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快过年了，你听到年的声音，闻到年
的味道了吗？最近，余杭塘栖镇在水北街举办“非
遗文化过大年”的活动，向游客们集中展示了塘栖
特有的传统文化和年俗年货。
塘栖民间曾有许多年俗，但现在有的已被彻

底遗忘，有的也只留下了淡淡一丝痕迹。这几年，
塘栖镇挖掘民间传统文化，恢复了不少已经消失很
久的民俗，比如“老虎灶”打年糕、“石磨”做圆子。

打年糕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老虎灶”却销声
江湖 !"年了。土制的“老虎灶”又细又高，蒸出来
的年糕又黏又紧，咬在嘴里软而不松，有弹性却不
粘牙，好吃极了。
在塘栖水北街边，新造的“老虎灶”忽忽冒着热

气，游客们正等着米糕出锅，绍兴游客张先生按捺不
住，举起大棒槌跃跃欲试。他说，小时候家里过年也
打年糕，但那时候年纪太小了，抡不动棒槌，只能在

边上捏糕；等到稍微长大了，家里也不再过年打年糕
了；没想到几十年后，反而在塘栖圆了儿时的梦。
“这‘老虎灶’打出来的年糕，塘栖本地人都多

少年没吃过了，没想到今年又吃到了，就是这个味
道。”#"多岁的周大伯边吃边向人推荐。

过年当然少不了礼品，塘栖人以前过年，有个
必备的礼品，叫做五谷丰登小粮仓，用毛竹制作，做
成农村里的小粮仓模样。里面装着 $样东西：大麻
饼，寓意全家大团圆；石板酥糖，也就是旧时的糖包，
寓意生活甜美；节节糕，吃了来年能高升；椒桃片，黄
黄的象征来年遍地黄金发大财；还有土灶雌雄粽，寓
意传宗接代，香火代代传。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除“老虎灶”打年糕和五谷丰登小粮仓，塘栖
年俗制作现场也很吸引人，比如摊锅糍、磨圆子、
裹粽子、打年糕等。据悉，其中部分活动将一直持续
到过年前后。 （朱杨健 唐永春 范建荣 胡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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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历史文化灿烂
%&'(年，国家为了促进地方增强保护和传

承历史文化的意识，采取申报的办法，命名“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则特指
“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

%&'(年、%&')年和 %&&*年，国务院先后公
布了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共 &&座。此后又
陆续增补了 %%座，总计 %("座。其中，江苏拥有南
京、苏州、扬州、镇江、常熟、徐州、淮安、无锡、南
通、宜兴 %"座城市，而常州，至今仍与江阴、泰州、
高邮、兴化、如皋并列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与常州在中国

历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相比，实难相符。
常州历史文化之灿烂，早已无需赘述。城河

相依、河抱古城的古城形制，遍布全城的古迹遗
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春秋时期植根发芽
的吴文化，南北朝时期的齐梁文化，明清时期的
五大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
里也是历代名人辈出之乡，名人数量位居全国同
类城市第四。仅一个小小的青果巷，就走出了唐
荆川、恽鸿仪、盛宣怀、李伯元、瞿秋白、刘国钧、
周有光等一大批历史名人，被公认为全国罕见的
文化现象。

可以说，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常州成功
申报的最大优势。

3次申报3次错失
虽然拥有很多独特的基础和优势，但常州申

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路，一直走得很不平坦。
上世纪 '"年代起就全程参与申报工作的文

化学者邵志强介绍，从上世纪 '"年代初到 &"年
代末，常州曾三次尝试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但三次都遗憾地与这项荣誉擦肩而过。
“上世纪 '"年代初，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审批时，还没有采用申报的形式，也没有现在
的打分体系，而是由专家组直接评选出来。当时，
常州曾被列入其中。”邵志强回忆，“%&')年和
%&&*年的两次，常州也都进行了申报工作。”

三次错失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在某项文物保
护问题上的不当处理。而在 ("""年之后，常州又
因为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两次被中央媒体报道，
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前
景，也因此一度蒙上阴影。
但 !次不成功的申报，也成为了改进历史文

化保护工作的契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常州市政
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建立了历史
文化保护的工作机制。目前，常州拥有国家级文
保单位 $处，省级 $" 处，市级 %$( 处。拥有世
界级“非遗”项目 %个，国家级 %(个，省级 !'个，
市级 &"个。

画定申报“路线图”
常州市政府提出，围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

的工作，将大力推进八大工程、!&个重点项目的
建设。
八大工程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体系

编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各类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扩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历史文化研究宣传。

!&个重点项目主要有：青果巷历史文化街
区修缮保护利用、前后北岸业态调整、大运河申
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盛宣怀故居修缮保护、恽
代英纪念馆建设、苏东坡纪念馆建设、石龙嘴历
史风貌区修缮保护、编制《常州市区古镇古村老
街整体框架体系规划》、淹城、阖闾城、寺墩、圩墩
等大遗址的进一步保护与研究等。

其中，备受关注的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修缮
保护利用项目，已于去年正式启动，目前正在顺利
推进中。而对此类历史街区和风貌区的修缮和保
护，都会严格尊重历史风貌，突出民生保障，既延
续历史街区的文脉，又完善历史街区城市功能。
常州人一直引以为豪的名人故居，也将呈现

新气象。据常州市文广新局透露，到 ("%$年，苏
东坡、盛宣怀、赵元任、周有光等一批名人故居或
纪念馆，以及意园、近园等江南园林都将得到修
缮，大运河（常州段）申遗也将如期完成。

谈必行

建立文化保护机制 延续历史街区文脉

常州再次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 ! !本报讯 +记者 张智颖, 从今年起，南京博
物院部分文物将陆续赴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
日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和南京

博物院院长龚良在南京举行的交流合作座谈会
上商定，南京博物院从馆藏文物中遴选一批具
有南京特色的文物，年内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
展出，而未来 $年内，两院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举办文物合展。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
透露，今年从南博借展的首批“宝贝”，很可能是
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等近现代艺术名家的绘
画作品。作为“回馈”，在今年南博新馆对外开放
后，台北故宫将把该院的一些研究成果带到南
博展出。台北故宫今后还将参与江苏省内的地
下考古工作，这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尚属首次。

南京博物院文物年内赴台展出

对于一个具有5000余年文明史、近2560年建邑史，文化灿
烂、名人辈出的常州来说，缺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正式认证，
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今年，常州市政府将“大力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重点
工作，并提出“到2015年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州人期
盼多年的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迎来了新的机遇。

! ! ! !位于无锡新街巷的钱钟书故居，是钱钟书
少年时居住和学习的地方。近日，无锡市文管

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故居的部分房屋，由于
年代久远出现了险情，遂开展抢修。

图为工人在修补钱钟书故居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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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吴中第一名胜”虎丘
将再增亮点。记者从苏州有关方面获悉，虎丘已于
近日启动扩建工程。扩建后面积将是原先的 !倍
左右，同时还将新建塔影园、花神庙、一榭园等 )

个历史文化景点。

作为苏州文化地标之一的虎丘，在其兴盛时
山前山后轩榭亭台错落其间，胜景超过 (""处，然
而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景点逐渐湮没。此次扩建将
投资 %"亿元，用于新建一榭园、花神庙、金鸡墩、
南入口、塔影园和东溪红梅等 )个历史文化景点
及游客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一榭
园和花神庙景区已开建。其中一榭园将恢复一批
具有苏州传统建筑风貌的古建。

“老虎灶”打年糕、“石磨”做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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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虎丘添景扩容

来稿!&'()*"+&*,#$%&'$(

信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