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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乌西门老街的回归，感受蓬勃昂扬的文化自信从义乌西门老街的回归，感受蓬勃昂扬的文化自信
◎ 潮新闻记者 龚书弘 供图 中国义乌网

假山怪石嶙峋，小径蜿蜒通幽，水

可随山转山更因水活，一步一景，皆成

诗画。作为“87 版”红楼梦的取景地，海

盐绮园吸引着全国游客前来品味江南

园林的独特魅力。日前，浙江省旅行景

区协会公布，第一批省级非遗主题旅游

景区公示名单，海盐绮园景区榜上有

名。

近日，来到武原街道的绮园景区看

到，游客络绎不绝。跟着游客，我们走

进绮园寻幽，白墙黛瓦错落有致，飞檐

斗拱精雕细琢，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

下细碎光影，漫步在楼阁水榭间，感受时

光静谧。

绮园，中国十大名园之一，是典型的

江南私家园林。清同治九年（公元 1871
年），园主冯缵斋综合拙宜园、砚园两园

之精华，遵循“水随山转，山因水活”的叠

山理水园论修建成绮园。中国古典园林

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赞誉“浙中

此园数第一”。园中的蝶来滴翠之景更

是1987年版《红楼梦》拍摄取景之处。

从柔漫悠远的海盐腔在亭台间回

荡，到民间手工艺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

绮园景区不断丰富游客在景区的活动内

容。今年，景区举办了海盐腔表演、古筝

演奏、吴语慢唱、民谣乐队驻场等活动超

100场次。
不仅如此，绮园景区陆续开展山石

与构筑物修缮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景观

改造提升、水生态修复、沉浸式演绎等十

个项目，加强文化基因的发掘传承，探索

适度的利用开发，打造高效、精细、精致、

精雅的旅游目的地。2024 年，来园游客

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26%。

值得一提的是，绮园景区还积极参

与非遗主题游线的打造与推广，进一步

深化文旅内涵。“古老的建筑不仅是历史

的见证者，更是承载着民俗文化的艺术

瑰宝，绮园景区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

欣赏园林之美的同时，领略到非遗文化

的独特魅力。”武原街道（城投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绮园景区将着

力打造各类沉浸式演艺项目，让故园旧

景添新趣，形成移步异景、十步一戏的独

特韵味。

全省首批！海盐“第一园”上榜

“元旦当天排队半个多小时才进去，

街巷里确实古朴典雅”“这里就是我爷爷

之前住的”“期待老街全面开放，好好感

受一番义乌悠绵的老城古韵”⋯⋯站在

“4”舍“5”入的新年伊始，义乌城区现存

的唯一一条明清古街——西门老街部分

开放，一下子吸引数以万计市民游客蜂

拥观光。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每

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记忆。对

于义乌而言，西门老街不仅是一条承载

着数百年历史文化的古街，更是这座城

市的文化脉络与精神象征，见证着义乌

从贫瘠小城向世界商都的华丽转身。

明万历《义乌县志》旧图标注，城区

仅有“县前直街”“上市街、下市街(具在

县西)”的记载。“上市”，就是西门街的入

口，在城区西城门“迎恩门”之内。清嘉

庆《义乌县志》中，上市街(西门街)是最

繁华的一条街道。那时的老街上店铺

林立，商 贾 云 集，各类手工艺品、纺织

品、日用品等琳琅满目，是人们买卖交

易的主要场所。它不仅是商品交换的

重要节点，也是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

重要平台。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传

统街区逐渐被现代化建设所掩盖。为了

保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赋予

其新的生命力，义乌市政府启动了西门

老街历史文化开发项目。经过多年的保

护开发，如今，西门老街的回归，无疑为

传统街区带去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更

为“义乌好好逛”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

内涵，让新城与老城在同一片蓝天下交

相辉映。

走在今天的西门老街上，人们能深

切感受到那份源自心底的文化自信。街

道两旁的建筑经过精心修缮后重现昔日

辉煌，青石板路面上留下的每一个足迹

都仿佛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而与此同

时，即将入驻的各种业态则将为这片古

老的土地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例如，在一些旧式民居里开设了非

遗传承工坊，邀请民间艺人现场展示制

作技艺，让游客亲手体验传统文化的魅

力；又如利用闲置空间打造文创集市，吸

引年轻一代创业者汇聚于此，用创新思

维诠释传统文化的新内涵。这些做法不

仅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更重要的是

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在快节奏的现代化城区，迎来古朴

曼妙的老街回归，我们更能感受到，文化

自信并非空洞口号，而是建立在对自身

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更为多元的表达之

上，那是一份发自内心将传统文化视为

宝贵的财富而非过时的事物，在守正中

创新，寻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协奏之

音。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像西门老街这

样的文化地标重新焕发光彩，人们有理

由相信，在义乌聚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的县域窗口征程上，优秀传统所带来的

文化自信必将更为蓬勃且昂扬、鲜活且

立体。

此外，“义乌好好逛”主题 IP 恰逢其

时地为西门老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义乌好好逛”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旅游品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和价值取向的表达，它倡导游客们在游

览过程中深入体验当地特色文化，感受

商贸名城的独特魅力。在这个背景下，

西门老街成为了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

重要桥梁。

这个元旦的首次回归，市民、游客们

领略到西门老街既有传统的手工艺品

店、老字号小吃摊，也有创意手作等现代

商业形态；既能欣赏到传统的戏曲表演、

民俗活动，也能与国际友人一同交流共赏。

这种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景象，不

正是包容开放的中国文化在义乌这座国

际化城市的最真实写照吗？

同时，不难预见，“揭幕即顶流”的西

门老街，未来还将更为可期。

◎ 通讯员 沈昕怡 供图 海盐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