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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就是城市的一部文明史，
是形成和积淀城市性格的文化基因。

——冯骥才
磁器口，自古便是重庆重要水陆

码头、物资集散地。千年磁器口，见证
了古镇的沧桑岁月和历史变迁，从“白
日里千人拱手，入夜里万盏明灯”到商
铺林立、人声鼎沸，到后来的国家4A
级景区，如今早已成为重庆对外输出
城市特色的文化名片之一。

一路走来，这位饱经沧桑的智
者，也一直与时俱进，保留千古风情
的同时，也玩出了颇具现代气息的新
时尚，以蓬勃生机同时代逐浪前行。

磁器口后街，就是这个承古融今
的“潮小子”。自今年开街以来，磁器
口后街就成为了无数游客口中的“香
饽饽”，那么它又有哪些亮点呢？

提档升级
开发三大主题五大分区

作为重庆地标级旅游景区，磁器
口古镇一直以馥郁的巴渝文化著称，
随着游客消费诉求的日益增多，如何
深挖古镇文化内涵、多元化发展景区
业态、填补区域空白，成为磁器口古
镇提档升级的关键所在。

磁器口后街项目在这些需求下应
运而生。此次项目由金融街控股打
造，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磁器口后
街紧邻千年古镇磁器口，总占地面积
8.3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8亿元。

磁器口后街项目以“保护传承，
提档升级”为发展理念，依托沙磁文
化的深厚底蕴，围绕“爬山城”“逛老
街”“品创意”三大主题，规划了幸福
街、重庆名堂、运瓷古道、后街公园和
古镇霓虹五大主题分区，深挖磁器口
与重庆的文化价值内涵，突出体验
性、趣味性与创意性，缔造24小时全
开放、不间断、满足各类人群全时段
不同消费需求的无界繁华，使古韵与
时尚、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在这
里互融共生。

瓷器文化
运瓷古道再现行业盛景

历史上的磁器口古镇以制瓷为

名，后街的“瓷”文化设计便根植于
此。在后街，游客可以亲手制作一件
陶瓷作品，从陶泥在指尖穿梭、瓷器
拉胚成形的过程中重温磁器口繁盛
近300年的粗瓷岁月。

为了更好展现“瓷文化”，磁器口
后街再现磁器口“瓷器行业”巅峰时
期的运瓷盛景，打造了运瓷古道这一
人文景观。运瓷古道融入磁器口古
镇经典运瓷元素，以“石阶”形态为主
要景观呈现，景观理念更加注重历史
细节，联动爬山城逛游动线，强调人
景相融。在运瓷古道主题街区，游客
可以欣赏到再现古时以扁担、绳子、
背篼等男挑女背的运瓷方式的真人
运瓷表演。

巴渝文化
多维度展现地缘文化

除了“瓷文化”以外，磁器口后街
还注重地缘文化——巴渝文化的发
掘。从以巴渝地区独有的人文建筑
为蓝本的“吊脚楼广场”，到传承巴楚
婚嫁习俗的“花开院子”，又或者是蜿
蜒而上有数百步梯级的“大江天梯”，
它曾是巴人取水的必经之路，可以让
游客体验一下曾经老重庆人吃水的
艰难……

此外，后街里还有一座收纳重庆
百年记忆、典藏千年巴渝文化的重庆
记忆博物馆。博物馆精心制作了吊
脚楼、重庆火锅、艺人茶馆的微缩景
观模型，令人更直观地感受或者回忆
地道的巴渝文化。

沙磁文化
打造翰林墙再现沙磁文脉

话说清代的磁器口人孙文治，幼
年时从其堂叔孙珏就读，因多次乡试
而未中，便开了鲤鱼草堂（后改名为
翰林书院）授课。后在此就读的本家
弟子孙文煦、孙文杰双双考中举人，
加之早年中举的孙珏，磁器口孙家一
门高中三个举人，颇受世人尊敬。后
来，鲤鱼草堂还培养出了黄钟英、段
大章两名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这
就是为磁器口人熟知的“一门三举
子，五里两翰林”的故事。

为展现沙磁文化，磁器口后街根据
磁器口翰林书院悠久的“文化典故”，建
以“石桥”为景观具体形态，在爬山城逛
游动线再塑“翰林桥”人文景观，文化记
忆墙上再现往昔沙磁文人题字佳句，翰
林桥将私塾文化以更具时潮的形象装
盘呈现，溯源沙磁文脉精彩。

除去对各种特色文化的深度挖掘
外，磁器口后街还拥有许多时尚“潮”
玩儿。在古镇霓虹街区，即将打造全
球首家山地酒吧街，引入livehouse、餐
酒音乐等业态，24小时对外开放，满足
全时消费需求，打造山地不夜城，引领
区域消费升级。此外，年轻人喜欢的
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业态，在后街
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磁器口后街，以千年古镇为依
托，将山城人文精粹与时尚新潮元素
融入肌理中，以聚合开放的商业力
量，助力磁器口区域升级更新，不断
为重庆旅游注入源源生机。

秀山苗族羊马节，亦称苗家五月
年，因主要节庆日在农历中的地支属午
（马）和属未（羊）而得名，是当地苗族人
民每年定期举办的以感恩蔬果和羊马
为核心内容的传统节庆，也是重庆市今
年入选的9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一。

羊马节的形成，源自当地苗族先
民的战争和迁徙，距今已有600多年
历史。因其均以言传身教、口耳相传
的方式进行传承，因此关于传承谱系
并无记载。

羊马节以模拟和再现当地苗族先
民生产、生活、迁徙的场景为主要节庆
活动，整个节庆活动以“感恩”为主题，
祭祀规模宏大，民族情感特质鲜明，生
态性和现场感极强。节庆活动集当地
的花灯戏、灯儿戏、采莲船、吹木叶、对
山歌、喊酉水号子等民间艺术于一体，
民俗文化底蕴深厚，异彩纷呈。

作为秀山民俗文化的重要代表，
秀山苗族羊马节传承了一方民族共同
的文化意识、乡土情结，以及虔诚的民
间信奉，是当地苗民情感的真实写照，
对研究当地苗族的历史源流、生产生
活、征战迁徙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庆美景

磁器口后街：

多种文化融合碰撞
体现山城人文精粹

本报讯（通讯员 刘政宁 黄河）
近日，被誉为“西部民居瑰宝”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涪陵陈万宝庄园启
动了正厅修缮工程。整个庄园的修缮
预计明年底完成。

据了解，陈万宝庄园位于涪陵区
青羊镇，始建于1862年，占地7026平
方米，由 300 余名工匠历时 12 年建
成。整个庄园共有房屋120余间，为

“金包银”穿斗式木结构。在现场，施
工人员正在忙着对正厅后壁堡坎进行
修复。

青羊镇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细化了多项具体措施，按照真实性、整
体性、合理性、特色性、参与性的原则
做好传统村落的修复工作，延续历史
文脉。一方面摸清全镇文物底数，分
类制定保护措施，重点对陈万宝庄园、
神仙桥、青羊石雕等能代表青羊地方
特色的文物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抓
紧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陈万宝庄园进
行修缮。

重庆

秀山苗族羊马节

涪陵陈万宝庄园
修缮工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