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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位于江苏省南部、太湖西岸，自古而今，先后有吴、

越、楚三种文化在此交汇，成为太湖西岸的文化重镇。骆驼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宜兴具有 7000 多年的制陶历

史，而且“骆驼墩文化类型”填补了环太湖西岸史前考古学文

化的空白，被誉为江南文化之源。宜兴自然遗产丰富，山水秀

美，景色宜人，享有“阳羡山水甲江南”之美誉，也因此成为许

多文人学士心目中理想的诗意栖居之地，李白、杜牧、李商隐、

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陆游、康有为、郭沫若等一代代名人

雅士都在宜兴留下了足迹和传世美文。通过传承发展形成了

被称为“五朵金花”的紫砂、均陶、精陶、青瓷、彩陶，宜兴赢得

了“中国陶都”的美誉。

宜兴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沿革，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长三角地区少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富

集区。宜兴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 163处 184

个点，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11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3处23个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8处94个点，市级文物控制

单位56处56个点。宜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门类齐全、地方特

色鲜明。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2项，省级非遗项目 9项，市

级非遗项目 22项。文化就是资源，历史就是优势。2011年 1月

24日，宜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宜兴市委、市

政府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确立了

将宜兴建设成为魅力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奋斗目标，努力加

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上下联

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宜兴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发展进入乘势而上、再上台阶的崭新时期。

全市动员，进一步推动名城保护发展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国务院正式授予宜兴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称号后，宜兴市召开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动员

大会，认真回顾总结近年来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情况，全面部署

了新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工作。会议动员全市上下以

“申名”成功为动力，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一个形神兼

备、魅力独具的历史文化名城而努力奋斗。

会议指出，随着“申名”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宜兴厚重历史

文化底蕴的挖掘与彰显，广大市民群众“呵护历史文化、留住

城市记忆”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为把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得更

好，把先进文化建设推进得更快，努力使宜兴市名城保护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宜兴市迅速启动名城保护发展工作，制定了《宜

兴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1—

2015）》，明确今后五年宜兴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指

导思想是全面落实《宜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宜兴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办法》，构建长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充分

发挥历史文化在彰显城市特色、提升市民精神上的独特作用，不

断增强宜兴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促进宜兴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推

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支持。同

时，提出了今后五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具体工作目标。

宜兴市领导强调，全市上下要以“申名”成功为新起点，进

一步增强名城保护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通过名城的保护

发展，把历史文化这一过去留给现在的礼物献给未来，从而打

造魅力独具的城市，提升宜兴的核心竞争力。全市上下要迅

速进入状态，加快把名城保护发展的各项规划、部署落到实

处，加快将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充分展现出来，让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要以一流的规划，更好地引领、指导名城

的保护发展；突出陶文化这根“线”、抓住历史街区这个“面”，

突出文保单位这个“点”，以点线面联动整体推进名城保护发

展；做好保护、利用两篇文章，坚持专家指导、科学利用、改善

民生的原则，努力实现名城综合效应的最大化，为宜兴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文化支撑。

为不断开创文化宜兴建设新局面，彰显宜兴历史文化品

牌，宜兴市委、市政府又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召开全市文化工作

会议，专题部署新时期文化宜兴建设的目标任务，制定下发了

《关于鼓励和促进我市民办博物馆（收藏馆、艺术馆）建设的意

见》等 8 个意见和 1 个管理办法。为确保各项重点工作的开

展，相继成立了宜兴市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宜兴

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宜兴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宜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等机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各相关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明确任务和责任，加强考核和奖惩。

突出重点，着力推进文物修缮工程

根据《宜兴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的要求，宜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织开展了重点文

物的保护修缮工程，依据规划深化各项保护措施和建设工程，

保持和延续古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使一大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状况和社会形

象得到显著改善和提升。

在重点文物维修方面，先后完成前进窑遗址、前墅龙窑、

小窑墩遗址、涧众龙窑遗址、陶批站码头仓库、红色文物补庐

等重点文保单位的修缮工程，启动了潘氏宗祠、阁老厅、徐氏

宗祠等古建筑的维修工程。徐氏宗祠是宜兴市内为数不多的

高规格的古建筑之一，为确保维修质量，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在开工前期多次召开维修座谈会，并邀请古建筑专

家进行现场指导，对建筑原有基础进行了全面勘查，及时调整

修改了施工图纸中的问题，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修

缮完成后能真实地体现其原有的历史风貌。

古桥是宜兴文物的重要特色，也是反映宜兴水乡风貌的

重要景观。近年来，宜兴始终把古桥的保护作为文物保护工

作的一个重点工作内容，先后实施了青龙桥、武昌桥、东塘桥、

官林桥、后亭桥、施塘桥、谢桥、江家桥、裕兰桥等古桥的维修工

程，遵循“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维修工作原则，聘

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文物保护设计专家，科学编制维修方案，认真

抓好现场管理，努力把文物维修工程打造成精品工程。

着眼长远，加大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力度

着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工作的长远，宜兴市投

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扎实开展名镇、名村、名馆、名居、名址挖

掘、保护和建设工程；组织开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修复工

程；依据规划深化各项保护措施和建设工程，保持和延续古城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科学论证启动了以展现丁蜀镇作为“紫砂圣地”的历史文化风

貌和蜀山古南街（潘氏宗祠）、葛鲍家族聚居地等保护修缮工

程；启动建设宜兴市博物馆、吴冠中艺术馆等一批艺术场馆，

扎实开展吴冠中故居等与名人相关的历史遗存的修缮；启动

周铁镇、张渚镇、徐舍镇鲸塘村等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鲸塘老街和徐舍老街经过修缮，恢复历史旧貌；周铁镇为

尽快申报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启动开展了城隍庙修缮、

“塘河水韵”重现、历史街区修复三大工程，目前已全部竣工。

随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文物工作促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逐渐得到了各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的普遍认可。在宜兴

市文广新局的指导和配合下，各镇相继启动了多个文物点的

修缮工程。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窑墩遗址的保护工程

中，丁蜀镇共投入近百万元修建了古典式围墙和砖瓦门楼，并

对窑址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周铁镇从民间筹资数千万元编

制了古镇保护规划，开展了老街、城隍庙、竺西书院、程天民旧

居等文物维修工程。万石镇着眼文化强镇建设，修缮开放闵

惠芬旧居，建成闵惠芬文化广场；为纪念周培源先生诞辰 110

周年，芳桥镇政府对周培源故居进行了保护性修缮，搬迁故居

西侧二进民房，实施一体化管理，同时，对故居周边和参观道

路的环境进行了整治，并对故居内展陈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造。

在深入贯彻实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五年行动

计划”过程中，宜兴市文化部门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

积极做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扩容和提升工作。在今年 5月 3

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宜

兴市又有 3处文物点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古遗

址 2 处、古建筑 1 处，使得宜兴的国保单位数量由原先的 3 处 8

个点增加到 6 处 11 个点，比原有数量增长了一倍，为宜兴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

以社会效益为主要考量标准，宜兴市文化部门充分发挥对外开

放文物单位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充实陈列内容、丰富文化活

动、改善服务环境、提升服务技能、加强安全管理等措施，实现文

物保护成果人人共享，尽最大努力满足广大市民精神文化需

求。从 2011年 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始，宜兴市文化部门管

理的 6处文物点包括周王庙、太平天国王府、文昌阁、瀛园、忠肃

祠、吴仕楠木厅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观众量激增，全年各文物

开放点参观总人数累计超过 15万人次。在充实陈列内容方面，

除原有的固定陈列外，先后在太平天国王府等文物点组织举办

了“荆山片玉——宜兴民间收藏交流展”“古吴轩藏古陶瓷精品

展”“中国古今瓷器精品展”“宜兴文物摄影比赛作品展”“汉风唐

韵·宜兴民间铜镜收藏展”等文物展览及一系列艺术展览，定期

举办各类临时展览，确保展览展陈常展常新，还利用各种活动，

激发市民的兴趣，不断增强市民的文保意识。为了让更多的人

自觉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来，宜兴市文广新局

精心组织开展了“让文物走进社区，让大众走近文物”系列活动，

通过文物宣传进校园、进乡镇、进社区等一系列内容生动、形式

新颖的丰富多彩活动的开展，有力推动了“共同遗产、共同保护、

共同责任、共同分享”社会共识的形成。

积极开拓，探索非遗保护传承特色模式

根据国家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

关要求，宜兴市全面深入地组织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

查、四级名录建设以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方面工作，既重基

础工作与队伍建设，又重思路创新与特色创建，有力地推动了

非遗保护传承的快速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

宜兴市文广新局组织对全市散存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进行全面普查，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

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高度重视非遗名录建设工作，先后公布了两批宜兴市级名录，

共计 43个项目，为进一步申报无锡市级、江苏省级和国家级非

遗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组织建立起了多梯队

的代表性传承人队伍，逐步建立传承人指标体系和传承谱系，

完善传承机制，为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和保护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2011 年，宜兴市文广新局组织实施“宜兴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方式保护政策研究”项目，组织专家团队对宜兴传统

技艺类、美术类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生存状态、生产流通过

程、扶持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明确了可适用生产性保

护的非遗项目范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宜兴生产性保护塔形

规划体系，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扶持政策方面提出了建议。在

此基础上，组织材料进行了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的申报，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之一。

为了有效利用和整合非遗资源，加强非遗载体建设，宜兴

市文广新局于 2012年开展了首批宜兴市陶瓷类非遗项目传承

展示基地的申报和命名工作，首批公布了 10 个传承展示基

地。为提高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宜

兴市文广新局于 2012 年开展了“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和“梁

祝传说”两个项目中长期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今年 3 月初，

该局邀请专家召开论证会，对两个规划的初稿进行了论证，并

根据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

在实际工作中，宜兴市文化部门注重加大与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合作。通过深化合作关系，

不仅深化了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而且拓宽了工作思

路。在不断摸索中逐渐开创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团体

为平台、传承人为主体、普通市民为后盾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非

遗保护模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积极性，广泛利用社会资源，

集中力量办大事，真正实现对非遗项目科学、有效的保护。

构建体系，打造宜兴历史文化传承品牌

为贯彻落实宜兴市委提出的“文化高品位”建设目标和打

造宜兴历史文化品牌的要求，不断推动宜兴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发展工作向前发展，宜兴市文广新局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别组织举办了全国文博考古界权威专家学者参加的骆驼

墩文化论坛和国山碑文化论坛，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位于宜兴市新街镇唐南村的骆驼墩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骆驼墩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太

湖西部的史前文化提供了新材料，填补了环太湖西部史前考

古学文化的空白。2011 年 10月 29日，骆驼墩文化论坛在宜兴

举行，与会的中国考古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

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骆驼墩遗址对于研

究太湖流域乃至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亟须开展进

一步的保护利用与发掘。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表

示，骆驼墩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并驾齐驱的“三驾

马车”，共同开发了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加速了长江下游

的文明化进程，并最终导致良渚文化踏上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国山碑位于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洞景区，是三国时期东吴

末帝孙皓所立，是中国现存仍能看清字迹的最早的封禅碑刻

之一。2012 年 9 月 8 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山碑”文化

论坛在宜兴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史专家学者

在论坛上畅谈国山碑的历史文化、书法艺术、地震史料价值，并

就“国山碑的保护和利用”等议题深入研讨，对“江南第一碑”三

国东吴国山碑进行系统性“揭秘”。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

早期帝王封禅活动见于记载的不多，而以石刻形式记录封禅活

动的则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国山碑作为封禅碑亦更显珍贵。同

时，国山碑碑文清晰地展现了书法用笔由篆入隶，结字由圆变方

的整合变通中的演化过程，是汉字演化不可多得的极好标本，

对今人进行篆书、篆刻创作仍有很好的启发借鉴意义。

宜兴是中国最古老的陶瓷产区之一，享有“陶都”的美

誉。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宜兴市于 2009 年、

2010 年、2011 年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成功举办“陶都风”系

列展览。2011 年 5 月 10 日，由宜兴市政府主办的“陶都风——

中国宜兴陶瓷艺术深圳展”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开幕。来自

陶都宜兴的 250多件套紫砂、均陶、青瓷、精陶和彩陶为深圳市

民及粤港澳地区文化艺术界人士、收藏爱好者献上了一场“紫

玉金砂”的文化盛宴。2013 年 5 月 5 日至 8 日，以打响“中国陶

都·陶醉中国”城市品牌、传承弘扬陶瓷文化、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在

宜兴市丁蜀镇拉开帷幕。本届陶瓷文化节期间，在中国陶都

陶瓷城博览中心展厅举办的中国陶都宜兴陶瓷艺术展，精选

了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师的精品佳作近 500 件套集中展

出，举办了陶瓷文化论坛等活动，有关方面为新授予宜兴的

“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陶瓷出口基地”揭牌，揭晓

了宜兴评选的十佳优秀青年陶艺家和十大经典紫砂壶器型，

为 6 位陶艺界的国际友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宜兴将以本届陶

瓷文化节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密切与海内外朋友的交流合作，

努力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推动陶瓷产业繁荣创新，为中国乃

至世界陶瓷产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13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由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

员会、宜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中国宜兴·古代铜

镜学术研讨会”在宜兴召开。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文博单位、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古铜镜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就历代铜镜铭文、制造工艺、图案的内容题材与艺术特征、

社会生活背景、思想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

期间还举办了《莹质神工 光耀阳羡——宜兴民间收藏铜镜精

品集》首发式及《宜兴民间收藏古代铜镜展》，宜兴铜镜收藏以

数量多、品种丰富、品位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与称赞。

宜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许夕华表示，文化遗产

是城市的宝贵财富，是城市不断开拓发展、彰显魅力的不竭源

泉。当前宜兴的文化工作正处在重要历史机遇期，领导重视的

力度、社会参与程度前所未有，宜兴市广大文化工作者将认真贯

彻实施宜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五年行动计划”，深入挖掘、整理

宜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着力保护传承宜兴优秀文化遗产，为加

快推进宜兴文化强市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

魅力独具的历史文化名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切实承担起

宜兴历史文化薪火相传的接力棒的历史重担。

传承陶都文化底蕴 绽放独特人文魅力
——江苏宜兴加快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纪实

王 炜

2013 年 4 月 12 日，“中国宜兴·古代铜镜学术研讨会”在宜兴召

开，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江苏省文物局局长

龚良等出席会议。

以宜兴青瓷制作技艺制作的精美“鱼篓尊”。

以宜兴彩陶制作技艺制作的精美“香海瓶”。

2012 年 9 月 8 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山碑”

文化论坛在宜兴举行。

江苏省级文保单位明代宰相徐溥的家族祠堂宜兴徐大宗祠。

2011年 10月 29日，骆驼墩文化论坛在宜兴举行。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汪寅仙制作紫砂曲壶。

2013 年 5 月 5 日，第七届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在

宜兴市丁蜀镇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