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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传统文化保护是营造浓烈文
化氛围的前提，是萧山发扬传统文
化的根基所在，保护传承与创新发
展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萧山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历
史范围广、程度深，萧山可以以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为切入点，立足萧山
实际，全面挖掘文化资源、厘清文化
脉络，排出文化元素清单列表，提炼
出具有文化辨识度、产业发展力等
重要元素，达到文化溯源的目的。

跨湖桥文化是距今8000年的
史前文化，对我国舟楫文化和世界造
船史研究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萧山要深挖跨湖桥文化内涵，提
出相应保护举措和对策，特别是与上
山文化一起申报世遗，通过持续举办
跨湖桥文化节等丰富而有影响力的
活动，保护历史文脉，实现更有力的
保护与创新。

萧山是江南水乡，浙东运河与
钱塘江文化孕育了这片土地的繁
荣与沧桑，萧山还是三条诗路（唐
诗之路、运河诗路和钱塘江诗路）
的交汇点，浙东运河与钱塘江是作
为萧山精神的内涵所在，对地域发
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萧山
可以以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为中心
发掘水文化，展开系列相关活动，

增强文化氛围的元素。

发展非遗经济

要推动萧山非遗系统性保护，
不断夯实名录体系建设工程，促进
文旅融合、文教融合和非遗品牌打
造，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萧山区要利用全省首个文化传
承生态保护区的平台和全省“非遗
助力共同富裕”试点地区创建的契
机，打造“钱塘潮涌”传统工艺工作站
和26家非遗工坊具有萧山地域特色
的非遗品牌，推动非遗馆和场馆设施
的建设与发展，切实将非遗保护融入
时代、融入生活，用非遗经济推动非
遗保护与创新发展，用非遗品牌来促
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非遗保护形成
良性发展的生态体系。

扩大群文工作影响力

要进一步围绕萧山历史和人文
展开群文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扩大群文工作影响
力。可通过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
项目“文化管家”项目的进一步做深
做实，大力推动镇街“一镇一品”和

“一村一品”的打造，有效提升基层三
团三社群众文艺团队的品质，挖掘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做好文化和
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艺术手段创作
出各类具有萧山特色的精品力作，深
层次宣传萧山精神，讲好萧山故事。

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的
彰显应齐头并进

无论是许询、贺知章、杨时、任伯
年，还是朱凤标、汪辉祖、蔡东藩、汤
寿潜等，萧山不缺历史文化名人。如
何使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让这些独
特的故事发散光芒，需要深度挖掘，
并要外延至这些人的“朋友圈”，最终
形成创造性转化成果。地域文化，八
千年跨湖桥、古越、浙东唐诗之路、运
河、湘湖……每一样都可以创新性发
展，演绎经典。像萧山标志性的围垦
精神文化，也没有更好地彰显，缺少
触及灵魂的文化样式。人文历史要
重视，地域文化更要彰显，因为这是
萧山独有的，任何人都拿不走的。

多层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质地要提升

萧山的各类文化活动并不少，方
方面面都有涉及。文化活动，要具备
高超的策划力，要拥有强大的资源整
合力，要承载丰富的内涵，要与时俱

进实现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也要具备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一核心要素。
萧山要有高端的有品位的文化活动，
既要有年轻人乐于参与的新潮的文
化活动，也要有基层人民群众受欢迎
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群
体的精神需求。一些在全国具有影
响力并能给萧山带来极大人流量的
活跃文旅的活动可以考虑合作举办，
也可以独创一些具有鲜明萧山辨识
度的文化活动。要培养一支由地方
文化名家引领，以文化骨干、文化经
营和文化策划人才全面融合的队伍。

优秀的文化成果
需要加大传播力度

好酒也怕巷子深。在尊重知识产
权的基础上，萧山优秀的文化成果要
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尤其要与省市接
轨，体制机制需要创新，努力把萧山文
化送出去。各个文化单位和各类文化
场所，都要打造或创造符合自己特性
的有持续性的文化品牌，形成从上到
下的“文化综合体”和“文化超市”。

我们萧山有悠久的历史，有
8000年的文化史，还有2000多年的
建县史，我们的城市和城市的面貌，
虽然做得很现代化，也很精致，但是
总让人觉得缺少一种文化的色彩。

要提高萧山的文化氛围，有很多
事情要做，一是体制内文化部门文化
机构对此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文化
人才的培养和文化人才的引进，我们
的手笔不够大。同时我们真正的文
化资源，没有好好地利用，我多次呼
吁要把我们的文化遗产，包括这个不
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
我们的旅游规划中去，制定一个长远
的、宏观的规划，然后按计划分年度
实施。

文化资源短时间内产生经济效
益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抓住一
些重点，以点带面地先把它做起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首先把文物资
源最集中、数量最多的进化镇作为一
个重点先抓，先投资，先做，然后慢慢
带动沿线的文化资源的利用，这样就
把一条旅游线串联起来了，萧山至少
可以做两条旅游线。

一条是南部南线，从临浦的西施
故里，到所前的名人及名人墓葬，再
到进化的陶瓷（毛湾里窑址）。进化

陶瓷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加上
古村落老街、葛云飞汤寿潜的名人效
应，完全可以做成一条旅游线。当然
也可以转到浦阳，再到河上楼塔戴
村，那么这一天下来就非常丰满了，
可能一天还不够，还有一条线，就是
从东面新塘的朱凤标故里，萧山相国
故里到红色衙前。到坎山的佛教文
化，一直到党山的南大房，这又是一
条串联起来的旅游线。

萧山的文物景点，它有个不足的
地方，叫做小散，就是每一个文保单
位，它都不成规模。但是我们如果把
它串联起来，就像珍珠一样，一颗珍
珠很小，串联起来就是一串，那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旅游产品。

我们应该以湘湖为核心，辐射到
南面和东面两条旅游线，这样就可以
形成萧山的二日游、三日游，可以把
游客留住，带动我们一些产业的发
展，包括土特产的销售，一旦形成良
性循环，就可以把旅游收入反哺于文
化遗产的保护。

跨湖桥文化和进化原始瓷窑址
以及贺知章、葛云飞、任伯年这些都
是响当当的文化资源，是完全可以对
外打响这些大名片的，因此有必要加
强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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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整理肖文，有删节）

扫一扫看视频

在硬件建设方面，我希望萧山
能够建立专业的音乐厅，让高雅音
乐走进萧山，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
需求；同时引进高等艺术院校，加
强与高校的合作。

萧山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音
乐厅，这个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当
时，我的恩师颜莉亚举办师生音乐
会，我作为总导演，与大家一起想
了很多办法、投入了不少资金来营
造音乐厅的氛围。音乐会结束后，
大家都觉得效果不错，于是都很期
盼萧山建造属于自己的专业音乐
厅。近年来萧山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没有一个像样的音乐厅，
的确与萧山的形象不大匹配。外
来的专家开玩笑说，萧山是世界
的，因为国际机场名叫杭州萧山国
际机场，所以萧山应该尽早把专业
音乐厅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软件建设方面，我期待建立
各类大师工作室，实施文化艺术人
才孵化计划；要有国际视野，忌做
井底之蛙，推进“走出去、请进来”
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一支专业的
文化干部队伍，引领全区文化建
设；我也很期待全民文化艺术节的
举办，全方位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干部能带头走进博物馆、剧
场，走向文化艺术场馆；萧山完全
有条件创作一部体现萧山精神的
歌剧，比如以大围垦、潮涌萧山为
题材，来宣传萧山，宣传萧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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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人文历史丰厚，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样
式，从各方面来说，人文萧山这块牌子完全可以打响的。在当下，讲好萧山故
事，拓展萧山文化氛围，要紧紧围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核心路径，
实现人文萧山的历史性跨越，更好地开枝散叶，更好地彰显萧山魅力。要打好
这张文化牌，应积极破局，找到更理想更完美的抓手，有规划分阶段实施。

萧山地处杭州东部，有“浙东首邑，於越名邦”的美称。8000年前，萧山
先民就在古湘湖边繁衍生息，创造了耀眼夺目的跨湖桥文化，一条浙东运
河流过萧绍平原，涓涓流水托起了这片土地生命的母章。流水潺潺，山花
漫漫，呼吸之间尽是地灵山秀的气息，萧山犹如一棵茂盛的参天大树，分岔
的树枝上正泛着垂青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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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萧山区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馆长，萧山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

（施加农：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萧山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

（俞梁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协党支部书记兼副主席、萧
山区文联副主席，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

（马亚囡：女高音歌唱家，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歌剧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