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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趣味成语第二季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八季
余杭乡村+余杭新闻
电视剧：情深缘起

2024/6/14 星期五
纪录片：美美乡村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
动画片：趣味成语第二季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八季

2024/6/12 星期三
纪录片：越剧万里行
电视剧：突围
动画片：趣味成语第二季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八季
余杭乡村+余杭新闻
电视剧：情深缘起

2024/6/13 星期四
纪录片：越剧万里行
电视剧：突围/温暖的甜蜜的

2024/6/11 星期二
纪录片：越剧万里行
电视剧：突围
动画片：趣味成语第二季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八季
余杭乡村+余杭新闻
电视剧：情深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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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乡村+余杭新闻
电视剧：情深缘起

2024/6/15 星期六
纪录片：美美乡村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
动画片：趣味成语第二季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八季
余杭乡村+余杭新闻
电视剧：情深缘起

2024/6/16 星期日
纪录片：美美乡村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
动画片：趣味成语第二季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动画片：海底小纵队第八季
余杭乡村+余杭新闻
余杭乡村
余杭新闻
电视剧：情深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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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固定栏目 18:30余杭新闻（22：00重播)

次日白天 7:00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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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是一个地区宝贵

的资产，但如何转化为可持续发

展的文化 IP，让资源实行市场转

换，从“资源”变成“资产”，良渚

和三星堆有各自的解法，也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几年前，参观三星堆博物馆

常收获“包场”般的丝滑体验。

而如今，四位数的日访客量已是

这座博物馆的常态。蜂拥而来

的四海游客，给当地带来了文旅

流量。背靠三星堆，三星村这个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随着三

星堆的火爆“出圈”开始崭露头

角。

三星堆已成功创建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覆盖了周边

的三个乡镇。比如：位于三星堆

文化圈内的三星村，近几年正在

通过集体村组织经济形式，寻求

共富可能。

目前，三星村已成立了 6家
公司，负责博物馆的部分文创开

发及生产、研学活动的开展等。

作为三星村的集体经济项目之

一，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去年吸

引游客 5万余人次，获得经营性

收入400多万元。

良渚亦是如此。游客的溢

出效应，让良渚北片的美丽乡村

有了更多发展机遇。港南村的

杉道秘舟手摇船项目蹿红，新港

村挂上了体育村的招牌，南山村

办起了稻田研学……良渚流量

早已随着良渚文化大走廊淌到

了更广阔的地域。

比如：径山镇的径山书院，

它以径山文化为核心，整合周边

的果园、茶园等资源，打造数字

团建，带动了周边农户销售额已

突破2000万元。

再比如，位于黄湖镇的“融

设计图书馆”，吸引了不少国内

外设计师，设计师团队对非遗进

行解构、重新设计，然后把这些

元素运用到家居设计、汽车内饰

设计等方面，他们也会邀请当地

村民参与到手工艺的这种创作

过程中。目前，村里已经有 50
余户村民家庭加入“自然好邻

居”计划，每户年均可以增收 3
万余元。

不论是良渚文化、三星堆文

化，在文化 IP赋能乡村振兴上都

有各自的做法，但一致的是“以

文化为核心”。这一廊道式发展

格局带动了城市和乡村的发展，

也带动了产业整体的转型发展，

走出了一条协同发展的共富路。

良渚和三星堆的能量还远

不止于此，他们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良渚的稻作文化为例，最

近，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正在插

秧。等到秋天，游客可以在良渚

古城参与镰刀收割水稻，若是累

了，还能去“渚咖”品一杯文化味

十足的稻香咖啡，如果还不满足

的话，也可以买包“良渚古城贡

米”带回家。

再来看三星堆的一组数据：

2020年，三星堆文创产品销售额

仅300多万元，到了2021年就提

升到 2000多万元，2022年达到

3000 多万元，2023 年突破 1 亿

元。

在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

会产业发展部部长任韧看来，文

创是三星堆文物活化利用的一

条成熟路径，自三星堆新一轮考

古发掘启动以来，三星堆文创产

品已成为打响知名度的一件“利

器”。

如今，文化正在为第一产业

和第二产业增添附加值，实现了

乡村旅游业态的迭代与更新，产

业的文化化正在成为一种新发

展趋势。

“我的腰包鼓了，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升了，自

然而然会促进我对这件事情进

一步的认同和支持。”清华大学

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

铮指出，从实践来看，如何通过

制度化的方式，来保障致力于文

化保护与传承的人们能够得实

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

关键的。

多年来，余杭高度重视文化

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余杭区支

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政策

实施细则》等政策，设立了全省

首个规模 2亿元的区县级文艺

基金，吸引国内多位知名导演、

制片人和文艺大家申报，扶持的

多部项目荣获国内外各类奖

项。同时，聚焦新媒体视听产业

发展风口，余杭设立了总额 2亿
元的网络微短剧发展基金，从创

作、拍摄、发行等方面给予全链

路支持。

稳恒产，才能守恒心。余杭

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关心和

支持，让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

“既来之，则安之”。

沉浸式综合艺术秀“良渚之

夜”，传递良渚文化的生活美学

内涵；“情景交融 文明互鉴”中

国大运河文化带国际传播对话，

助推大运河文化走向世界；径山

茶第四届美美与共云茶会，邀请

全球茶友相聚云端共品共享

……

良渚文化大走廊上，各种文

化在交汇融合，越来越广泛社会

力量的参与，也在不断拓宽传播

手段，“五千年中国看良渚”这张

金名片正越来越亮。

当良渚遇上三星堆，有哪些绚烂的火花？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

词，很好地体现了三星堆与良渚之间的地理位置和时间序列的关系。

同饮长江水，相差2000年、1500公里，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产

生了怎样奇妙的文化交流？

近日，“玉映金辉”良渚·三星堆文化交流活动在三星堆博物馆举

行。来自博物馆、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文化产业从业者会聚一堂，围

绕长江文明的多元融合与传承创新、文化 IP与城市品牌打造两大主

题展开讨论，既回溯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渊源，也探讨今后两地共同推

动以文化带动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
记者 濮玉慧 陈玮铭

2021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3
号坑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件刻

有两棵神树纹的玉琮。

玉琮是良渚文明首创的，而

后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西北甘青

地区的齐家文化受良渚影响后，

对玉琮进行了全面的改制，将玉

琮射孔外侧带圆弧的凸边，改为

了直角。有专家认为，三星堆先

民可能机缘巧合拥有了这件玉

琮，又在其上刻上了神树纹。

“神树是古蜀人心中沟通天

地、连接人神的登天之梯。”三星

堆遗址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朱亚蓉

说，这是三星堆人宇宙观的一种

体现。

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

表示，玉琮是良渚人沟通天地的

法器，是良渚人上大下小、天圆地

方宇宙观的体现。现在不少考古

学家认为，玉琮中间上大下小的

射孔，是旋转中的无形的“神树”。

除了宇宙观的一致性，良渚人

和三星堆人还都有对鸟的崇拜。

目前出土的良渚文化大型玉琮上

不少刻有神鸟，而三星堆的青铜神

树上也立着许多青铜神鸟。

“这件玉琮的出现，体现了文

化发展的交融与碰撞、继承与创

新。”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

表示，“文明是不断在发展和演变

的。良渚和三星堆虽相隔甚远，

但有共通的精神底色，中华文明

的多元一体起源由此可见一斑。”

良渚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何

止千丝万缕。不久前，良渚博物

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徐天进在一场专题讲座中指

出，良渚玉琮王上刻的“神人兽面

纹”，倒梯形的脸框仿若面具。他

还列举了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面

具、后石家河时期的玉质面具等。

除了玉琮，玉锥形器在三星

堆早期文化遗存中也有出土。不

光是器物，朱亚蓉指出，作为古蜀

国的都城遗址，三星堆的城墙、城

壕、筑城的方式方法等，也都与良

渚古城遗址存在相似性。

不仅仅是三星堆与良渚，在

中华广阔版图上，不同地区的古

代文明，都体现出许多让今人难

以想象的紧密联系。

“这种多元一体、兼收并蓄，

为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奠定

了强大的动力基础。不论是三星

堆还是良渚，都是中华文明百花

园的璀璨瑰宝，通过交流对比，才

能更好地找出特性与共性。”马东

峰说，“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

命，我们必须把遗产挖掘好、保护

好。这种保护不是把文物束之高

阁，而是要开放地拥抱所有，让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

一起来研究，一起来创造，把中华

文明的故事讲准确、讲生动。”

从良渚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多元融合

▲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
通天神树上有9只立鸟

▲刻有神树纹的玉琮

区融媒体中心 宣

从良渚与三星堆看廊道式区域发展策略

▲径山书院依托径山悠久的茶文化和丰富的茶资源

◀良渚街道港南村的杉道秘舟手摇船项目

▼沉浸式综合艺术秀“良渚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