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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面”组团代言家乡“红豆文化”
“大家好！欢迎光临江阴市红豆

村！我是红豆院小讲解员，今天非常

高兴，由我给大家讲解千年的红豆文

化。”伴随着清脆稚嫩的声音，一拨一

拨来此探访的游客，未见红豆先闻其

声，未解“相思”先受其礼——十多个

身穿马甲的村内小学生，齐整整地站

在院门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童子

面，花儿一样迎候着每一批来此探访

的客人。

与孩子们的热情活泼相比，院内

越千年而不老去的红豆树，则在“红

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

撷，此物最相思”的背景乐中，静静地

接受着人们的凭吊、观赏和对美好生

活的寄托。

千年故事千年情

“大家也许是第一次来红豆村，

但相信大家对大诗人王维的《相思》

熟稔于心，下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背

诵这首诗……”小讲解员声情并茂，

游客热情互动。

历经千年的“红豆文化”，今天，

被这里的小主人以别样的情怀阐释

出来了。

“红豆文化”又称爱情故事，早在

1500 年前，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爱上

了在当地修行的小尼姑，当然，僧俗

两界，注定这样的爱情没有结果，于

是太子亲手在顾山植下了一棵红豆

树，以寄托相思意。这棵富有传奇色

彩的红豆树，就坐落在今天的顾山镇

红豆村。太子萧统曾是红豆院的主

人，故红豆院被称为梁代的“皇家后

花园”。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院内的

那棵红豆树，被铁栅栏和铁架子保护

支撑起来，主干只剩一半，且枯而空

心。为什么只剩半棵树？相传元代

期间，一场罕见的雷电，把红豆树的

另一半劈掉、击枯。至乾隆年间，红

豆树奇迹般地复活，枯干腐株却孕育

出新生命，到上世纪80 年代，从根部

又长出两棵小树，形成连理二枝延续

生命。这三棵树互抱成趣，树冠下系

满了祈福许愿的红丝带，看得出，千

年之后的信男善女，仍将美好的世间

大爱寄情于树。

“虽然走进红豆院看到的千年红

豆树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但却有一种

莫名的、发自内心的为爱感动，我想

这可能就是古树曾经桑海，唯爱千年

不 变 。 这 是 人 间 大 爱 带 来 的 感

动。”——有游客留言这样写道。

据介绍，红豆树多生于南方，所以

按纬度位置，这是国内生长在最北的

一棵红豆树。这株树若能花开，其色

洁白；若能结果，豆荚茶色，状若鸡

心。剥开豆荚，便是一粒心脏形的红

豆，灿若云霞。所以，红豆又被称为

“相思子”，自古以来便被当做爱情的

信物，人们借此祈求幸福。

“以爱为名”发展乡村游

水乡江南，处处皆景。

和周边地区相比，红豆村在乡村

旅游方面起步相对较迟，周边其他村

落都先后发展为成熟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但红豆村无论在自然景观资源

还是基础配套建设方面，都有着一定

差距，好在，在这里一直传颂着 1500

年的爱情故事。

红豆树传递着美丽动人的故事，

演绎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梦想。

“红豆村虽然在自然景观资源方

面相对欠缺，但是千年红豆树和流传

千年的爱情故事，才是红豆村乡村旅

游不可复制的永恒内在。”红豆村党

支部书记吴敏东介绍，红豆村紧紧围

绕爱情文化，发展爱情主题乡村旅

游，通过策划组织丰富多彩的爱情主

题活动，将红豆村现有乡村旅游资源

串联，形成完整的“爱在红豆”乡村旅

游生态链，让红豆村成为华东地区的

爱情文化地标和不可不去的爱情乡

村旅游胜地。

据介绍，“2016 无锡乡村旅游地

域品牌推广季暨江阴红豆旅游年”活

动，三个月前在江阴顾山红豆村正式

开启，这已经是短短3年内，无锡市旅

游局第二次把红豆村作为“无锡乡村

旅游推广”的主阵地。

虽然在自然景观资源上相对欠

缺，但是红豆村在发展乡村旅游方

面，勇于打破“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发

展模式，而是围绕自身特有的“红豆

爱情”文化底蕴，发展爱情文化主题

乡村旅游，为差异化开发乡村旅游，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留出“苏南乡愁”

如今，由红豆树衍生出来的红豆

文化，由红豆文化衍生的乡村旅游，

在红豆村随处可见。村里现在组织

了“红豆文化月”活动，成立了“红豆

评弹团”，每年为村民演出200多场次

的评弹。

“我们开发的这些项目，既能让

游人在此欣赏到美妙的江南丝竹，还

能帮助大家留出乡愁。”吴敏东援引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既要金

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还要留出乡

愁。包括这次，让小学生担当红豆村

小导游，一是为了丰富学生的暑期生

活，培养学生的红豆情结，培植红豆

村旅游建设新亮点，二是希望小朋友

们，以主人翁的态度传承并弘扬“红

豆文化”，增强热爱家乡、传播乡情的

实践能力。

红豆村的小导游们，有的介绍红

豆树“三奇”，有的介绍红豆百花园美

景，有的介绍红豆村农业合作社花

卉，有的介绍红豆树坞村庄整治……

各有侧重，每人介绍一个景点。当

然，最重要的还是红豆树。

红豆树作为“江阴三奇”之一，在

最新的江苏省“古树名木名录”中排

行第七。红豆树之所以闻名，除了千

年树龄，更因为王维的那首著名的

《相思》诗，其中的一句“此物最相

思”，拨动着无数人的心弦，也承载着

无数人对往事的回忆。

“讲好故事，就能形成特色。”江

阴市经信委党委副书记肖朱东介绍，

在乡村旅游差异化发展上，包括江阴

在内，整个无锡正在走出“千村一面”

的怪圈，各村以自有的特色文化为载

体，打造“美丽乡村”。

据介绍，宜兴湖父借助高密度的

绿化覆盖和山水资源，着力打造“绿

色健康”乡村旅游概念，如今湖父“深

氧界”品牌已经深入人心；阳山，“花

为媒，桃唱戏”，阳山水蜜桃早已名扬

海内外，已经连续举办20年的阳山国

际桃花节，更是无锡乡村旅游不可或

缺的盛事；鸿山作为吴文化发祥地，

在讲好“举案齐眉”佳话的同时，也让

鸿山 5000 多亩葡萄搭上了乡村旅游

的便车；而马山，则借着灵山胜境的

影响力和环湖依山的特色景观资源，

走出了“太湖情，马山行”的特色乡村

旅游之路。

先后被确立为“国家现代农业科

技城”先导示范园区、“国家级农业科

技园区”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北

京国际鲜花港，地处京郊顺义。当初

是想建成集花卉生产、研发、展示、交

易等为特色的农业科技园区，但《中国

企业报》记者日前在现场采访时发现，

目前已有几十位艺术家慕名而来，在

此安营扎寨。从农业科技园区转为文

化创意园，或许他们就是首批见证者

和参与者。

鲜花港面临转型

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园区规划时

最初分为设施生产区、农业观光区和

配套服务区，在设施生产区中，有高档

智能温室面积17万平方米，主要用于

高档盆花、种苗和观叶植物等的生产、

组培。另外有占地1200亩采取的是借

鉴荷兰库肯霍夫公园以不断创新和展

览为主的经营模式。

据园区的一位负责人介绍，鲜花

港成立十年来，主要是在花季时依靠

花卉主题吸引游客游园，比如每年都

会举办的以郁金香、菊花、百合和月季

等花卉为主题的大型文化节，但平时

没有花开的季节，游客就很少了。而

且因为北京的花卉种植成本高于外

地，比如四季如春、盛产鲜花的昆明，

因此在北京做花卉交易已经没有什么

优势了。

记者了解到，鲜花港除了每年搞

几次不同主题的鲜花文化节促进了旅

游之外，近年来一直在考虑转型，开辟

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几轮接触，今年

年初终于和专门做文化产业的专业公

司北京德美艺嘉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辟出了相当大的面积，尝

试做起了文化创意产业。

文创园的具体操盘手则是德美艺

嘉麾下的德美自在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总经理郭曦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他们是专业做文创类的公司，目前

已经和浙江杭州、湖南长沙、四川成

都、广东佛山等城市，跟文创园有关的

项目合作，在北京这边，做得比较多的

还是展览。

艺术家从参展到入驻

2016年4月份的一次展览，让北京

国际鲜花港文创园着实火了一把，这个

名为“万物皆牛”陈文令大型雕塑艺术

展，开展当天云集了著名策展人栗宪

庭、著名导演顾长卫、中国美术家协会

秘书长徐里等业内20多位名人在开幕

式上亮相。

“当时人头攒动的热烈场面连顺

义区政府的人都感到惊讶不已，不仅现

场人气爆棚，有1500多位嘉宾齐聚鲜

花港。”德美艺嘉公司CEO董艺向记者

介绍，来宾中不乏顾长卫、黄建华、侯德

健、吕德安、杨千等艺界知名人士。

据郭曦介绍，从今年4月份开始，

文创园举办的众多大型展览总投入已

超过两百万元，虽然展览本身并不能带

来很高的直接收益，但自在艺术创客更

看重这些展览的学术高度、重要性及所

带来的国际影响力。

就重要性而言，郭曦认为2016年6

月举行的《桃花源时代——黑桥十年当

代艺术系列展》是一个分水岭，这标志

着很多曾经“散布”于黑桥的艺术家，走

上了有平台有支持的创客之路。展览

仅仅是黑桥1000多位艺术家中的2%，

这个系列展是对黑桥艺术区的梳理，同

时也接纳了一批黑桥的艺术家。

郭曦更愿意把聚拢而来的艺术家

称为“自在艺术创客”，更愿意把这个文

创园叫“自在艺术创客空间”。他说打

造“自在艺术创客空间”的初心就是以

艺术家为核心，打造综合性国际艺术产

业基地，让艺术家生活、创作和艺术交

流都在花园里。

据了解，文创园可以为艺术家提

供长达15年的工作室签约年限，让艺

术家的工作室更稳定，无需考虑拆迁问

题。

“让自在艺术创客的每一位艺术

家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展示空间，提升

自在艺术创客空间整体艺术氛围。”郭

曦说，每周末举办沙龙、活动、晚宴等，

邀请知名艺术家、收藏家、金融人士等

现场交流，为艺术家提供更多交流、展

示的机会。

空间属于创客

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

写过一首著名的诗：《人，诗意地栖居》，

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诗意地栖

居在大地上”，就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

同向往。

作为文创园的主导者，北京德美

公司希望所有入驻的艺术家都能诗意

地栖居，而他们为艺术家量身定制的自

在艺术创客项目目前已受到众多国内

外艺术家的关注，目前中央美术学院的

师生、北京城市学院工艺美术系已准备

入驻鲜花港文创园。

今年“五一”假期，许多形态的艺术

展览、手作市集、创意市集等在各大城

市中心展开，而由自在艺术创客打造的

花房艺术中心，则是从情景创造的角

度，打造一个以生活美学为主轴的体验

式综合性艺术空间。在森林、草地、鲜

花的自然气息中，塑造了一个集艺术、

自然、美食与手作为一体的崭新生活美

学体验空间，将当代艺术作品展、手作

市集、香草厨房、莫奈影像展、咖啡厅、

慢生活体验等展现在迷宫式的花园展

厅中。

据了解，面临拆迁的朝阳区黑桥

艺术区里的艺术家们，他们中的一些人

已经把目光转向这里。这就意味着，这

里除了赏花，还将迎来许多艺术家到这

里安新家。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建，拆迁始终

是梦工厂无奈的结局，渐渐地，艺术家

们不再去想最终的归宿。对此，已经在

文创园入驻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艺

术家钟飙的一段话，道出了习惯漂泊的

艺术家们的内心想法：“工作室就像一

辆巴士，它的作用就是带我们到人生的

下一站，到站了就该换乘另一辆巴士，

但不管走到哪里，艺术家都不会停止创

作。”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创园：

吸引艺术家成为“自在艺术创客”

建好文化创意小镇
记住“乡愁”

在我国资源环境压力日趋加大的现实背景下，摊

大饼式的大城市扩张模式所带来的环境差、就业难等

弊病和矛盾日益突出，“乡愁”城镇化的新理念要求我

们突破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回归“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根本目的，重拾“逐水草丰美而居”的意境。

推进“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就是实现聚人、留

人、宜人的城镇化，就是体现乡土、乡情、乡里文化内

涵的城镇化，同时也是创造新产业、新就业和新价值

的城镇化。

红
豆
村
小
导
游
们
热
情
待
客

●设立“守住乡土”的文化红线，把文化创

意小镇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建议从法律、规划和制度等不同层面统筹推进“记

得住乡愁”的城镇化。

首先，设立城镇化建设的文化红线，研究制定出台

“新型城镇化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等法规，确保

地方文脉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延续；

其次，启动以文化创意小镇为载体的“就地城镇

化”建设，将其作为新型特色城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再次，建立以文化“软规划”引领建设“硬规划”的

约束性机制和制度，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台具有文化魅

力的个性化城镇发展规划，彰显不同的文化特色，把

“乡愁”融入城镇的一砖一木。

●挖掘“魅力乡里”的文化资源，鼓励发展

特色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以中华文化自信塑造散发独特个性魅力的小城

镇，把丰富的文化资源创意转化为当代发展的文化资

本。

一是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战略，

挖掘地方文化基因，建设满足现代市场需求的“一镇一

业”、“一镇一品”地方特色产业体系；

二是鼓励发展以本地特色主题文化为核心的创意

设计、文化旅游、民间工艺、文化艺术、民宿客栈等文化

创意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吸引年轻血液，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自我造

血模式，出台支持年轻文化创客、返乡大学生等落户创

业的新政策；

四是探索建立促进文化创意小镇发展的社会化推

进机制。

●制定“惠及乡亲”的文化政策，探索优质

文化资源向小城镇的转移配置机制

始终坚持以广大农民、老百姓为受益主体的文化

创意小镇建设原则。

一是在国家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中优先考虑

配置小城镇；

二是探索文化艺术学校、文化艺术团体机构、大型

文化艺术活动等优质文化创意资源向小城镇转移的机

制、政策和路径；

三是建立惠及农民乡亲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

系，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们就业、学习、经营、生活等提

供综合配套支持政策。

●构筑“寄放乡情”的文化合作，推进两岸

携手共同建设中国梦想家园

一说“乡愁”，就自然想起余光中《乡愁》那首诗，那

里体现了诗人期待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所

以，有高瞻远瞩者建议两岸共建文化创意小镇，使之成

为两岸人民“寄放乡情”的共同家园。

一是共建中华文化创意小镇数据库，系统梳理两

岸文化小镇资源，共享文化创意小镇建设经验，延续中

华文脉；

二是联手开发“两岸中华文化创意示范小镇”，发

挥两岸文化创意人才的聪明才智，在广阔的中华大地

共同塑造文化家园，寄放游子的思乡之情；

三是携手创建“乡愁”文化创意系列品牌，在国际

市场上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

力。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