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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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我省提出了文化基因解

码工程，参照生物领域基因测序方式，

探究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制

度规范、技艺习俗。于是，梳理文化基

因的脉络和内涵，绘制全面且深入的

文化基因图谱，成为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的核心内容。

入选“浙里畅游”的兰亭书法文化

提升项目，是绍兴市唯一入选的优秀

代表。该项目在研学类文旅产品的打

造上，为我们亮出了新的思路和境界。

该研学游线路以“书圣”王羲之行

迹为线索，串联起众多景点，是集书法

朝圣、观光游览、文化体验、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主题旅游线路。

兰亭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的原产地，其“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的环境资源令人向往。鹅池碑亭、兰

亭碑亭、御碑亭、流觞亭、曲水流觞地、

王右军祠、兰亭书法博物馆、天章寺遗

址等更是为世人熟知。

其中，兰亭书法博物馆更是一处

激活文化基因、传承书法艺术的圣

地。馆内，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到历

代名家的墨宝，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每一幅书法作品都犹如

历史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文

化积淀。近年，博物馆更是通过现代

科技让传统与现代得以交融，观众们

在个性化虚拟场景中，身临其境地参

与到古代书法的创作过程中，传统文

化的精髓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扬，文

化基因亦被有效激活。

目前，兰亭研学游项目以“传承+
创新”为理念，设置有传统国学类、手

工制作类、科学技术类、户外拓展类、

生命健康类等五大类课程，以及扇面

描红、石刻拓碑、曲水流觞、活字印刷、

木刻版画、毛笔制作、书帖临摹等30多

种研学课程。

同样入选“浙里畅游”的“非遗茶

香”西湖龙井老字号特色文旅项目，以

西湖龙井茶为核心，依托老字号品牌

的深厚底蕴，通过精心设计的茶艺表

演、茶文化讲座、茶叶品鉴等活动，让

游客亲身感受龙井茶的韵味与匠心。

同时，项目还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制茶

技艺，让游客在欣赏中领略非遗文化

的博大精深。此外，该项目还结合西

湖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打造了多

条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在品味茶香

的同时，也能领略到西湖的秀美风光

与深厚文化底蕴。

还有宁波市宁海县的南宋红妆乐

园项目，该项目以“遇见、结缘、和谐、

祈福”为四大主题，旨在让游客通过博

物、演艺、展示、互动体验、巡游、夜间

灯光秀等形式，沉浸式感受宋韵红妆

文化。据了解，目前园区已基本完成

主体部分施工进入装修阶段。

这些极具示范效应的文旅项目，

将文化基因融入人们日常，让传统文

化得以在创新中发展，亦在发展中传

承。它们对文化资源的系统整合和对

文化生命力的精准解读，让文化基因

激活工程的落脚点显得格外鲜明。

作为中华文

明的重要发源地

之 一 ，浙 江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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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文化资源更是

灿若星辰。如何

将 生 生 不 息 、绵

延不绝的历史文

脉赓续传承及发

扬光大？今年 4

月 ，省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厅 印 发

《浙 江 省 文 化 基

因激活工程实施

方 案 （2024—

2026）》，在 全 省

实施文化基因激

活工程。

为扎实推进

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 ，加 快 打 造 一

批具有浙江辨识

度 的 标 志 性 成

果，日前，文化基

因激活工程标志

性项目培育名单

出炉。包含浙传

典籍、浙风古韵、

浙 地 臻 品 、浙 里

畅游、浙出好戏、

浙 籍 名 人 、浙 派

好 礼 、浙 学 书 院

等8个大类，共45

个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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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贾 露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文化基

因的激活工作，我省出现了一大批涵

盖传统戏剧、民间艺术、地方特色文化

等领域的文化品牌和文化项目，它们

不仅丰富了浙江的文化内涵，也提升

了浙江的文化软实力。

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族银饰活化

项目入选了“浙派好礼”，畲族银饰作

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随

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畲族银饰的传

统制作工艺逐渐面临失传的风险，其

文化价值也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传

承。该项目致力于保护和传承畲族银

饰文化，旨在通过活化畲族银饰，推动

其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创新，让传统银

饰焕发新的生命力。

“ 我 们 将 采 用 专 业 的 技 术 和 手

段，对畲族银饰的传统制作工艺进行

深入的研究和整理，同时结合现代审

美需求，设计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

合现代审美的银饰作品。”项目相关

负责人说。接下来，还将积极开展银

饰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活动，以提高公

众对畲族银饰的认知度和认同感，进

一步推动畲族银饰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

来自杭州市拱墅区的王星记匠心

扇礼项目，是一项集传统工艺与现代

审美于一体的精品项目。该项目汇

聚王星记品牌多年的制扇经验与匠

心独运的设计理念，旨在打造出既具

有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扇

子精品。

工艺精湛、用料考究的王星记扇

可谓“杭州雅扇”的优秀代表,这把始

创于清朝光绪元年的扇，从纳凉之物，

到制作精良的工艺品；从昔日的皇家

贡品,到今日的商务礼、亲友礼，王星

记扇的多元化的功能以及独特的文化

底蕴和艺术魅力，为世人呈现了江南

文化的创新永远和创意无限。“一把

艺术的扇子就是美学的道具，而一百

多年保留下来的杭扇传统工艺及特

色，正是沿袭宋韵文化的象征。”王星

记扇传承人孙亚青说，王星记不仅深

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还根据市

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让扇子不仅是

一件实用的生活用品，更是一件具有

文化内涵的艺术品。“希望更多人能通

过王星记扇了解扇文化的精神与内

涵，真正让宋韵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活

力。”

从认识到传承，再到激活、利用，如今，浙江的文化基因工作已然迈入了2.0时代。“在今天推进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目的就是古为今用。文化基因从‘解码’转向‘激活’，是在回答好‘何为浙江’的同时，进一步聚焦‘浙江何为’的课题。”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广胜说，通过解码文化基因，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化的精髓和特色，从而

更好地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激活文化基因，我们能将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实际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

服务，从而为浙江的文化产业注入新动力，汇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浙江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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