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10月25日19：30
10月26日19：30
10月27日19：30

影片
太极张三丰

梁山伯与祝英台
大歌

放映地点

3号馆前

演出单位
武汉楚剧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贵州省丹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武汉京剧院
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
重庆川剧院
武汉汉剧院
武汉说唱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团
贵州省丹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武汉楚剧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武汉京剧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团
贵州省丹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武汉楚剧院
武汉京剧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演出日期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演出时间

10:30—10:50

11:30—11:50

14:30—14:50

15:30—15:50

10:30—10:50

11:30—11:50

14:30—14:50

15:30—15:50

10:30—10:50

11:30—11:50

14:30—14:50

15:30—15:50

演出项目
楚剧《推车赶会》

土家族舞蹈《摆手舞》
芦笙音乐《苗族芒筒芦笙》

京剧《天女散花》
苏州评弹《大美江苏》

川剧《变脸》
汉剧《盗仙草》

湖北大鼓《有意思》
土家歌舞《姐儿生得乖》

黄梅戏《十八相送》
芦笙音乐《苗族芒筒芦笙》

楚剧《推车赶会》
长阳南曲《岁月静好》

京剧《霸王别姬》
黄梅戏《戏牡丹》

表演唱《土家敬茶歌》
长阳山歌《我是幸福土家人》

黄梅戏《打猪草》
芦笙音乐《苗族芒筒芦笙》

楚剧《推车赶会》
京剧《卖水》

土家族舞蹈《摆手女儿家》
土家族舞蹈《摆手舞》

土家歌舞《姐儿生得乖》

“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参观指南
为方便广大市民有序参观“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地点
（一）时间：
10月25日 13:00—16:30
10月26日 9:30—16:30
10月27日 9:30—16:30
所有参观每天16:00后停止入馆
（二）地点：
四美塘文化公园3号、4号馆（武昌区临江大道667号）

二、主要活动
（一）展览展示
展览展示地点设在四美塘文化公园，展馆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

展示内容分为“长江情怀”“感知长江”“品味长江”“乐赏长江”四大板
块。序篇“长江情怀”，集中展出长江流域13省区市代表性非遗手工艺
精品；“感知长江”板块，以“匠心神韵”“杏林妙手”“国潮新声”为主题，
展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非遗文创，展现长江文化的源远流长、多彩多
姿；“品味长江”板块，邀约长江沿线地区传统美食进行展示展销；“乐赏
长江”板块，邀请表演类非遗项目现场演出，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长江流
域沿线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

（二）节目展演
1.展演地点：四美塘文化公园3号、4号馆内“乐赏长江”非遗小剧场。
2.展演安排：

（三）电影展映
主要展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传承人为主要符号、题材或线索的电

影。这类电影通过光影艺术的形式，记录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安排如下：

三、参观方式
根据活动场馆每日最大接待量和瞬时最大承载量（4000人）及现场具

体情况，将通过实名预约实现错峰入馆。
（一）预约方式
观众通过线上或现场预约的方式入场参观。线上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

维码，按照预约参观时段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交，预约成功后凭借预约成功信
息（短信或二维码）通过现场闸机入馆。预约系统10月20日开放，一个手机
号最多可预约4人。

（二）入场方式
1.参观当日，观众本人凭预约登记成功信息或身份证入馆；
2.请务必按预约时间段到馆参观，如错过预约时间段请重新预约或进

行现场预约；
3.身高1.2米以下未成年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及其他特殊游客，须监

护人陪同入馆并注意安全。

四、观众须知
（一）遵德守礼，文明参观，请保持馆内秩序及环境卫生。若馆内观众已

达瞬时最大承载量，将暂停入馆，请观众在馆外耐心等待，听从现场工作人
员安排，有序进场；

（二）自觉接受安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物品、各类管制刀
具和国家明令禁止的物品进入场馆；

（三）请爱护展览设施，与展品保持一定距离，勿损坏展品及相关展览设
备，若损坏则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提倡绿色公交出行。
公共交通方式：
1.地铁线路
5号线，杨园铁四院站（D口）出站
8号线，徐家棚站（S口）出站
2.公交线路
和平大道徐家棚：16路 511路 514路 530路内环 530路外环 542路

545路 582路 606路 K514路 YX511路
和平大道地铁杨园铁四院站：16路 502路 511路 514路 545路 549

路 588路 702路 807路 K514路 YX511路

挖掘长江流域非遗时代价值 全景展示长江流域非遗魅力

锦绣长江 非遗唱响

“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序厅效果图。

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人民群众幸福安康，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至美长江图景，离不开非遗共同描绘。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深入挖掘长江流域非遗

的时代价值，全面展示长江流域非遗魅力，“锦绣长江”

非遗展示活动于2024年10月23日至28日在武汉市

隆重举办。此次活动是长江文化艺术季的重要内容之

一，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武汉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化和

旅游局、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武昌区人民

政府承办。

长江情怀，开启非遗大展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

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
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

千百年来，长江情怀根植于人们心中，也化
作数不尽的传说、歌谣、习俗、节日、戏剧、曲艺、
技艺……长江沿岸，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
湘、赣皖、吴越等文化区，生长出蓬勃丰沛的长江
非遗。

新时代，人们将长江情怀倾注于传承长江千
年文脉，以非遗为载体，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
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锦绣非遗”展示活动以“长江情怀”为序，

也以传承长江文化为己任。
“长江流域非遗，是长江文化至关重要的

组成部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姚伟钧认为，长江流域的非遗项目大多历史悠
久，传承有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
涵，它们承载着长江流域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
化传统，是长江文化深厚历史底蕴的重要体
现。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主任庄桂成也认为，非遗是文化多样性中最
富活力的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宝贵的共
同财富，承载着人类智慧和历史的辉煌。长江
流域非遗项目大多体现和反映了长江文化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涵，它

们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成为长
江文化的核心价值。

“‘锦绣’秀出长江文化的灿烂多元、蓬勃兴
旺、绵延不绝，‘非遗唱响’则是以非遗讲述长江
故事、中国故事、民族故事、家园故事”，武汉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建军表示，非遗自身的流变
性、活态性，使得长江文化更加鲜亮、生动、光彩
夺目。作为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江河互
济，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长江流域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长江般源远流长、奔腾不
息，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文物、遗址
等有形文化遗产不同，活态的非遗赋予长江文化
更生动的色彩。

四大板块，尽展非遗魅力
“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主会场设在四美

塘文化公园，展馆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长江情
怀”“感知长江”“品味长江”“乐赏长江”四大板
块，尽展长江非遗源远流长、多彩多姿。

序篇“长江情怀”，将集中展出长江干流流域
和长江经济带区域13省区市非遗传统技艺项目
精品。从古老的加牙藏族织毯技艺、青铜编钟制
作技艺，民族风情浓郁的藏族唐卡、苗族蜡染技
艺，到典雅华贵的南京云锦、蜀锦、龙凤旗袍，技
艺精绝的斑铜、大足石刻、景德镇手工制瓷、歙
砚、东阳木雕、醴陵釉下五彩瓷，无不凝结传统文
化精髓、展示东方智慧，值得人们深入其中去了
解、感悟、探索。

“感知长江”板块分三个篇章：“匠心神韵”传

统技艺篇，采取传承人现场展示和优秀非遗作品
展览相结合方式，集中展示刺绣、雕刻、陶瓷、编
织、传统服饰等传统手工艺；“杏林妙手”传统医
药篇，集中展现长江流域传统医药诊疗、制剂、炮
制等非遗项目，弘扬和传播传统医药文化，向观
众普及健康生活理念；“国潮新声”非遗文创篇，
运用非遗技艺展现手法，突出长江文化元素，集
中展现一批长江非遗文创产品，弘扬非遗当代价
值，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培育年轻受众群体。

“品味长江”板块，选取长江沿线传统美食展
示展销，一条长江，串起无数人间烟火在舌尖绽
放。

“乐赏长江”板块，邀请表演类非遗项目现场
演出，苗族芒筒芦笙、土家族《摆手舞》、长阳山

歌、川剧《变脸》，带观众领略传统音乐、传统戏剧
的千姿百态。

本次活动特色鲜明、精品荟萃。在主会场，
360多名非遗传承人将携210个非遗项目进行展
览展示展演。这些项目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有11项，
国家级非遗项目110 余项，覆盖传统音乐，传统
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
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八大门类。

湖北美术学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刘茂平教
授表示，今天长江流域的非遗技艺，如以景德镇、
龙泉陶瓷为代表的制瓷技艺，闻名世界的湘绣苏
绣，堪称国家名片，它们将与其他非遗项目一道，
展示长江流域丰富的传统技艺文化传统。

紧贴时代，人民共享非遗
非遗是人的生活，它们因人而生、因人而

兴。人民创造了非遗，也是非遗保护成果的受
益者。为体现“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理念，本
次“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凸显体验感、参与
感，在主会场展示活动之外，推出 30 多项丰富
多彩的非遗展演、非遗体验活动邀请观众参
与。

在主会场，非遗研学课堂邀请传承人授
艺、市民现场学艺，在交流互动中感受非遗文
化、激发公众参与非遗传承的热情。“非遗在社
区·武汉剪纸展”，展出作品均为武汉剪纸传承
人群及青山青和居、123社区两个社区普通百姓
传承实践所作，主题鲜明、品种多样、异彩纷呈，
折射非遗扎根社区，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群众美

好日常的新时代背景。“非遗正青春·武汉大学
生非遗创意设计及作品展”专题展，背景是风行
于武汉高校的非遗热，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
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美术学院、江汉大
学等众多高校，或开设非遗专业、或开办非遗
研培班、或开展非遗学术研究，培养了众多年轻
非遗人才。80余个大学生非遗社团，为非遗平
添了青春的力量。展览所展示的汉绣、布艺、
年画、纸艺、漆器、雕刻等 240 多件手工艺作
品，均出自武汉地区高校青年学生之手，从中
可以窥见非遗与教育融合、展现非遗正青春的
靓丽风采。

在江岸区吉庆民俗街、武昌区昙华林历史文
化街区，“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进景区进社区

接力开展，把非遗展示展演送到社区居民、景区
游客身边，生动诠释“在武汉，非遗就是生活”的
非遗保护、传播理念。

在互联网云端，以“云游长江 非遗共赏”为
主题的云上非遗活动，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
式，引领公众深入探索长江非遗，实时传递活动
最新资讯。云端展示与视频展播通过生动的图
文与视频资料，全方位展现长江流域非遗的独特
魅力；云上直播则带领观众走进非遗世界，线上
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滚动新闻板块以图文、短
视频形式直击活动现场，传递第一手资讯；逛展
指南则详尽介绍活动亮点、配套活动、美食非遗、
非遗养生等内容，吸引更多市民到现场感受非
遗。

四美塘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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