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晨晨 董奕奕

□ 张晨晨 徐洪绕 张勇

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钱春媛 □美编/王雪梅

□校对/陈海斌 □组版/蒋蔚茹

5

WENHUAZHOUKAN

■ 独特地理风貌
造就丰富水文

化遗产资源

一条条小河曲折蜿蜒， 河面
碧波荡漾，河岸飞鸟云集，偶尔可
见小鱼纵身跃出河面；而从空中俯瞰，
“一湖好水、一尾好鱼、一幅美景、一片
祥和”的美丽生态画卷尽收眼底，这里
就是石梁河水库库区。 石梁河水库又
名海陵湖，1958年开工兴建，1962年建
成，是集防洪、灌溉为主，兼有发电、水
产养殖、旅游等功能的大(Ⅱ)型水库，
也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 库区内
拥有优良的自然环境、 丰富的生物种
群，“鲧殛羽渊”“大禹治水” 以及逐、
游、垂钓等水文化小品、水文化历史长
廊等多种文化元素，汇聚于此。

“水文化遗产是人类用水、治水过
程中形成的重要遗存， 是水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市文物考古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水文化遗产主要涵盖工程建
筑类、文献资料类等几类。前者主要包
括工程类、 管理类、 祭祀类等建筑类
别。后者则包括志书(地方志、河渠志、
人物志、灾害志等)、档案、水利专著、出
土器物、 影音记录和重大事件纪念物
等。“而我市依山傍海，地形风貌独特，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水文化遗产资
源。”负责人说道。

据市文物考古所相关人士介绍，
连云港地势西高东低， 西北部为丘陵
山区，因地势落差较大，就利用水库与
河流， 建设了许多水电站及其配套的
高空渠道，为苏北地区独有。同时，连
云港为淮盐重要产区，在中、南部，河
道纵横，诸如盐河、武障河、六塘河等，
均为淮盐运输的主要河道； 在赣榆沿
海还发现了明清时期两淮兴庄场避潮

用的潮墩。
另外 ，

在我市广
袤 的 盐
滩 河
汊
上 ，

分布着
许 多 木

艞（简易木
桥），但随着

经济的发展与
地区性开发，木

艞已逐渐减少，运
输淮盐的河道以及与之相关的水文化
遗迹形成一种具有盐业特色的水文化
遗产。而在东部沿海，随着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 东陇海铁路与连云港港口的
兴建，码头、灯塔、黄窝蓄水大坝等设
施应运而生， 又形成独特海洋水文化
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 为全面摸清我市
水文化遗产现状，我市早在2017年4月，
就启动了全市水文化遗产资源（工程建
筑类）调查工作，共对全市境内近300处
水文化遗产点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这些古老的治水工程、 历史典籍穿越
历史，跨越时空，成为现代水利宝贵的
文化财富和水文化的传承载体。” 市文
物考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 遗产保护势在必行
要尽力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当前，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
我市层面看，对于水文化遗产的研究、
保护开发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 迫切
需要得到各方高度重视， 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一旦
破坏便无法有效恢复， 保护工作责任
重大。好在，随着我市成功获批省历史
文化名城以及被纳入江苏省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工作体系， 在创建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中， 全市上下对
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价值认
知，正一步步升温，并逐步完善。

“水文化遗产是人类水事活动中
的遗存物， 是人类治水历史和社会发
展的见证，因此历史性是其显著特性，
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据市文
史研究专家马鉴尧介绍，“在我市，造
就了大量水文化遗产的河流之一，莫
过于盐河。这条流淌了1400多年的河，
承载着大运河盐文化的厚重历史，记
录了自唐朝迄今海属地区的政治、经
济、人文等多方面的文化遗产，其挖掘
和开通大大提升了历史上江苏苏中、
苏南与苏北区域的文化交流和融通，
带动了区域文化繁荣和发展。”

马鉴尧介绍， 目前盐河两岸密集
分布着国家、 省市各级文保单位有43
处。其中不乏将军崖岩画、孔望山摩崖
造像、新浦民主路历史街区等。盐河又
是海州非遗比较集中的地区， 拥有国
家、省市各级非遗300多个，涉及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俗等不
同门类，如淮盐制作技艺、传统木船制
作技艺、海州五大宫调、淮海戏、盐场
民谣、镜花缘传说等，都已获得了很合
理的保护。

“毋庸置疑，连云港有着众多的淮
盐遗址、盐河古镇、历史文献、文物艺
术、风俗民韵，足以支撑一座大型盐河
博物馆的建设。”针对水文化遗产保护
的话题， 马鉴尧建议说，“在大运河文
化带如火如荼建设之际， 通过我市建
立一座‘江苏盐河博物馆’，可以助推
我市的盐河文化建设， 不断传承独特
的盐河文化；并以点带面，深度挖掘我
市水文化遗产所具备的历史文化价
值，提升城市文化自豪感。”

■ 可延展开发思维
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当年修建水库可不容易啊！那
时，我们没有工业机械，都是靠人工
一铁锹一铁锨挖出来的。周边乡镇的
人都来帮忙， 少先队员也来帮忙，他
们虽然年龄小， 但都主动来帮忙搬
砖、倒水……”为激励广大青少年走
近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日前，我

市赣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专
业的志愿者老师，带领“红色少年”志
愿宣讲团的小讲解员们来到了 “红领
巾水库”，面对面聆听水库建设者讲述
当年的故事，赓续红色精神。

据悉， 位于我市赣榆区班庄镇的
“红领巾水库”是我国第一座以红领巾
命名的水库。1957年，共青团江苏省委
号召全省青少年支援苏北革命老区水
利建设，全省少先队员积极响应，捐款
7万余元，在赣榆县4610名青壮年肩挑
手提、挖掘、修建下，建成了“红领巾水
库”。建成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红
领巾水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诞生。
它带动了全国建设小型水库的热潮，
也赋予了水文化遗产以“红色教化”的
功能和价值。

“当前全国各地，包括水利设施在
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空前，许
多地方都提出把‘水’作为城市发展和
有机更新的重要理念， 水文化遗产的
保护面临着艰巨任务， 但也是一个得
到重视和发挥的利好契机。”我市文旅
部门人士分析道，传承文明、挖掘历史
内涵是水文化遗产的要义， 但如何去
传承、弘扬和挖掘，则需要思考一番。
最好的方法是，把保护、传承水文化遗
产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 加快
发展水文化产业，打造知名品牌；并结
合水利风景区建设， 开发文旅精品路
线等。

时至今日， 盐河不仅是盐运历史
文化的印证， 也是港城经济增长的新
亮点。据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重塑当代盐河航运的形态， 挖掘和
展示盐河风光带文化内涵和现实价
值，海州区引一泓清水入古城，新建了
盐河驿游船景观系统。项目于今年4月
全面启动建设， 围绕盐运文化、 船文
化、准盐文化，配套建有百米音乐喷泉
矩阵、桥梁互动喷泉、黄幻驳岸光影等
景观，打造了连云港最广内河道喷泉、
最长线性桥喷和最宽内河道游线。“坐
于画舫之上，行在水中、光在雾中、景
在眼中，揽尽盐河风光。”一位游客感
慨道。

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举行

丰富多元的“连云港礼物”精彩亮相

本报讯 （记者 张晨晨 通讯员 张
国荣 王思淇） 新潮多元的西游文创礼
品、精致典雅的水晶艺术品、地方韵味
浓郁的螺钿丝嵌艺术品以及刻纸艺术
……7月22日，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
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版博会）开幕，我
市静艺轩刻纸艺术工作室、如意西游文
化传播（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文旅
传媒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精彩亮相，水
晶、西游文创、柳编、贝雕等兼具观赏性

与实用性的各类本土文创产品，
颇受观众青睐。

据了解，江苏（南京）版博会
是国内唯一的省级综合类版权
贸易博览会，也是国家版权局唯
一指导举办的省级版权展会。本
届版博会以 “激活版权资源 激
发创新活力”为主题，共设置版
权成果展、版权交易展、版权服
务展和地域特色展4个板块23个
展区， 吸引了来自全省的200多
家单位参展，展示展销各类版权

产品近万种。其中，连云港馆展区面积
180平方米，展示了百余种产品，包括来
自海州、东海、赣榆、灌云等地的多种文
创产品和工艺产品。

本届版博会中，我市不少非遗项目
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亮相。如赣榆特
色艺术作品主要是螺钿丝嵌《连云港贝
雕》和静艺轩刻纸《剪纸》，来自灌云县
双华藤柳编织专业合作社的柳编制品
等。其中，螺钿丝嵌作品分为观赏瓶、挂

画、台屏画、首饰盒、笔筒、茶杯等。静艺
轩刻纸作品主要有十二生肖透明剪纸
杯垫、西游记剪纸杯垫和西游记文化扇
等。而灌云县双华藤柳编织专业合作社
生产的藤编花篮、 收纳篮、PE仿藤等系
列产品除了亮相版博会外， 还远销日
韩、欧美，深受国内外客户欢迎。

东海水晶雕刻是国家级非遗，在本
届版博会的连云港展区，一排排精妙的
水晶创意造景工艺品陈列开来，吸引了
无数南京市民和游客驻足。梦幻的天然
水晶，被设计在玻璃罩里，拨动开关，一
闪一闪的灯光直接把氛围感拉满。这些
吸人眼球的工艺品均来自俏艺坊工艺
品有限公司以及东海县恒达珠宝有限
公司等。据“俏艺坊”总经理戚飞生介
绍，以前公司主要做水晶雕刻，现在拓
展品类生产了天然水晶创意造景，可以
放在办公桌上， 也可以当作礼品送人。
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

此外，在本届版博会上，我市的“西
游元素”也十分抢眼。现场由如意西游

文化传播（江苏）有限公司带来的如意
芭蕉扇书签、如意金箍棒签字笔、将军
崖岩画镇纸、通关文牒笔记本等西游主
题文创礼品，十分吸睛。而由连云港市
文旅传媒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连云港
礼物”旅游文创商品品牌，也是独树一
帜———东方天书文创雨伞、 西游团扇、
玉兰花套系背包、 逍遥猴蓝牙音箱等，
都是港城文创领域的亮眼明星。一位家
住南京栖霞区的王先生现场购买了一
个西游主题帆布包，赞叹道：“图案很漂
亮，很有国潮范儿，充满了浓郁西游特
色，买回去既实用，还能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我市7家参展企
业中，如意西游文化传播（江苏）有限公
司、 东海县俏艺坊工艺品有限公司、东
海县恒达珠宝有限公司3家企业已入选
全省优秀版权作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
项目。 此外， 在7月24日举行的闭幕式
上，还进行了颁奖仪式，我市版权局获
得“最佳展示奖”，连云港市文旅传媒有
限公司获得了“最佳人气奖”。

王亮：弄潮艺海舞征帆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
者，一定要坚持艺术方向，坚定
艺术理想，坚守艺术阵地，为新
时代港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贡
献一己之力。” 年近知天命的王
亮， 现任市艺术学校副校长，也
是江苏省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
市舞蹈家协会主席。无论是在国
家级舞台， 还是地方文艺平台，
作为我市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头
人，他始终以奔跑者的姿态和饱
满的热情，谋求艺术上的创新与
进步， 探索人生舞台的极致之
美。

30余年初心不改
醉心舞蹈事业

1973年，王亮出生在赣榆县
海头镇海后村，是家中最小的孩
子。12岁那年，他学会了跳“霹雳
舞”。 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最
火爆的大众舞蹈，给他带来新奇
的感受。 因为跳舞模仿能力强、
悟性高，王亮在众多伙伴中脱颖
而出。

1991年， 凭借良好的成绩，
王亮考入市艺术学校舞蹈班。开
始专业舞蹈学习后，他才知道真
正的舞蹈并不是像以前想象的
那样好玩， 练功非常苦，“杠腰”
时疼得眼泪在眼里直打转，一次
技巧练习时发生意外，竟然摔成
轻微脑震荡……每当沮丧痛苦
到难以坚持时，他都会想到经济
并不宽裕的家， 想着终日劳作、
辛苦为自己筹集学费的父母。他
咬咬牙， 告诫自己绝不能认输、
更不能放弃，更加积极投身于舞
蹈训练中。 经过3年的学习和训
练，王亮的专业成绩在学校名列
前茅。毕业后，王亮成为市歌舞
团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1999年，王亮收获了自己在
舞蹈事业上的第一块“金牌”。我
市首台大型舞蹈诗 《云港云》在
江苏省第三届音乐舞蹈节中一
举夺得“表演”和“创作”两项金
奖，包揽了创意、编排、舞美等多
项大奖，王亮在剧中扮演“徐福”
一角，凭借出色的表演，他也成
为我市首位在省级专业比赛中
获金奖的舞蹈演员。更为可贵的
是，《云港云》的编排创作，让王
亮有机会接触到国内最棒的舞
蹈编导和演员。他们精湛完美的
技艺让王亮的追求有了标杆。他
重新树立人生目标，同时也确定
了梦想的方向。

“心有多大 ， 舞台就有多
大。” 王亮开始尝试舞蹈编导工
作。他抓住一切机会向院里请来
的著名编导、 导演虚心请教，凭
借丰富的舞台经验积累， 悟性
佳、 肯吃苦的王亮渐入佳境，他
逐渐显露出编导的才能和天分，
在江苏省第四届音乐舞蹈节及
全国第五届舞蹈比赛中，他创作
表演的节目屡次获奖，完成了由
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到舞蹈编导
的华丽蜕变。

立潮头勇谋转型
梦想扬帆起航

“14年的舞蹈生涯， 我的情
感都融入舞台中， 也使我对舞台
的空间调度、画面掌控、色彩和音
乐都极为敏感， 为事业转型打下
基础。”2005年，32岁的王亮正式
从舞蹈演员转向编导、导演。此前
作为舞蹈演员所获得的一系列奖
项， 也为他叩开了十运会开幕式
导演组的大门。其间，他不仅有机
会向国内顶尖的导演、编导学习，
而且在节目构思、创作、排练中表
现出能力和才华。

善于观察和学习是王亮的
一大特点。每次外出学习，王亮
都抓紧机会与国内最顶尖的导
演学习，及时掌握当前最新文艺
创作动向，关注国内外最顶尖的
设备技术。 十运会工作结束后，
王亮来到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
班进修，抓住一切机会如饥似渴

地学习。他的突出表现也引起国
内知名导演章东新的关注，将其
作为重点对象培养，参与了文化
部2007年春节电视晚会《你好春
天》、第十一届国际田径锦标赛开
幕式以及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开
幕式等众多国内大型晚会的编导
演工作。“跟国内顶尖团队合作，
工作氛围和状态非常好，需要不
断地创新，只要能想到的创意都
有可能实现。”奥运会闭幕式结束
后，包括导师章东新在内的很多
人都劝王亮留在北京发展，然而，
他对家乡有着太多牵挂，“我是从
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家乡人民给
了我很多支持，是时候为家乡做
点贡献了。”

“张继刚导演曾说过，作为一
个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节目时要
考虑到，观众席的上千人是用他
们生命中的5分钟来观赏这个节
目，一定要对得起他们。”2008年8
月底，王亮接下执导大型音舞诗
画《大潮连云》的任务，有机会实
践自己的创作理念。最终，《大潮
连云》演出活动空前成功，连续演
出20场。为了这台家乡的节目，他
牺牲了许多，包括担任2009年文
化部春节晚会副总导演的机会。

担使命砥砺前行
谱写文艺新篇

2010年11月，广州亚运会开
幕式在珠江江畔的主会场海心沙
岛举行，由塔沟武校表演的核心
节目之一《白云之帆》首次向全世
界精彩亮相。180名孩子在80米高
空，伴随着流动的背景，变换出不
同的造型，并将跷跷板、笑脸、海
鸥、雄鹰等唯美的画面一一展现
在观众面前，在视觉上给人以极
强的冲击力。此刻，全世界见证了
王亮带领的导演组以及演员们的
成功。

“很幸运，也很恐惧。”这是王
亮接手《白云之帆》时的真实感
受。一年零三个月里，他和全体人
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艰难、挣
扎、劳累、痛苦，一次次创意又一
次次推翻，无数次的反复与迷茫，
曾让导演组四个大男人在一次训
练散场后抱头痛哭。“所有心思都
在这个节目上，身边几个导演心
脏早搏，接近崩溃边缘。”训练时，
王亮和大家一起奋战在80米高台
训练场，从早上5点一直忙碌到晚
上7点，炎炎夏日，汗水湿透了衣
衫，刺眼的阳光照得睁不开双眼，
操作员们跑得地面上尘土飞扬，
帆屏表演者汗流浃背……想起那
段岁月，王亮说：“过程非常痛苦，
但回过头看，却充满幸福和成就
感，是值得一生珍藏的记忆。”

王亮坚持担双责、履双职，唱
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编创的舞
蹈多次参加省以上重大文艺比赛
并获奖。他在《大潮连云》、“春满
海州”第十届中国连云港之春大
型文艺晚会、“向着太阳歌唱”国
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启动晚
会、首届东中西区域合作论坛暨
西游记文化节文艺晚会等近百台
大型晚会中担任策划与总导演，
为推动我市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连
云港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
他本人也获评江苏省“文化系统
先进工作者”、“第二十九届北京
奥运会开闭幕式筹备工作优秀个
人”、连云港市“文化建设先进个
人”和“我们身边的十大青春榜
样”等荣誉称号。

在坚定守护港城文化艺术事
业的同时，他也诠释了作为一名
政协委员的时代风采。当选政协
委员以来，他积极围绕我市文化
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建言献策，认真撰写提
案。他重视文艺人才培养，关心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撰写的提案得
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有
效落实。王亮说：“‘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文
化自觉和自信，是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图为王亮工作照。

“开船喽……”7月22日晚，随着船夫的
一声号角，海州区“水韵盐河·驿漾海州”盐
河驿水上游览项目， 在鼓声阵阵中正式启
动。活动当晚，微风不燥，游人如织，4艘画舫
穿越百米水舞秀水门踏浪起航；一曲悠扬的
海州五大宫调《盐河清韵》，在桨声灯影里唱
响。放眼四望，古巷河道流光溢彩，光影水雾
交相呼应，千年运盐河再现勃勃生机。

这一项目的启动，是我市水文化遗产开
发利用道路上的有益探索。

水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性，它是人类千百
年来水事活动的产物，桥、堤、闸、坝、堰、碑
等，均与水密切相关。因为独特的自然和历
史风貌， 我市也留下了丰富的水文化遗产。
那么，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水文
化遗产，我市社会各界都在认真思考。

图图为为连连云云港港展展区区一一角角

重焕千年古城风姿
离不开一泓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