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月 "!

日，为期两天的
“古缬 新 韵 ”
———焦宝林扎
染艺术展在江
苏南通中心美
术馆开展。焦宝
林为江苏省非
遗 保 护 项
目———南通扎
染的第一传承
人，此次展览展
出焦宝林 #$多
年来设计创作
的 %!$ 多幅扎
染精品。图为观
众在观看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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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长三角

!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晴湖不如
雨湖，雨湖不如夜
湖”，喜欢杭州的人
都知道这句话。其
实，除了夜西湖，杭
州的夏夜还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本月
#%日，杭州就将启
动“缤纷夜·乐无
眠”夜休闲主题推
广活动，在 !个月
时间里，近 !$项主
题活动将带给游客
更多实惠与惊喜。

今年杭州之夏“缤纷夜·乐无
眠”夜休闲主题活动将以“休闲四
季 &'杭州”为品牌，推出主题嘉
年华、晚间演出、旅游休闲产品淘
宝网秒杀及相关系列活动，游客
们既可乘坐运河画舫、欣赏西溪
向晚的水上风景，也可体验印象
西湖、宋城千古的视觉盛宴，还能
享受足浴按摩、养生夜疗的放松
惬意。从本月起至 %$月推出的近
!$ 项主题活动将涵盖美食、购
物、养生、娱乐、赏景等多项内容，
让缤纷夜色扮靓杭州之夏。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实习
生 张雪琪）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
长三角收藏研究会，近日迎来了
成立 !周年的日子，成立 !年来，
研究会建立了长三角收藏网站
（((()*(++),-.),/0和中国古玩鉴
定门户网站，创办了《长三角收
藏》报，在长三角地区及国内多个
城市，成立了研究会分会，举办了
一系列收藏、鉴赏和书画创作、展
览活动，开设了“中国书画收藏之
道”、“青铜器入门鉴赏”等讲座，
一支集收藏家、研究专家、书画家、
鉴定专家和收藏爱好者于一体的
收藏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会员遍及
长三角地区及国内多个城市。

长三角收藏研究会成立于
"$$+年 !月，是长三角地区收藏
爱好者自愿组成的民间文化学术
研究团队。

元代遗物保存完好
杨湾古街始建于宋室南迁后，

兴盛于明、清、民国直至二十世纪
+$年代初，一直是东山西南部的主
要商埠和水运码头，古街全长 %12%

米，两旁民居林立，高墙四起，古朴
而恬静，街面两侧青石咬口路面均
以小青砖侧砌铺设，并有不同花纹，
连接着朱家巷、居巷、六扇巷等南
北、东西向的街巷 3+条，明清建筑
依街而建。其中，轩辕宫最早建于唐

朝初期，以后多次重建或重修。著名
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等考定，现存
的轩辕宫正殿，庭柱、檐柱及大部分
梁架、斗拱等木结构都是元代遗物。

4公顷核心保护区中，拥有轩
辕宫、明善堂、怀荫堂等 #处全国文
保单位及崇本堂、锦星堂、久大堂、
纯德堂等 1处市级文保单位，拥有
控保单位 !5 处，境内现保存有
342#+ 平方米明清古建筑群落，形
成以杨湾古街为中心区域并向左右
两侧辐射的历史街区。

老宅有12代传人
久大堂是市级文保单位，“藏

身”于杨湾古村的一处深巷中。从偏
门进入，便是一见到底的长巷。5$

岁的主人李应时是宅子的第十二代
传人。“一出生起就住在这个宅子里
了。老房子足足有 3$$$多平方米，
特别是房顶横梁上的彩绘，每次文
物专家来都会叹为观止。”

一提到房子，老人就禁不住自
豪，然而自豪的同时，他却也颇多无
奈。“早些年还能爬到屋顶上去‘捉
漏’，现在年纪大了，爬不动，房子损
坏得越来越严重”。顺着老人手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年久失修后，老宅
的许多构件已经残破不堪了，楼上
更早已不住人了。尽管损毁严重，然
而屋顶横梁处的木雕图案生动逼
真，特别是彩绘部分历经了这么多
年的风雨后，依旧清晰可辨，“文物
专家说，这应该是江南一带最清楚
的彩绘了。”
杨湾村主任黄姜峰说，杨湾古

街沿街两侧有明清古建筑 #2户，其
中明代建筑 +户，清代建筑 3+户，
除怀荫堂、三善堂等三处古建筑外，
多属于私产。在走访调查中，部分私
人房产持有人愿意被收购或者流
转。此外杨湾古街沿街涉及农户
#24户，其中适合民宿及农家乐的
也不少。

年内启动古村修复
为更好促进老街的保护与发

展，苏州市规划局编制《苏州市东山
镇杨湾古村落保护与建设规划》。
3$%3年，杨湾村成立了杨湾古村保
护和发展管理办公室，今年 #月，村
委会注册成立苏州杨湾古村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眼下他们已进入施工前期准备阶
段，并将于年内正式动工。
记者获悉，根据规划，修复保护

后的古村落将形成 #个历史建筑重
点游览区、两个历史建筑一般游览
区、一个生态景观游览区和一条杨
湾古街游览轴。其中三个历史建筑
重点游览区为轩辕宫历史建筑重点
游览区、明善堂历史建筑重点游览
区、怀荫堂历史建筑重点游览区。在
立面改造工程中力求做到“修旧如
故”，4#$米的明代古街，恢复两侧
排水明沟。 沈红娣

! ! ! !本报讯（记者
张智颖）第五届中
国（常熟）江南文化
节昨天在历史文化
名城常熟市拉开帷
幕。江南民间文艺
展演、评弹名家书
会、%$元电影大放
送……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常熟市民
沉浸在节日的欢乐
之中。

与前几届相
比，今年江南文化
节加大了文化惠民
的力度，十几项展
示常熟文化特色、
艺术性和参与性并
重的活动，让百万
常熟市民激情互动。常熟文化部
门准备了 2份“大礼包”让市民共
享文化成果，主要有江南民间文
艺常熟展演、“评弹名家书会”、%$
元电影大放送，“高贵不贵看大
戏”、免费电影送到乡镇、儿童剧
《快乐木马》免费专场、文化馆音
乐厅“市民开放日”等活动。
文化节期间，常熟还要举办

《国宝———圆明园兽首常熟特
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常熟市
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翁同龢
书法奖”也同时揭晓。此外还举办
第四届中国古琴艺术节。第十四届
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也同时举行。

西湖边有太多“到此一游”
游客提议不妨设个留言点

苏州一个村落拥有3处“国保”

! ! ! !一句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到此一
游”，远渡重洋在埃及引发中国游客关注，通过
微博传回国内之后，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在杭州西湖景区，频繁现身的“!!到此一

游”现象，也让管理部门和市民大为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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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通讯员 陈毛应 记
者 梅璎迪）以“尚书葵花开，金榜
题名来”为主题的安吉县第四届
尚书文化节日前在浙江安吉举
行。文化节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
礼仪的大型成人礼、尊师礼、开笔
礼等三大礼仪活动。整个文化节
的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5月 %$日。

安吉办尚书文化节

有人两次留下“墨宝”
记者沿着西湖边北山路、孤山

路等逛了一大圈，发现那些相对新
的建筑，比如苏小小墓等，很少有刻
字留念的，但是部分山体以及树干
上，这种现象还残留不少。
下午 #时，北山路游人如织。靠

近少年宫的几棵大树枝繁叶茂，凑
近一看，树干上还有不少“玄机”。一
棵树的树干上，留着一行黑色的笔
迹：“唐贝贝到此一游”。几米开外的
另一棵大树的树干上，也有一行字，
看上去还挺工整的，上书“胡凯悦到
此”。兴许是觉得没有把自己的意思
表达清楚，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上，终
于留下了完整版：“胡凯悦到此一
游”，字号也比之前的大了许多。
相比于在树干上写字，另一些

留下“墨宝”的方法，就有些残忍
了———树干被尖刀等利器硬生生划
出了一行行字，比如，有人在树干
上，刻出了一个大大的“恨”字，还有
人在树上刻着硕大的“敏华”两字，

十分触目惊心。

游人刻字盖住碑文
位于孤山路的西泠印社“鑑

678"/0亭”内一块石碑上，被刻满了
或大或小、龙飞凤舞的字，字数之
多，甚至把石碑上原有的碑文都盖
住了。
石碑上留下的字，内容不尽相

同，有人写爱恨情仇，有人写“到此
一游”。因为这些字的出现，石碑上
原有的文字已非常难辨认了。特别
讽刺的是，石碑一旁，就有块醒目的
提示牌———爱护文物，请勿触摸。

在黄龙洞，类似情况也有很

多。黄龙洞正大门旁，有条通向栖
霞岭的山路，两米宽的石板路铺设
在一片翠绿的竹林间，景色十分宜
人。记者沿着山路走了不到 3$米，
发现两侧的竹林有不少被游客刻
字留念，尤其是靠近路边的 3$多
棵竹子，已经长成小腿那么粗了，
可竹干上基本都被人以刻字的方
式“认领”了。
“在竹子上刻字的，基本都是

3$ 来岁的情侣，有的用钥匙刻，
有的用水果刀，内容不是‘!!

爱!!’就是‘!!到此一游’，真是看
着就生气。”在黄龙洞做保安的章
师傅说。

游客提议景区设留言点
来自秦皇岛的游客芮小姐说：

“刻字的确是素质问题，但我想，西
湖这么美，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西
湖的游客，可能的确是有一些话想
说又没地方说，杭州如果设置类似
的留言墙，感觉说不定蛮好，大家也
不会再去胡乱刻字了。”
事实上，在丽江古城的玉河广

场，人还没走近，就传来了串串悦耳
的风铃声。长廊上挂满了“东巴许愿
风铃”，可供南来北往的游客们写下
自己心语心愿，每天都有很多人写。
而前段时间新开街的杭州紫薇

大街，也推出了“杭州愿望时光盒
子”活动，邀市民在城市原点领取心
愿信封，填写“心愿”投入紫薇许愿
口。活动收到来自海内外的 %)3万
个心愿，它们将被埋藏在原点，%3
年后开启。平日里，广场将被定位为
浪漫的约会、求爱广场。求婚的小伙
子，可以在 9:;大屏幕上播放自己
的“爱的誓言”。 吴崇远 刘焜

!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南京
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
清民居建筑群<<湖熟杨柳村，今
年将开辟 !)2公里“水游线路”，
届时就可坐着画舫游赏灯观景。
杨柳村旁的杨柳湖是古代的

运粮河道，波光粼粼缠绕着古村
落。目前当地正修复古码头，并定
制了画舫及数百盏秦淮灯彩。届
时“水游线路”将串联起古戏台、
“九十九间半”等多个景点。

坐画舫游杨柳村

! !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因其重大历史价值
或极高的艺术、科学价值，
被称为“国保”。目前全国
只有 3=1+处这样的宝贝。
然而苏州有座古老村落，
却坐拥 =处“国保”，每一
处都是一段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