
年，本次《璀璨惟揚——揚州考古成果展》
展出的展品時代貫穿新石器至明清時期，
涵蓋石器、銅器、玉器、漆木器、瓷器、
金銀器、玻璃器等多個種類。

揚州博物館館長束家平說，“從上
個世紀以來，我們從水利考古、基建考古、
主動發掘，以及零星出土獲得了一些考
古成果，這些與揚州城歷史相關的發掘
成果告訴了我們最早的揚州、揚州城的
位置。揚州有三個繁盛時期，這些出土
文物印證了揚州的發展歷程，以物質呈
現揚州歷史，希望大家通過此次展覽能
對揚州的歷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揚州的考古工作始於上世紀五十
年代，至今走過了70餘年的光輝歷程。”
揚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小迎坦言，“本

次考古成果展挑選了極具代表性的展品，
展現了揚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時代特徵
和歷史印記，也是我們考古人一路辛苦、
堅守奉獻的精神寫照。”

10 月 27 日，記者走進揚州博物館，
考古成果展通過文明之光、河海勾連、
廣陵擷珍、烽火連連、都市盛景、淮左
名都、綠楊城郭、春華秋實、共鑒美好
九個部分回顧揚州考古歷程，向觀眾展
示出璀璨惟揚區域文明。展覽現場，參

觀者流連忘返。貼金箔銅鏡、青瓷雞首壺、
十三環金玉蹀躞帶等一件件精美的文物
都活了起來，它們述說著背後的故事，
讓觀展者沉浸在千年歷史之中。

“揚州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城市，我
們對這個城市的瞭解多少？從這個展覽
中，揚州的城市形象和發展脈絡漸漸清
晰。”揚州市副市長余珽說，通過考古
成果展，能夠讓觀眾感知中華文化的魅
力。

2021“月亮城杯”揚州·臺灣文創
設計大賽頒獎典禮 12 月 16 日在揚州、
臺北兩地經視頻連線同時舉行。兩岸青
年才俊的 50 件作品獲“明月獎”。

“一直以來對文創設計感興趣，從
老師那裡瞭解到這個比賽，我們抱著試
一試的態度報名參加了這個比賽，研究
往屆作品時發現，基本沒有與電子產品
結合的作品，於是萌生了文創與電子結
合的想法，喜得銀獎。”來自揚州大學
美術與設計學院的大學生蔣亞倫在頒獎
典禮上說，“通過參加此次大賽，開拓
了眼界，從許多優秀的選手身上學到了
很多，萌生了許多新的想法，捕捉到了
許多新的靈感。”

在揚州頒獎典禮現場，獲獎作品鋪
滿兩條數十米的長桌，吸引民眾駐足。“大
家以不同的視角，從多維的角度，多方
面地呈現和挖掘了揚州的底蘊內涵，多
種方式展現出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獨特
魅力。”本次大賽金獎作品《揚州“運”味》
設計者紀如晗告訴記者，她此次參賽的
作品是一件旗袍，其靈感來自于揚州美
女、運河的走向及運河的水流、荷葉等，

在傳統旗袍基礎上，將門襟的走向改為
揚州境內的運河流線，也融入好多運河
元素，並以“揚州”二字創作了旗袍的
盤扣。

揚州這座擁有 2500 多年建城史的國
家歷史文化名城，自古以來就和月亮結
下了不解之緣，享有“月亮城”的美譽。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誰
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這些不朽的
詩篇使得揚州月名聞天下，給人一種如
詩如幻、風姿翩然的形象。大賽定名“月
亮城杯”，獎項則命名為“明月獎”，
期許參賽者都能如同明月一般聲名遠播。

大賽已邁入第四個年頭，4 年來，以
揚州為創作主題，參賽作品累計逾 3000
件。通過非遺與文創的結合，彙聚揚州
和臺灣兩地青年的設計力量和行業資源，
引導揚州文化嫁接于現代的、時尚的創
意設計，讓文創的內容更加豐富，內涵
更有深度，促進揚州文化更好地融入文
化旅遊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同時，
大賽也為年輕人搭建了重要的文化交流
平臺，促成優秀創意人才與市場的合作
對接，助力優秀文創專案的孵化，促進

文創成果的產業轉化。
臺灣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代理秘書長

張嘉文在視頻致辭時表示，4 年來，揚
州·臺灣文創設計大賽在兩岸之間已產
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不斷帶動兩岸文化
的交流與傳承，也厚實了兩岸文創工作
的底蘊，促進了兩岸年輕人相互學習。

大陸創業台青——南京悠容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創辦人蘇達峰則分享了其在
大陸 5 年來從事文創的經歷、感悟和所
取得的成果。蘇達峰表示，明年他將以
參賽選手的身份來揚州參加頒獎典禮。
同時他希望未來的日子裡有更多臺灣文
創青年來揚州、來江蘇一起奮鬥、一起
打拼，展示自身的智慧和才華。

據瞭解，今年大賽主題是“擁抱揚
州好地方”，兩岸選手們參賽依然踴躍。
歷時3個月，616件作品參賽，經過初選、
決選，評委團依美感、實用性、創新性、
揚州歷史文化元素以及市場性等面向進
行評比，最終選出 50 件優秀獲獎作品。
其中包括金獎3名、銀獎5名、銅獎10名、
優秀獎 32 名。

                                                      民眾參觀“文創市集”。　崔佳明 攝　

供稿單位：揚州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

12 月 22 日，中國印刷博物館廣陵分
館奠基開工。揚州運河文化投資集團黨
委書記、董事長李繼業在奠基儀式上表
示，中國印刷博物館廣陵分館的開工標
誌著世界非遺雕版印刷技藝的傳承與創
新邁入新階段。

擁有 6000 多年文明史和 2500 多年
建城史的揚州，是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
城。揚州有眾多世界級、省級和市級的
“非遺”專案一直備受社會關注。其中，
揚州保存著傳統的、純手工的雕版印刷
技藝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顆明珠。

雕版印刷最早出現於 1300 年前的唐
代，發展于宋元時期，興盛於清代，在
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稱，而揚州是
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源地，是中國唯一
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藝的城市。揚
州廣陵古籍刻印社是“全國最大的古籍
線裝書生產基地”，這裡完整地保存著
全套古籍雕版印刷、活字製作、線裝書
裝訂等工藝流程。

“雕版印刷是世界級非遺，代表著
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揚州廣陵古
籍刻印社相關負責人說，今天開工建設

的中國印刷博物館廣陵分館就是為了推
動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能夠活力展現、活
化利用、活態傳承。

據瞭解，GZ263 地塊暨中國印刷博
物館廣陵分館專案重點圍繞“非遺表演、
非遺展示、非遺傳授”，建設雕版印刷
活態展示線、歷史溯源及實物展示館、
虛擬數字及聲光電體驗館、演示互動區、
大師工作區、博物館酒店等板塊，通過“能
聽、能看、能動、能感”的形式，讓世
界非遺雕版印刷技藝真正實現活態化、
旅遊化和數位化展示。該項目將於 2023
年底前完工。

                              中國印刷博物館廣陵分館效果圖。　揚州運河文化投資集團供圖　

揚州考古成果展：120 余件（套）珍貴文物感知中華文化魅力

江蘇高郵“裡運河—高郵灌區”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11 月 26 日晚，記者從高郵市委宣

傳部獲悉，高郵市“裡運河-高郵灌區”
成功入選 2021 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
錄，是江蘇首個入選的灌溉工程。

據高郵市水利部門相關負責人介紹，
11 月 24 日至 30 日，國際灌溉排水委員
會第 72 屆國際執行理事會會議暨第五屆
非洲區域會議在摩洛哥馬拉喀什召開。

11月26日，高郵市作為遺產地代表，
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參加會議，當日會議
上，2021 年 ( 第八批 ) 世界灌溉工程遺

產名錄公佈：江蘇裡運河 - 高郵灌區、
江西潦河灌區、西藏薩迦古代蓄水灌溉
系統成功入選。目前，中國的世界灌溉
工程遺產已經達到 26 處。

“世界灌溉工程遺產”是國際灌溉
排水委員會從 2014 年開始評選的新興世
界遺產項目，旨在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在
用的古代灌溉工程，挖掘和宣傳灌溉工
程發展史及其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
學習傳承古人可持續灌溉的智慧，保護

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據瞭解，裡運河—高郵灌區現遺存

的堰、壩、閘等水工設施遺產點主要為
平津堰、南水關洞、南關壩、子嬰閘、
界首小閘、琵琶洞和車邏閘，其中平津
堰遺址現為世界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南關壩使用至新中國成立前，
子嬰閘、界首小閘、南水關洞、琵琶洞
和車邏閘雖經過歷次修建，但主體結構
洞身以下均保存完好，一直沿用至今。

                            徐莊清墓出土串飾珠。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古运河重生”新地标——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航拍揚州瘦西湖風景區。  泱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