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山海遗韵——跟着悟空“逛非
遗”》一书出版发行。该书选取50个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连云港市非遗代表性项目，按流
布地域进行分类，共设九个站点，每个站点
把此地域内的重点非遗项目串联成线，由

“悟空”导览逐一讲述。书内详细介绍所列
重点非遗项目的历史背景、趣闻故事、技艺
解读、民俗习惯、制作流程以及流布区域等，
同时，还专门为青少年读者开设了拓展实践
与链接贴士专栏，既注重非遗的传承，又举
一反三地扩展了非遗项目的知识面。该书
内容活泼，文字生动，图文并茂，知识性、趣
味性强，是一本难得的介绍地方非遗的普及
读物和青少年的校本教材。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
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习惯、价
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智慧的
结晶，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
辰。把它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新时代

新征程上，我们要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独特价值、工作理念、基本方针、实
践要求、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
承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
根本遵循，从而充分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当代价值和时代魅力。

近年来，“非遗热”在全国持续升温。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已经举
办了两届。非遗的展示也在提档升级，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已于 2022 年 2 月开
馆，大运河非遗展示馆、浙江省非遗馆、广
东省非遗馆相继开馆，等等，非遗馆成为人
们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传承非遗的新场
所。2024 年是我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20 周年，现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
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截至 2024
年 1 月，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超
过 10 万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人民
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丰富着中华文明的
未来图景。

如何深挖非遗的时代价值，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山海遗韵
——跟着悟空“逛非遗”》一书，对非遗文化
进行新诠释、新解读，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真
正让非遗文化在创新表达中绽放时代芳
华。书中花果山传说、南城传说、沙光鱼传
说、东海孝妇传说、徐福传说、羽山传说、大
伊山传说、伊芦山传说、二郎神传说等，有史
有据，有理有趣，展现了连云港市沿海地域
的独特人文历史，令人捧读入胜。如花果山
传说，早在2500多年前《禹贡》的相关载述，
是花果山传说孕育、产生的原始依照，《山海
经》《水经注》和唐诗宋词及其他史料说明花
果山的传说一直在演变之中，随着时间的推
移，花果山传说日渐丰富，形成了现在广为
流传的花果山系列传说，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依据这些传说，创作了不朽的神话小说《西
游记》。再如徐福传说，赣榆为徐福故里，纪

念徐福的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汉代赣榆金
山镇就建有徐福庙，庙边还有徐福村，“徐福
东渡的传说”“徐福河的传说”“留福村的由
来”“秦始皇与绣针女的传说”等关于徐福的
传说在这里世代相传。这些穿越时空的历
史文化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火热的生活与
时代的大潮。西游文化、徐福文化已成为连
云港市显著的文化标识，助推经济和社会繁
荣发展。

该书还重点介绍了连云港地区富有特色
的各种传统技艺。如云雾茶制作技艺、锻铜
技艺、汪恕有滴醋技艺、紫菜制作技艺、木质
渔船制作技艺、淮盐制作技艺、黑陶制作技
艺、传统木器制作技艺、桃林酒酿造技艺、桃
林烧鸡技艺、灌云豆丹制作技艺、汤沟酒酿
造技艺等，这些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各种独门
技艺，在新时代得到长足的发展，有的精益
求精，独领行业鳌头，有的迭代更新，形成产
业规模，不仅完美地释放了非遗文化的无限
想象力，而且赋予其市场增量的无限可能
性。与此同时，让科技与艺术赋能非遗，推
进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促使其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打造更多非遗工坊、体验空
间和特色景区，让非遗“活”起来、“火”起来
一步步变为实现。推广“非遗+直播”“非遗+
文创”“非遗+展会”等新业态、新模式，让非
遗“飞入寻常百姓家”。目前，连云港市拥有
非遗代表性项目991项，其中国家级6项、省
级70项、市级166项、县区级749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21 人，其中
国家级1人、省级28人、市级281人、县区级
711人。成功创成江苏最早、全省唯一的全
域文化生态保护区——连云港山海文化生
态保护区，非遗整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走在
全省前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海县依托
独有的水晶资源禀赋，打造世界水晶之都，
创建东海水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建
成水晶博物馆、水晶文化创意产业园、水晶
雕刻非遗馆，成为县域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
典范。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时代之变，在历史
与现实、文化与市场的多维互动中，不断将
非遗之美清晰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其
真正实现了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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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非遗文化的时代价值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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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钱红丽相识二十多年的老乡兼笔
友，我亲眼见证了她在文字领域的华丽蜕变
与稳健成长。从早年笔触的青涩，到如今文
字的成熟与深邃，她的作品广受各大报刊青
睐，专栏频开，散文集更是接连出版，广受读
者好评。近期，我有幸沉浸于她精心烹制的
美食随笔集《小食谭记》，书中文字犹如佳肴
般令人垂涎，堪称人间至味。

作家曾园在序言中巧妙引用张晓风对美
食文学演变的深刻洞察，指出焦桐将食物提
升至近乎神圣的境界。而钱红丽的《小食谭
记》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美食背后的故
事与情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苏东坡的名句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虽言生活态度，
却也道出了美食与情感之间的不解之缘。钱
红丽在书中对臭鳜鱼、腌笃鲜等徽菜的描绘，
正如东坡笔下的竹子，既是食物，亦是情感的
载体。

谈及臭鳜鱼，钱红丽以细腻的笔触勾勒
其制作过程与独特风味，使读者仿佛能嗅到
那诱人的香气。这不禁让人忆起袁枚在《随
园食单》中对食材与烹饪的严苛要求：“肉有
筋瓣，剔之则酥；鸭有肾臊，削之则净。”钱红
丽对徽菜的描写与袁枚的精细追求不谋而
合，均体现了对食物的敬畏与热爱。

而提到腌笃鲜，则让人联想到鲁迅在《故
乡》中对故乡美食的怀念：“我冒了严寒，回到
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
迅笔下的故乡，与钱红丽笔下的安徽，都有着
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腌笃鲜作为一道地道
的徽菜，承载了无数安徽人的乡愁和记忆，是
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汪曾祺有言：“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
烟火。”这句话在《小食谭记》中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展现。钱红丽通过描绘安徽各地的美
食，不仅展现了食物的色香味，更揭示了其背
后的人文情怀。例如，她对一品锅的描绘，让
读者深刻感受到安徽人对食材的精妙运用与
烹饪的极致追求，这与汪曾祺笔下的“人间烟
火”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实秋在其美食散文中也曾提及：“大抵
好吃的东西都有个‘瘾头’，吃上瘾了就欲罢
不能。”此言同样适用于《小食谭记》。钱红丽
通过精致的刻画，让读者仿佛也上瘾一般，对
安徽的美食充满了无尽的向往与期待。这种
文字的魅力，正是美食文学所独有的。

在语言结构上，《小食谭记》同样令人称
道。钱红丽的文字流畅而富有韵律，宛如一
首优美的诗篇。她巧妙地运用比喻、拟人等
修辞手法，将食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水芹
是冬日里最有仙气的蔬菜，堪称菜蔬界的林
黛玉”这样的比喻，不仅形象地展示了水芹的
美味，更赋予它们以生命与美感。

此外，《小食谭记》还巧妙地运用移步换
景的手法，引领读者在安徽的美食世界中尽
情遨游。从臭鳜鱼到腌笃鲜，从一品锅到各
式土鸡土猪土菜，钱红丽以文字为笔，为读者
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美食画卷。这种叙事技
巧不仅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更让他们对安
徽的美食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小食谭记》是一部集美食、文化与情感
于一体的文学佳作。钱红丽以其深厚的文字
功底与丰富的文化底蕴，为读者奉献了一场
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令人回味无穷。正
如作者所说：“诗意就是有能力将日子的烟火
气过至赏心悦目的层次上，令一颗心安稳而
沉迷。”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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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鸣，花开，浸染栀子花香气的薄雾中，
出没采花的老妇人，还有白墙黛瓦的民居。
这就是南京近郊的响堂村。

设计过云几、柴门、青果等人文空间的
设计师陈卫新，在数年前接到了响堂村的改
造规划，他一到这就被迷住了，感觉自己接
通了故乡的血脉。

为保存这里原始朴拙的面貌，在改造
规划之初，陈卫新把自己的工作室也迁到
了响堂村，他以此为据点，细心观察此地稻
作的季节流转、栀子花的种植与采摘、银器
茶壶的锻打与制作，整个乡村的季风与云

雾流转的方向，以及村中原有老宅间的呼
应关系。他先设计自己与邻居的房屋与空
间，再由此为核心，如同涟漪一般扩散到整
个乡村的改造规划，他认真思考“如果我是
此地的新村民，我需要什么样的景观与房
屋，社群与人际关系”，进而安排整个村庄
的翻新与重整。

陈卫新的新书《山谷里的时光：响堂村
日记》，就是这场近郊乡村改造工作的收获，
当然，书的内涵得到深挖，外延得到拓展，不
再是一本设计美学上的小众图书。在这本
书的封面上，十一个字的书名有意做出了被
云烟部分遮蔽的效果，似乎在佐证这本书的

“文艺感”。是的，这本书，有一部分内容是
空间设计师的改造手记，陈卫新在书中通过

“借景”“生长的建筑”“设计的节奏”等章节，
平和冲淡地讲述了自己的设计理念与改造
思路，他甚至在这些章节中放入了设计平面
图与三维立体图，还有响堂村的手绘地图，
让读者可以手持这本书，前往近在咫尺的理
想乡村，并毫无障碍地登堂入室，看出设计
上的巧思。陈卫新喜欢国学大家顾随先生
评价优秀诗词的说法：“水可以拍打堤岸，而
不能破岸决口”，他以为，好的设计也是如
此：需要一些戳中人心的点，又需要控制情
绪与节奏，为住在其中的人起居方便考虑。

这本书，另有一部分内容是一位人文爱
好者躬身劳作的诚实记录。陈卫新与响堂
村的村民们，与一起改造老村的设计团队一
同劳动，体验采摘、收获、邀茶、人文集会，留
下了诸多散记，看一看这些美妙的标题——
《栀子花大会》《响堂诗歌展》《栀咖啡》《寂寞
的水稻》《协调的旧物》《响堂合唱团》，他从

立春开始，至大寒收尾，每个章节又旁支斜
出，从各个角度书写了大地与时节赋予响堂
村的别样魅力，松涧活泼，山雨欲来，隔水闻
曲，燃炭煮茶，有无尽可爱的事等着人们去
做。他们改造自己的住所，使之成为喝茶、
刻章、写诗、收藏旧物与呼朋唤友的地方，咖
啡店就在村里，面对整齐的水稻田，而在稻
田的前方，大片的花田会供应南京城 60%以
上的栀子花。到了冬天，响堂村的大雪会

“涌成山间一匹白马”，陈卫新会和朋友在
跨年的大雪中酿酒。

这是一本阐述村庄的改造计划的书，却
没有一点枯燥感。为让读者兴致盎然地阅
读，陈卫新在本书的编排上动了很多脑筋，
就像他在响堂村改建工作室时，在一个半隐
入山林的立方体建筑上，通过一组状如“二
维码”的窗口，实现了建筑的透气感与节奏
感一样，他也在本书的编排中运用了很多

“二维码”式的留白方式，并以诗歌、纷繁的
随想短章，还有大量的摄影、书法、绘图创
作，来连缀与映衬改造思路本身。这些非常
跨界的编排看似散乱，其实，核心部分却十
分紧凑，指向的都是设计师在响堂村密集而
神思翩翩的观察，这种观察与思考，充满了
不同艺术门类间的启发与互文关系，它让读
者在轻松的阅读中醍醐灌顶，明白一个真正
经得起时光考验的村落、一个让人无比怀念
的社群，是如何在郊区建成的。

陈卫新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空间美学不
仅要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久经锤炼的“坚
实”，更要随物赋形，随形生态，唯有保留一
点“生涩”，一点“留白”，才能为未来在此生
活的人，提供“继续生长”的空间。

让老村音韵如此“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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