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心巧手浣云纱，绸缎绫罗染物华；
返璞归真泥润色，借来神韵锦添花。

被誉为“软黄金”的香云纱，凭借纯植
物染料染色工艺，在中国丝绸中一枝独
秀。早在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就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
着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这个曾经“养在深
闺”的小众精品越来越为人熟知。

春暖花开之际，走进广州市南沙区榄
核镇湴湄村，工人碎薯晒莨、学生体验“过
乌”、游客参观购物……香云纱的独特魅
力交织成一幅动人画卷。

非遗忙起来

“从二经绞罗织线成布，到用薯莨汁
反复浸泡、在骄阳下曝晒、用珠江口特有
的河泥涂抹等独特步骤，每一步都‘因天
而异、因地而异、因场而异、因人而异’，所
以每一匹香云纱都称得上独一无二……”

在湴湄村云纱星韵香云纱非遗文化
园展馆内，讲解员如此这般介绍香云纱独
特的染整工艺。游客则通过影像、图文、
3D 情景、实物等，沉浸式感知香云纱“三
蒸九煮十八晒”的制作过程。

在浸染场，师傅们凭借丰富经验控制
莨水的浓度与拍打坯绸的力度，最大程度
优化香云纱染色效果。在晒莨场，一片片
布料沐浴在阳光下，等待时间的馈赠。

文化园研销负责人陈再明说，在“过乌”
体验区，游客可亲眼见证河泥中的高价铁离
子及其他成分与薯莨汁中的单宁发生化学
反应，织物涂上河泥的一面悄然发黑，最终
形成面黑里黄、越穿越软的香云纱。

销售中心内，有各式各样的香云纱成
衣，还有手拎包、耳环、蝴蝶结、丝巾等类
型的文创产品。“香云纱看起来厚重，其实

‘透光、透气、不透肉’，非常适合热带、亚
热带炎热的夏季穿着，越穿越柔软、越有
光泽。”工作人员吕春苗正在为游客介绍
如何通过布料的颜色、纹理、手感等辨别
香云纱，吸引不少人上手体验。

这个火热繁忙的文化园，主体占地面
积 21 亩、晒场面积 150 亩，去年被评为广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广州市云纱星韵文化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罗兆荣介绍，香云纱是一项有
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晒制手工艺，受天气和
地域影响极大，称得上“阳光产业”。长期
以来，香云纱染整工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
的南番顺地区，即广州的南沙、番禺和佛
山的顺德。加上香云纱工艺流程漫长复
杂，较难呈现在大众眼前，是纺织品行业
的小众产品。如何让更多人知道、传承这
一非遗瑰宝，是从业者试图解答的问题。

罗兆荣告诉记者，近年很多冒牌布料
冲击市场，为了把老祖宗留存下来的手工
艺延续下去，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香云
纱，公司在湴湄村创办这个文化园，以打
造学得到、带得走的非遗新体验。

人气旺起来

记者在湴湄村采访了解到，通过村企

合作，生产、研发、销售、研学、旅游等板块
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推动香云纱产业的创
新与发展。非遗游“火”了起来，当地人气
越来越旺，每年参观研学人数超过15万人
次。

春节后返岗的研学老师郭嘉莉，最近
忙于接待一批接一批的中小学研学团。

“新学期开始，我们收到更多研学需求对
接。其中大部分是珠三角城市学校，大家
对本地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针对不同人群，香云纱产业园目前已
研发开设11门香云纱非遗研学课程。学生
可以了解香云纱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在生产
工作坊观看丝绸坯布成为香云纱的流程，也
可以在晒场观察阳光、水分与坯绸的奇妙反
应，还能上手体验香云纱“过乌”……丰富的
内容设计，让大家沉浸其中。

可以容纳数百人的体验区内，一群小
朋友正在研学老师指导下，将河泥透过印
花模具，细致地涂在浸染过薯莨汁的小手
绢上。5分钟后洗去河泥，精美的印花牢
牢印在布料上，奇妙的变化让他们惊叹不
已。

为了更好传播香云纱文化，产业园还
不定期举办大湾区时装秀、香云纱服装设
计大赛、香云纱文创产品大赛、青少年合
唱大赛等，吸引设计师、在校学生创业。
如2023南沙榄核香云纱时尚文化节期间，

就举办了服装行业网红直播、云纱染整技
艺亲子研学、国潮时尚亲子服装秀、特色
南沙非遗美食节、首届湴湄灯光节、“云纱
星韵”杯音乐节等活动。

罗兆荣表示，举办时尚文化节，能够
促成不同领域跨界交流，各种文化创意跨
界碰撞，并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香云纱，充
分了解香云纱，感受香云纱非遗的文化魅
力。

“在坚持做好原汁原味的非遗手工制
作的前提下，我们努力开发、设计以香云
纱面料为主的品牌与设计，注册了以香云
纱为主题的两个品牌。”文化园研销部产品
经理罗树坤说，他们还与广州的青年团队合
作，并邀请香港、澳门的年轻设计师来园区
交流学习，参与产品设计，为香云纱产品注
入新理念，助力其走向国际市场。

从单一的黑色到现在的百花齐放，从
消费群体主要为年长者到现在成为各大
时尚设计师的宠儿，越来越“忙”的香云纱
正在走出一条年轻化的新路径。

乡村火起来

香云纱非遗故事的续写，也是湴湄村
乡村振兴的新篇。

这一传统非遗带动乡村文旅发展，为
乡村引入大量人流、资金流，让古老村庄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去年5月，云纱星韵香云纱产业园被
评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湴湄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有娣介绍，湴湄
村引进香云纱产业园，加上集约流转土
地、建设现代养殖基地等方式，村集体收
入实现翻倍增长，从2021年的200多万元
增至 2024 年的 500 多万元。不少村民更
是实现家门口就业，收入明显提升。

“接下来，村里将继续协助配合企业
落地投产，推动村企合作，实现产业融合
打造，进一步拓宽村民收入与就业渠道。”
林有娣说。

企业和乡村的合作前景并不局限于
此。在村企合作的构想中，他们希望以香
云纱产业园为基地，打造集生产、染整、加
工、展销、私人定制、品牌孵化为一体的香
云纱全产业链，通过10到15年努力，创建
服务于香云纱行业的产业发展中心和产
品集散中心，使这里成为全国意义上的香
云纱行业“枢纽”。

“香云纱是非遗产品、广东地理标志
产品，这个生产销售集散中心也会是一个
非遗旅游集散中心。”罗兆荣憧憬道，到那
时，村里可能每天要接待上百辆旅游大
巴，以香云纱为抓手，农文旅事业不断做
强做大，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香云纱产业发
展中心。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詹奕嘉 邓
瑞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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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与理想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攀登
□ 尼雅居士

在昆仑山下谈柏拉图的《理想国》，是
一个充满诗性与哲学张力的命题。昆仑
山作为中国神话中的“万山之祖”，承载着
华夏文明对永恒、神圣与超越的想象；而

《理想国》则是西方哲人对正义、秩序与真
理的理性推演。二者的对话，仿佛一场跨
越时空与文化的“精神登山”——当东方
仙境与雅典学院相遇，或许能碰撞出意想
不到的思想火花。

一、昆仑山巅的“洞穴寓言”：多
元与一体的哲学映照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洞穴”隐喻
人类认知的局限，唯有哲人挣脱锁链、走
出洞穴，才能看见真理的太阳。昆仑山的
神话叙事中，凡人欲登临仙界，需历经九
重天门、跨越弱水之险，其艰难恰似灵魂
从“意见世界”向“真理世界”的攀升。二
者共同揭示一个命题：真理的追寻本质是
一场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洞穴中的囚徒
若只沉迷于影子争斗，终将陷入虚无；昆
仑山下的各族群若困于狭隘认同，亦难抵

达“美美与共”的仙境。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铸牢，正是引导人们走出“认知洞
穴”、超越地域与族群的局限，在更高维度
上实现精神合一。

二、哲人王的“黄金律”与昆仑
的“和合之道”

柏拉图将城邦正义寄托于“哲人王”，因
其灵魂中的“黄金”能洞见至善理念；中国古
人则将昆仑视为“帝之下都”，象征天道对人
间秩序的统摄。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共享一
种“精英德性”与“集体伦理”的辩证：

《理想国》的“三次浪潮”：男女平等、
阶级分工、哲人统治，本质是通过制度设
计实现城邦团结；

昆仑神话的“多元一体”：西王母宴请
周穆王、黄帝会盟蚩尤部落，皆以文化包
容消弭冲突，暗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历史基因。

今日铸牢共同体意识，既需柏拉图式
的理性设计（如法治保障、教育公平），更
需昆仑智慧般的文化浸润——让汉族的

“仁义礼智”、藏族的“慈悲利他”、维吾尔
族的“互助共生”等价值观，熔铸为新时代
的“精神合金”。

三、从“心中黄金”到“共同体金
脉”：个体与集体的双向淬炼

个体维度：修身如炼金
柏拉图主张以哲学教育净化灵魂，

使“心中的黄金”显现；儒家强调“克
己复礼为仁”，道家追求“性命双修”。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个体的道德
自觉是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五个认
同”不是外在灌输，而是内心真金的自
然显化。

集体维度：共铸精神昆仑
和田策勒丹丹乌里克的佛教壁画、云

南丽江的纳西东巴文、内蒙古的草原那达
慕，这些文化瑰宝如同昆仑山上的“悬
圃”，在差异中闪耀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对
和谐秩序的敬畏、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对
天下大同的向往。铸牢共同体意识，正是
以文化认同为火，将个体心性之金熔铸为
民族精神的金脉。

四、理想国的现实镜像：共同体
意识的中国实践

脱贫攻坚中的“合璧之力”：东部省份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如同柏拉图笔下

“各阶层各尽其职”，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层
面弥合发展鸿沟；

抗疫战中的“石榴籽效应”：各族医护
人员共赴危难，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命运共同体精神，这正是《理想国》中

“城邦正义”的现世升华；
“一带一路”的文明对话：昆仑山作为

古丝绸之路的地理标志，今日再度成为连
接中外、贯通古今的象征，将共同体意识
从国内拓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
浩荡

当柏拉图追问“理想国能否实现”，昆仑

山的传说早已给出答案：从炎黄联盟到民族
区域自治，从“天下观”到“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始终在攀登一座精神昆仑——
其峰顶既非希腊的纯粹理性之光，亦非虚
幻的永生仙界，而是56个民族携手共筑的

“人间理想国”。
这座山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国不在

言辞中，而在脚下；不需哲人王的独断，只
需亿万颗“心中有黄金”的平凡心灵，在共
同信仰的照耀下，走向更深远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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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以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展现
了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现实关怀。以下从
多维度进行评价：

一、创新性与结构亮点
1. 跨文明对话的突破性尝试
将昆仑神话与《理想国》并置，构建

起“东方仙境-西方理性”的对话框架，突
破了传统比较研究中“中西对立”的思维
定式。如将洞穴寓言与登仙之路类比，
揭示二者共有的“认知超越”维度，为理
解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哲学纵深。

2. 结构设计的立体性
采用“总—分—总”的四梁八柱结

构，四个主体章节形成严密逻辑链：从哲
学溯源（认知论）→文化比较（方法论）→
实践路径（本体论）→现实映射（实践
论），构建起完整的理论闭环。

二、学术价值与思想深度
1. 文明基因解码的创新
提出“昆仑山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无

意识符号”的观点颇具洞见。如指出西
王母宴请、黄帝会盟等神话原型暗合“多
元一体”历史基因，为费孝通理论的
mythological grounding 提供了新注脚。

2. 哲学术语的创造性转化
将“三次浪潮”与民族政策对接时，

创造“合璧之力”等概念，既避免简单比

附，又实现理论的本土化转译。特别是
用“精神合金”隐喻多元价值观融合，彰
显文化熔铸的动态过程。

三、现实关照与实践维度
1. 案例分析的战略高度
脱贫攻坚的“合璧之力”、抗疫的“石榴

籽效应”等例证选择精准，不仅印证理论，
更揭示共同体意识构建中的制度优势。特
别是将“一带一路”纳入分析，凸显从民族
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拓展。

2. 个体-共同体辩证法的深化
提出“五个认同是内心真金的自然

显化”，将集体认同建构从制度层面深化
到心性论层面，暗合王阳明“心即理”的
东方智慧，避免陷入西方社群主义与自
由主义之争。

四、语言艺术与传播价值
文章以“登山”为意象贯穿始终，将

“铸牢”过程隐喻为精神攀登，使抽象理论
获得具象感染力。结尾“登昆仑兮四望”化
用楚辞，与开篇形成诗意闭环，实现学术性
与文学性的有机统一。这种“文化散文”风
格在理论传播中具有破圈潜力。

结论：
该文在文明互鉴维度实现了三重突

破——打破中西文明比较的“体用”框
架，超越共同体研究的政策叙事，创新文
化认同的阐释路径。虽在比较的对称性
与实践操作性上有深化空间，但其将神
话学、政治哲学与现实政策熔于一炉的
尝试，为构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
了有价值的范本。 小迪

香 云 纱 织 出 非 遗 新 图 景

■■ 香云纱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晒制手工艺香云纱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晒制手工艺，，受天气和地域受天气和地域

影响极大影响极大，，称得上称得上““阳光产业阳光产业””。。为了游客近距离接触香云纱为了游客近距离接触香云纱，，充分了解充分了解

香云纱香云纱，，感受香云纱非遗的文化魅力感受香云纱非遗的文化魅力，，从业者积极探索多元传承和推广从业者积极探索多元传承和推广

路径路径，，打造学得到打造学得到、、带得走的非遗新体验带得走的非遗新体验

工人在云纱星韵香云纱非遗文化园晒莨（2024年7月9日摄）。
云纱星韵香云纱非遗文化园供图

京 剧《红 娘》精 彩 上 演
4 月 12 日下午，随着脆生生

的荀派唱腔响起，第三届新疆文
化艺术节优秀舞台剧目展演——
京剧《红娘》在乌鲁木齐市京剧院
剧场拉开帷幕。

京剧《红娘》取材于王实甫的
《西厢记》，讲述了唐贞元年间，西
洛书生张珙进京应试，在河中府
普救寺邂逅崔相国的女儿崔莺
莺，二人一见倾心，红娘从中撮
合，最终结成眷属的故事。

剧中端庄娇羞的崔莺莺、风
流倜傥的张珙，给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而主角小红娘甜美俏皮、
活泼可爱、聪慧正直的形象更是
被扮演者——乌鲁木齐市京剧团
（新疆京剧团）青年演员齐纹一演
绎得淋漓尽致。她深厚的唱功、
灵活的体态，成为全场的一大亮
点。

观众刘丽君说：“京剧《红娘》
不失为兼具文学性与观赏性的经
典之作。”

对京剧艺术颇有研究的观众
张强表示，该剧吸收了昆、梆、汉、
川等曲调旋律的荀派唱腔具有特
殊韵味，伴奏具有柔而不腻、媚而
不俗的风格，与演员的演唱风格
相匹配。

该剧的演出单位乌鲁木齐市
京剧团（新疆京剧团）是新疆国办
专业京剧表演团体。自建团以
来，该团挖掘整理了京剧传统剧
目 400 多部，创作、改编、移植新
编古装戏、历史剧、现代戏100余
部，在弘扬京剧传统与促进各民
族文化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
风格，在各族观众及全国京剧团
体中享有良好声誉和影响。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从社区干部到形象大使

她把大巴扎变成文化会客厅
近日，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

街，看到来往的游客，同事小艾有
点抹不开面子。苏雪璐拉着她的
手，一脸真诚地对游客说：“您
好！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帮
您介绍一下大巴扎吗？”得到游客
同意后，苏雪璐向小艾做了个“加
油”的手势。受到鼓励，小艾清了
清嗓子，开始给游客讲解。

36 岁的苏雪璐是乌鲁木齐
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
任。看着眼前神情紧张的小艾，
苏雪璐好像看到了 6 年前的自
己。彼时，通过层层选拔，她由一
名社区干部成为“大巴扎旅游文
化推介形象大使”，讲解新疆国际
大巴扎是她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
一。

乌鲁木齐是众多游客进入新
疆的首站，新疆国际大巴扎成为
必访之地。2018 年 8 月，大巴扎
步行街正式运营，集中展示了新
疆特色建筑、民俗风情、风味美
食、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歌舞
等。依据精准规划、精致建设、精
细管理理念以及定位、业态的不
同，分为 A、B、C 三个区域，即文
创文旅和非遗项目街区、品牌时
尚街区、美食街区。这样一来，游
客们从紧赶变成了漫步。

“讲不好，会让游客对新疆的
第一印象大打折扣。”望着焕然一
新的大巴扎，苏雪璐倍感压力。
2019年10月的一次讲解中，即便
对大巴扎的改造规划烂熟于心，
但游客的一个提问，还是瞬间打
乱了苏雪璐的节奏。虽然完成了
讲解，但苏雪璐心里并不是滋味，
她暗下决心，多学习。

从那之后，苏雪璐开启了“魔
鬼训练”。白天，她穿梭在大巴扎
的每个角落，仔细观察不同区域
的建筑细节，和商户们唠嗑，收集
美食背后的故事，体悟非遗传承
人的匠心。夜晚，她独自对着镜
子反复练习讲解，纠正每一个发
音、每一个手势，记录每次讲解的
时长，精心调整内容节奏。

为了给游客带去更优质的体
验，苏雪璐深入学习历史文化知
识，将大巴扎的前世今生、丝绸之
路的传奇故事融入讲解之中。一
次，一位游客听完她的讲解后，竖
起大拇指说：“姑娘，你的讲解，让

我们对大巴扎的历史厚重感有了
深刻体悟。”这番认可，让苏雪璐
备受鼓舞，也更坚定了她提升讲
解水平的决心。

游客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对大巴扎的关注点也不相
同。为了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
求，苏雪璐开始细心观察不同群
体的兴趣点：有的游客钟情于建
筑美学，对着穹顶雕花和彩色琉
璃瓦驻足良久；有的游客痴迷于
民俗风情，总爱追问艾德莱斯绸
纹样里的寓意；还有的亲子家庭，
孩子跑来跑去看摊位上的手工乐
器，家长则忙着用镜头记录每一
个瞬间……她将讲解内容拆分成

“历史人文版”“美食探秘版”“亲
子互动版”等不同版本，针对不同
游客的需求切换讲解重点，让每
个人都能找到情感共鸣。

苏雪璐还注意到，越来越多
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听讲解，更渴
望参与其中。于是她联合商户推
出“跟着讲解员逛巴扎”的深度体
验活动。每次讲解结束，她会留
出时间邀请游客分享感受。有位
来自意大利的背包客在留言本上
写道：“你不仅带我们看了大巴
扎，更让我们触摸到了这里的心
跳。”

细节的打磨，让苏雪璐的讲
解不是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
充满温度的文化对话。她常对年
轻讲解员说：“每个游客眼里的大
巴扎都是独特的，我们的任务就
是帮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

‘打开方式’。”在她看来，讲解不
仅是传递信息，更是架起理解的
桥梁——让远方的客人走进新疆
的同时，也让新疆的年轻人以更
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2024 年 7 月，乌鲁木齐大巴
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成立，有了
新职务的苏雪璐面临的工作不再
是单一的讲解，还要组织一些特
色文化活动、为商户纾困解难等。

此刻，看着小艾逐渐进入状
态，苏雪璐欣慰地笑了。她知道，
传承讲解事业的接力棒，正稳稳
地交接到新一代手中，在每一次
热情的讲述里，新疆的独特魅力
将会传播得更远。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索
蓉芝

“演艺+研学”

这场吟诵剧吸引了孩子的目光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4月11日下午，新疆艺
术剧院剧场内，传来阵阵清脆的
朗诵声。作为第三届新疆文化艺
术节优秀舞台剧目展演之一，吟
诵剧《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正
精彩上演，近 500 名小学生怀揣
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往，
走进剧场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研
学之旅。

舞台上，无伴奏人声合唱的
旋律缓缓流淌，为古诗词注入全
新的生命力。演员的声韵与情绪
完美结合，仿若一阵春风，瞬间将
观众带入千年前。诗意与浪漫跨
越千年扑面而来，让在场的小学
生沉浸其中。该剧以丰富的平行
时空线索，将岑参的近体格律诗
与现代诗歌巧妙融合，形成一种
跨越时空的对话。舞台上，不同
形态的流苏层叠错落，随着灯光
的变幻，营造出一个源远流长且
富有节奏感的空间，给予观众震

撼的视觉体验。
来自乌鲁木齐市第 122 小

学、第 19 小学、第 30 小学、第 10
小学的学生，被演员富有感染力
的朗诵所吸引，小声跟着吟唱。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
路。”“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
泪不干。”乌鲁木齐市第 19 小学
的学生阿依先·阿布都克依木兴
奋不已，她在现场通过答题赢得
奖品后，迫不及待地和好友分享
喜悦，“这是我第一次看吟诵剧，
课本里诗的作者，如今仿佛就站
在我的眼前，这种感觉太奇妙
了。”

新疆艺术剧院创作研究部副
主任杨小庆表示，去年，新疆艺术
剧院开展线上线下研学、沙龙、培
训活动 200 余场，有效推动了文
艺传播。今后还将继续开展公益
性活动，让更多人感受文化艺术
的魅力。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