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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种行走的书法课。”正值暑
假，绍兴兰亭景区迎来了一批批研学队
伍。学生们徜徉在茂林修竹间，体验曲水
流觞、感受书法文化的魅力，古老的书法
圣地再度“出圈”。

兰亭书法文化提升项目，有“出圈”的
基因和使命，近日入选浙江省文化基因激
活工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这批项目
共 45 个，是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的抓
手之一。

此前，浙江已于 2020 年启动文化基
因解码工程，截至目前，共调查登记 3 万

余个文化元素，系统保留了各类文化形
态资料，初步打造了宋韵文化等多个优
秀项目。不久前，浙江启动文化基因激
活工程，主要目标包括：到 2026 年，全面
建成浙江文化基因库，培育 10 个以上现
象级省域文化标识、100个以上文化基因
激活标志性项目，使中华文明浙江标识
更加鲜明。

浙江为何要启动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基因激活与基因解码有何关联？文
化基因又当如何激活？记者踏访省内各
地寻求答案。

随着文化基因解码、激活，它对
相关产业发展的推力也日益增强。

端午假期，杭州清河坊历史街
区，一家名曰“南宋书房”的书店人
气旺盛。宋韵茶香等体验活动，宋
韵明信片等文创产品，店内展示的
挂画、品茗、焚香、插花等宋代四雅，
都让消费者兴趣浓厚。

“大家是冲着宋韵文化来的。”
店长裘丹靓告诉记者，书店自 2020
年投运以来，每年举办宋韵主题文
化相关活动约 200 场，年均吸引逾
100万人次参与。

杭州的德寿宫，绍兴的宋六陵、
沈园，台州的府城，衢州的“宋诗之
河”⋯⋯自 2021 年实施“宋韵文化
传世工程”以来，宋韵，已成为浙江
一张文旅金名片。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人们
的文旅消费能力和意愿不断增长。
通过文化体验和文化产品创造新的

文化供给，也可以创造新
的消费需求。

“很多产品能成为爆款，就是因
为靠文化触动了人的内心，产生了
很强的情绪价值，从而带来消费。”
陈广胜进一步“解码”。

即使是不少人眼中“冷门”的古
籍，也可以激活、出圈，靠文化触动
人们的内心。

《黄宗羲全集》《国榷》《两浙金
石志》⋯⋯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有这
么一群读书博主，以浙江历代文献
典籍为主，编纂成“浙江文丛”，将其
搬进直播间，搬到 B 站、抖音等社交
平台。今年 5 月，他们又策划推出

“挑战带你读完一千册‘浙江文丛’”
等系列短视频。

“文化的内核不变，呈现形式、
传播渠道等创新，都会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浙江古籍出版社主播“小
八”揭秘，视频团队走进作者故居、
保存底本的图书馆等现场，让古籍
中的文字化作优美的画面和动人的
故事，帮助更多读者以短视频的方
式“打开”古籍。

目前，该系列已播出6集。有网
友评价：“高质量，期待！”还有不少
催着“上架”“更新”。

现在的浙江，大到一个市、一个
县，小到一个村、一家企业，“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悄然升级，文
化与经济共同“搭台唱戏”的新剧本
正在上演。

衢州推动“两子文化”（孔子文
化、棋子文化）创造性转化，打造“南
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今年

“五一”期间，衢州共接待全域游客人
数 149.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94%，
实现旅游总收入13.73亿元；

“越剧之乡”嵊州，如今全市注
册有 117 个民营越剧团，从业人员
8000 余 人 ，相 关 产 业 年 产 值 约 3
亿元；

浙产美妆头部企业毛戈平化妆
品公司打造宋韵美妆系列产品，刚
开始时，1小时直播就售出11.8万余
件，销售额破4000万元⋯⋯

尽管势头喜人，但采访中记者
发现，刚起步的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也面临一些问题。

解码的深度和准确性还有待加
强。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为此将进
一步整合高校资源，引入专家团队、
科研院所等力量，为进一步做好文
化基因解码做好指导。

地区间不平衡也值得关注。文
化资源的分布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并非总是正相关，一些传统文化资
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不一定高。多位专家建议，要加强
省市县和各区域间的政策协调与资
源共享，合理引导资源、资金投入，
补强部分地区力量。

文化基因激活，最终离不开市
场化。“但文化产品差异性很大，价
值很难像工业产品那样进行标准化
衡量。”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
杜正贤建议，要构筑好市场环境、创
新文化产品价值衡量体系，同时加
强人才培养。

“文化产业是浙江八大万亿产
业之一，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将为整
个浙江文化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这
是努力的方向。”采访中，很多专家
信心满满。

为万亿产业注入新活力
文化与经济共同“搭台唱戏”

文化基因应该怎么激活？
《实施方案》聚焦浙籍名人、浙

学书院、浙风古韵、浙传典籍、浙出
好戏、浙地臻品、浙派好礼、浙里畅
游八大领域，部署了名人故里深度
开发、传统书院复兴活化、戏曲词牌
整理活化、古籍古画转化利用、古装
演艺精品打造、历史经典产业振兴、
遗产文创联动开发、文化景区转型
提质八大行动，有指标，有举措，有
时间表。

“八大领域瞄准的是有浙江代
表性，又有竞争力、有爆款潜力的方
向。有些地方在解码时已有活化利
用的尝试，不过方向过多、深度还不
够，现在相当于明确重点方向，全省
全面展开。”金鹏说。

以浙传典籍领域为例，其数字
化利用颇引人关注。

登录“浙江省文献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网”，点击“古籍”选项，输
入 搜 索 关 键 词 ，记 者 进 入 了 一 个
宝库——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
总库。该库收录全省公共图书馆馆
藏的古籍2820种。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原本束之
高阁的古籍潮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浙江图书馆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童
圣江信心满满。他向记者描绘了正在
推进中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书阁一
体”项目：借助数字化等技术，今后，读
者可身临其境地走进“文澜阁”，不受
时空限制地阅读四库全书。

相对于基因解码工程专注于
“解”，基因激活工程则强调“解用一
体、价值引领”，为此，《实施方案》部
署了建设良渚文化、宋韵文化、阳明
文化、丝瓷茶文化等十大现象级省
域文化标识等重点任务，并明确了
牵头单位。

近日，长兴县大唐贡茶院内，来
自泰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
数十位友人，现场体验茶香水、茶啤
酒等创意茶产品，欣赏大唐宫廷茶
礼和点茶技艺后赞叹不已。

作为我国瓷、丝、笔、茶文化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湖州是十大现象
级省域文化标识中丝瓷茶文化的牵
头方之一，最近制定出台了该市文
化基因激活工程三年行动方案。

在湖州职院旅游管理学院副院
长张丽娜看来，全民习惯养成和产
品衍生是激活丝瓷茶文化的两个要
点，也是难点，“要摸清丝瓷茶文化

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制
度规范和技艺习俗，结合用户需求，
围绕国潮、国货不断推陈出新，让人
看得入眼、吃得进嘴、带得回去、入
得了心，并经过时间的沉淀，让它们
成为全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解码文化基因、激活文化基因，
在此过程中，浙江各地迸发出澎湃
的创新力。

台州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划，
以“浙东唐诗之路”和“宋韵临海”为主
线打造府城文化IP，让台州府城成为
集聚人气、带动消费的“流量池”；

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是浙江
省首座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纪念
馆。舟山正在系统梳理鸦片战争史
料，做好文化阐释和科学解码，结合
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推动相
关文化传播；

温州文成以刘基谥号为县名，
正将刘基文化当成当地第一文化品
牌来打造。“伯温家宴”“伯温烧饼”
等美食品牌，伯温求学之路、伯温研
学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刘伯
温文化旅游节等文旅活动，正悄然
融入大众生活⋯⋯

建设十大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
从尝试利用到深度开发

今年端午假期，由于叠加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比往年更为热闹。浙江各地纷纷
亮出“绝活”：宁波鄞州区搬出“龙舟拾捌
碗”美食，湖州南浔区比赛划菱桶，台州 9
县非遗手艺人齐聚黄岩赛手艺⋯⋯浓浓
的文化味激发深深的家乡情。

这些文化活动其实都蕴含着文化基
因。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对
此形象地解释：“你在家乡看到的、听到
的、品到的，都会成为你识别、记忆家乡的
符号。凡此种种，衍生出纷繁复杂的文化
形态，比如文物遗存、民俗场景、古籍善本
等，最终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

今年印发的《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实施方案（2024-2026年）》（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对文化基因下了定义：是指从文
化形态切入，厘清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
本走向，从物质、精神、语符、规制等要素进
行分析、解码所提取的关键知识内核。

文化基因，决定了“何为浙江”。
浙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

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
年红船”的厚重历史，古迹遗存、文献典
籍、民俗技艺等文化资源更是灿若星辰。

2020 年，浙江启动文化基因解码工
程，参照生物领域基因测序方式，从物质
要素、精神要素、语符要素、规则要素等维
度解构优秀传统文化，探究其蕴含的人文
精神、价值观念、制度规范、技艺习俗等。

“截至目前，共调查登记 3 万余个文化元
素，研究解码近 2000 个重要文化基因。”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策划推广处处长金
鹏介绍，基因解码就是探寻“为什么这些
文化标识会出现在浙江，浙江又何以成为
浙江”的过程。

“如果说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是一
个寻找答案的过程，那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更是不断丰富答案并实现价值路径转化
的实践过程。”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副厅
长李新芳解读《实施方案》时说。

简言之，解码是上半篇文章，解答“何
为浙江”；激活是下半篇文章，实现“浙江
何为”。

上、下半篇需要相互促进。“只有准确
地把握才能传承，才能弘扬。”南京大学季

子与吴文化研究院院长周群说，以刘基文
化为例，刘基著作意蕴丰厚、深刻幽微，准
确把握并非易事，要系统整理、分判真伪，
并多维度呈现，这样刘基文化才能真正

“活起来，传下去”。
文化基因激活对浙江而言，更是一项

历史使命。
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

“聚焦聚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省
域探索”这一重点工作，要求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繁荣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深
入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围绕文化基
因激活工程，全省各地都行动起来。

近日，湖州正式当选中国2025年“东亚
文化之都”——这是一个顶级文化IP，当选
城市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文旅合作。

“‘东亚文化之都’，是加强文化国际传
播的一大抓手；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是推进
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招。两者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都将深化人文新湖州建
设。”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
务处处长薛石川表示，湖州将抓住双重机
遇，在有关国际活动中推出一批与丝瓷笔
茶相关的特色精品游线，举办湖笔文化节、
陆羽茶文化节、吴昌硕国际论坛等重大主
题文化活动，探索爆款产品。

除了文旅，传统文化在文艺创作中也
散发着日益鲜活的魅力。

杏花烟雨的江南，融入铁马西风的大
漠；百年地方曲艺，以“浸入式”“环境式”
新面貌亮相⋯⋯新编越剧《新龙门客栈》
从去年 3 月首演至今，场场爆满，热度不
减，俘获一大批年轻粉丝。

《新龙门客栈》“出圈”，正是近年来传
统文化升温的一个缩影。“很多年轻人追捧
传统文化，常提到‘血脉觉醒’一词，这就是
文化基因的力量。将其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传统文化赋
能文旅产业，大有可为。”
陈广胜说。

研究近2000个重要文化基因
从基因解码到基因激活

浙江探索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新路径

中华文明的浙江基因，怎样更鲜明
本报记者 金春华 陈黎明 陶 韬 叶小西

链接

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45个）

根据《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实
施方案（2024-2026年）》，到2026年，将
培育10个以上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

1 良渚文化 2 宋韵文化

3 上山文化 4 黄帝文化

5 南孔文化 6 和合文化

7 阳明文化 8 丝瓷茶文化

9 古越文化 10 吴越文化
（据浙江发布公众号）

培育10个现象级
省域文化标识

一场别开生面
的宋韵水上婚礼，
近日在绍兴黄酒小镇
举行。

视觉中国供图

年 轻 人 穿
着汉服，“打卡”
伯温故里。

文 成 县 委
宣传部供图

游客在良渚博物院参观游客在良渚博物院参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彦徐彦 拍友拍友 摇慧敏摇慧敏 摄摄

所属领域

浙传典籍

浙传典籍

浙风古韵

浙地臻品

浙传典籍

浙传典籍

浙地臻品

浙里畅游

浙地臻品

浙出好戏

浙里畅游

浙籍名人

浙籍名人

浙风古韵

浙派好礼

浙风古韵

浙风古韵

浙籍名人

浙地臻品

浙学书院

浙派好礼

浙风古韵

浙地臻品

浙风古韵

浙地臻品

浙里畅游

浙里畅游

浙里畅游

浙里畅游

浙地臻品

浙里畅游

浙地臻品

浙里畅游

浙出好戏

浙学书院

浙派好礼

浙学书院

浙里畅游

浙地臻品

浙学书院

浙出好戏

浙籍名人

浙里畅游

浙出好戏

浙传典籍

县（市、区）

省本级

省本级

省本级

省本级

兰溪市

湖州市本级

桐乡市

杭州市余杭区

台州市黄岩区

杭州市西湖区

杭州市本级

衢州市本级

余姚市

台州市椒江区

景宁畲族自治县

温州市本级

金华市本级

安吉县

宁波市奉化区

温州市鹿城区

舟山市普陀区

余姚市

开化县

松阳县

瑞安市

舟山市普陀区

杭州市临安区

绍兴市本级

兰溪市

龙泉市

桐庐县

杭州市富阳区

德清县

江山市

永康市

杭州市拱墅区

杭州市本级

宁海县

东阳市

武义县

东阳市

平湖市

杭州市余杭区

杭州市上城区

金华市金东区

项目名称

文澜阁“书阁一体”
展陈项目

浙江省历史文献数
据库项目

浙江省数字词牌曲
牌库项目

浙江省古建筑基因
库项目

鱼鳞册活化利用项目

中华传统晒书之古
籍藏书文化项目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体验项目

“溯·文明圣地”之
旅游线路建设项目

黄岩青瓷产业化项目

宋城千古情演艺迭
代提升项目

“非遗茶香”西湖龙
井老字号特色文旅
项目

孔氏南宗家庙提升
项目

阳明故里建设提升
项目

台州乱弹保护活化
项目

畲族银饰活化项目

瓯剧《琵琶记》项目

婺剧复排抢救计划

昌硕故里提升项目

红帮服饰产业化项目

东山书院重建暨展
陈工程

普陀渔民画系列文
创产品开发项目

姚剧曲牌抢救整理
及运用项目

千年开化纸复兴项目

松阳高腔现代化演
绎项目

木活字小镇项目

沈家门渔港文化挖
掘项目

吴越文化博物馆建
设提升项目

兰亭书法文化提升
项目

游埠古镇提升项目

龙泉窑（不灭窑火）
迭代项目

严子陵钓台建设提
升项目

泗洲造纸考古遗址
公园项日

莫干山名人文化活
化项目

大陈见面演艺项目

五峰书院复兴项目

王星记匠心扇礼项目

万松书院提升项目

十里红妆婚俗·南
宋红妆乐园项目

东阳木雕游线打造
项目

南宋明招文化园建
设项目

横店古装旅游演艺
项目

李叔同纪念馆展陈
与讲解提升项目

径山禅茶项目

宋韵大秀场项日

《梅花喜神谱》雕版
重刻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