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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年历史的运河龙灯会

县镇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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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文敏一样，每年春节，也是西集镇武辛
庄村“风车大王”梁俊一家最忙的时候，今年他们
要赶制上百只风车送往市场、庙会迎新年。

梁老先生已经80多岁了，祖祖辈辈以制作传
统风车、风筝为业，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
了。2007年，通州大风车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2008年梁老先生被评为北京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 10
岁时就跟着长辈学习制作风车，他制作的风车与
众不同。“别看风车是个小物件儿，来头可不小，
它跟《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还有关系。”

一提起风车，梁老先生脸上充满了自豪，话
匣子也打开了。风车制作要经过四五十道工序，
就拿风车泥鼓制作所需的土来说，就十分讲究。
首先要选择黏性大、不僵硬的土，通过制作泥浆、
过滤、沉淀等工序。滤泥掺进纸里搅拌，使之融
合在一起。再将泥做成大小标准、薄厚一致的鼓
帮，放置阴干 3至 5天。鼓面是用比较薄的牛皮
纸裁成比鼓帮稍大的方块，用乳胶粘于鼓面，需
要绷平，松紧合适。风车架子用的是一种红高粱
秫秸，按照所设计的形状扎好，用竹钉连接。还
有一道工序也很麻烦，那就是制作风轮，也叫鼓
轮。首先选好竹篾子，用刀轻轻刮平劈成条，用
温水泡软，用胎具绕成圆形绑好，再装上轮条涂
色，将风轮染成红、黄、绿三种颜色。

梁老先生指着风车说，风车的着色均有寓
意，绿色代表地球和环保，红色代表太阳，黄色
代表炎黄子孙；而风轮上的 12 根轮条，是代表
12 个月，12 根风轮一头与轮圈粘接，另一头与
中心轴连接，合计共有 24 头，则代表 24 个节
气，围起来形成一个圆周，这圆周包含一年四
季，意在保佑四季平安。小小的风车包含了
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如今梁老爷子年事已高，依旧自己制作风
车、琢磨风车。虽然市场上的量产风车很多，但
是通州大风车传统的制作，手手相传，能让人们
感受地道的京味儿文化。“风吹风车转，车转幸福
来。”老人说，“只要身体还行，我还接着做风车。”

眼看春节庙会就要开了，作为雷打不动的庙
会常客，梁老爷子一家子又忙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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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灯舞动贺岁来，风车剪纸送吉祥，小车会扭出新春情……
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通州区，这些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非遗
文化是关于民俗、年节和热闹的最直观记忆。春节期间，全区各
乡镇村庄将掀起非遗文化热潮，形式多样的非遗活动，为忙碌了
一年的乡亲们呈上一场场不容错过的文化大餐。

“咚咚锵、咚咚锵……”春节临近，漷县镇张
庄村龙灯博物馆后院锣鼓喧天，两条雄伟矫健
的蓝龙随着鼓点时而腾空，时而翻滚，在舞龙人
精湛娴熟的手法下，柔美舒展，直冲云端。舞龙
人正加紧排练春节表演。

张庄村的运河龙灯会享誉四方。这项古老
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 1834年，也就是清道光十
四年。“运河龙灯”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方头大
口、鹿角长须、猪鼻圆眼、蓝身金鳞、金鱼尾巴、
全长 18 米。运河龙灯是北运河最具特色的表
演形式之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大运河地
域特色。2005年，通州运河龙灯被列为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式命名为“通州
运河龙灯会”。

运河龙灯会非遗传承人谢兆亮介绍，张庄
村的运河龙灯会已有近 190年的历史。蓝色双
龙是他们的特色，表演套路更是花样繁多，他们
挖掘整理出了“龙翻身”“单挑龙把”“龙打挺儿”
等十多种技法。

“当年，运河龙灯会在大运河一带十分盛行。
通州就有六档，分布在沿河村镇，包括马驹桥镇的
西店村、西集镇金各庄村和漷县镇的军屯村、马头
村、长凌营村及张庄村。不过，唯有张庄村的运河
龙灯会起始年代最久，并一直传承到今天。”谢兆
亮详细介绍起运河龙灯会：蓝色双龙在北京非常
罕见，因为临水，运河沿岸民众认为蓝色的龙才是
大运河的龙，可以保佑运河边的村庄和百姓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运河龙灯会每逢年节都要“起
会”，也叫“走会”，祈福迎祥。

张庄村的运河龙灯会独特的蓝色双龙去过很
多地方，曾被邀请去厂甸庙会表演，也参加过世界
园艺博览会演出、天津市武清区表演等，场场好评

如潮。
作为运河文化和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河龙灯会”已走进漷县镇各个学校，将运河历
史、非遗文化、舞龙锻炼系统融入兴趣课程，推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学生们通过龙灯这一载体，
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张庄运河龙灯编龙
骨、裱龙身、勾龙筋的制作过程，在室外舞龙环节，
队员们手把手教学生们舞龙，二龙出水、双龙跃、
龙翻身、单龙挑、龙劈叉等十余种舞龙技巧让学生
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眼看又到龙年新春佳节，谢兆亮和大伙儿早就
开始摩拳擦掌，“别看我们团队平均年龄已经60多
岁，舞起这两条近 20米的长龙还是特别有气势。
不信您就来村里看看，大年初一，咱们不见不散！”

民间花会是年节期间的一种传统舞蹈表演。
通州的花会在宋朝开始流行，成化于明，极盛于
清。小车会是花会中最常见的一种表演形式，在
京东地区名声最响的当数张家湾里二泗小车会。

里二泗小车会的非遗传承人韩德成介绍，历
史上在张家湾、永乐店、西集、牛堡屯、马驹桥、城关、
通州镇等地，都有民间花会活动。小车会亦称太平
车。木质车架，外蒙布，布上画车轮，车架套系在表演
者腰间，如女子坐车状。另一人推车，通过推车赶路、
上山过桥等动作，载歌载舞异常热闹。辅助角色有
先生、傻小子、鼓乐伴奏等约25人。

据《北京市志稿·庙集》记载：“里二泗河神祠
四月四日有庙会，祠在张家湾运河之滨。昔年江
浙两省漕运皆由内河，粮船至此停泊者数十艘，凑
钱演戏酬神。远近游人……年必万人攒动，红男
绿女，少长咸集。”这说的就是几百年前的盛景
了。20世纪初期，每年都有两次庙会，南八会、北
八会在此献艺，里二泗小车会当然也在其中。因
此可以断定，里二泗小车会最迟成立于清代。

在20世纪早期，里二泗每年举办两次庙会，分
别是农历正月十五和五月初一。尤以正月十五日
最为繁盛，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来这里祈求“风调雨
顺、四季平安”。这天上午，里二泗南边和北边各
村组成的南八会、北八会，都会来佑民观举行朝顶
进香仪式。当庙内进香时，庙外牌楼前后，就是各
档花会大显身手、尽情表演的时候，观众围得水泄
不通，热闹非凡。

里二泗小车会就是那时组建的一支民间文艺
团队，一代代延续至今，传承有序。

“春节表演我随叫随到。”扮演坐车娘娘一角
的王艳芬今年56岁了，眼看就要过年，她又开始整
理起自己花大价钱置办的“凤冠霞帔”。“我们的小
车会原汁原味，以前春节最多时能演十场。好几

十斤的‘车’绑在身上，加上头勒得那叫一个紧，都
不好受，可我已经深深喜欢上这个角色，愿意坚持
演下去，坚持到有人接班。不过现在年轻人愿学
这个的可不多了。”王艳芬说，今年春节前自己已
经做好准备，只要一声招呼，一准儿到场表演。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花会云集的里二泗除
了小车会，高跷会也颇负盛名。

高跷的历史悠久，在《列子·说符》中就有生动
的描绘。北魏时称之为“长跷”，宋时则称为“踏
跷”，清末才称“高跷”。

与小车会演员的高龄化不同，里二泗高跷会
的成员多是少年。2008年，里二泗村村委会在村
办小学制定并实施了培育少年高跷会计划，40多
位青少年参与，成为第14代传人。

村里操办的高跷会一般会在春节前一个月开
始练习，为春节、正月十五的表演做准备。年过七
旬的村民徐宝瑞是负责教授高跷的老师傅。他介
绍，里二泗高跷角色包括武角 4个、文角 4个、俊锣
2个和丑鼓 2个，有时还会增加丑婆和花子，共 14
个人。角色多是《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人物，除
了表演各种动作，更要依据锣鼓点一步一拍地踩
点儿表演。

“里二泗高跷会是民间秧歌舞，几百年来经过
十几代人的口传身教，传承至今。最大的特点就是
朴实无华，唱词丰富，我们保存了58首旧唱词，还改
编了多首唱词适应新时代。”徐宝瑞自豪地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仅是各种形式
的文化、技艺的保存和发展，更是代代相传中，人
们对生活记忆的传承。

对于张家湾这座古镇来说对于张家湾这座古镇来说，，根植在这里的各根植在这里的各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智慧结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智慧结
晶晶，，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生命力的““活化石活化石””，，是这座古镇人文记忆是这座古镇人文记忆
的载体的载体。。

在京郊，每逢春节除了买年货、大扫除、贴春
联之外，剪窗花的民俗更由来已久，一把剪刀、一
张红纸，便是一方乡土一方情。这几天，西集镇
王庄村的“团花剪纸”非遗传承人王文敏一家，正
以剪纸这一独特方式迎接新年，为即将到来的甲
辰龙年增添吉祥喜庆的氛围。

在老人家中，已排列着数十幅祥龙作品。这
些作品中的祥龙或卧、或蜷、或盘、或戏，神态各
异，灵动活泼，令人喜爱。一张普普通通的卡纸，
在剪刀飞舞间变成了一条条可爱的小纸龙，有和
苹果造型搭配的“平安龙”，和元宝搭配的“招财
龙”，和牡丹搭配的“富贵龙”，和喜鹊搭配的“报
喜龙”等，看起来格外喜庆。“剪纸是老祖宗留下
的艺术瑰宝，应该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在
民间，剪纸龙具有镇宅消灾、祈福吉祥的民俗功
能。2024年是龙年，我准备了八面玲‘龙’、万事
兴‘龙’、七窍玲‘龙’、‘龙’重登场、出水福‘龙’、

‘龙’福齐天、‘龙’光焕发等吉祥喜庆的中国龙剪
纸向新春献礼，祝福大家龙年吉祥、万事如意！”
王文敏说。

提起团花剪纸，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其
实，自打五代年间团花剪纸就在北方盛行，但目
前仅在陕北个别地区保留，华北地区几近失传。
王文敏老人的团花剪纸，要从他小时候说起。他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家庭条件不好，就常常用剪
纸代替玩具，跟着大人耳濡目染，五六岁时他就
能剪一些简单的图案，后来逐渐养成兴趣爱好，
去摸索着画一些古香古色的图案，菊花、牡丹、
龙、凤、鹊等。直到现在每逢过年过节，婚嫁丧
娶，王文敏都会用剪纸这种传统艺术来表达祈福
迎祥的心愿，展现纯朴的农家生活和民间风情。

六十多年来，他用剪纸手艺剪过现代高楼大
厦，剪过十二生肖，也剪过生活百态。一叠红纸、
一把剪刀，玲珑巧思、妙手勾画，手指翻飞中呈现
出一幅幅生动的作品。只要得空，全家人就围坐
一起制作剪纸作品，春节这几天，不少邻居上门
来求团花剪纸。“平时谁家有喜事儿也让我给剪
两幅，都是图个喜庆。”王文敏说。内有传人，外
有徒弟，如今已桃李满天下的王文敏，看着这些
作品很欣慰。他希望团花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能够被更多的人熟知传承，“这些寓意美好
的技艺应该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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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里二泗小车会

张家湾镇

剪纸迎龙年

西集镇

通州大风车“车转幸福来”

西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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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运河名声在外

大运河是中华文化文脉与水脉的重
要组成部分，今日的大运河牵系着南北
两端，其漕运功能虽已不显，但作为文化
承载地和旅游景区，仍然受到人们的
青睐。

以通州段大运河为主体建设的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是城市副中心的网红打
卡地，景区整体品牌知名度高，获得国家
水上运动中心、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市
级精品公园、通州区首家市级“园林绿化
科普示范基地”等称号和奖项。

据统计，去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
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
间接待游客超过 30万人次。2021年 8月
至 2023 年 8 月期间，近 50%的游客从 20
公里之外奔赴运河畔。

景区分为北、中、南三区，此次获评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中
区，范围为东关大桥至潞阳桥河段，集休
闲竞技、娱乐健身、水上观光于一体，是
副中心夜经济版图的闪亮明珠。

全新“夜”态引人流连

搞好夜经济、做活夜旅游，大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是认真的。要想留住游人的
心，就得“绊”住腿、“抓”住胃。

景区利用二号码头临水圆形观景平
台，引入新潮的“日咖夜酒”——即“白天
卖咖啡、晚上卖酒”的新型餐饮体验。在
临水而坐，悠闲品尝特色咖啡、精酿啤
酒、各种美食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副中心
美丽景色，白天是蓝天碧水、绿柳拂岸、
游人如织，夜晚河对岸的运河商务区灯
光璀璨，夜间游船悠哉驶过。有吃有喝
有音乐，俨然一个融合了文化、娱乐和社
交的多功能空间。

在餐饮方面，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中区逐步打造中区特色餐饮街区，南门
涮肉、莫菜坊等知名品牌已入驻街区，正
陆续推出深夜食堂、特色酒吧、精品私
厨、美味轻餐等餐饮品类。

“大运河华彩夜游”是景区精品项
目，通过运河夜间游船，串联起大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的夜间消费场景，初步策划
的四款运河游产品，使游客在游船上能
欣赏曲艺、文创，也能品尝各种美食，还
有精美伴手礼相送。新的经营模式有效
延长营业时间，将“流量”转变为“留量”。

景区服务便捷暖心

景区服务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也下了功夫。景区内河道长度约 12.1公
里，游线较长，为保证游客舒适体验，满
足不同游览需求，景区开通了多线路、多
形式的景区内运营交通，提升了景区交

通通达度和游览便捷性。
景区内游览观光电瓶车全线贯通，线

上小程序、线下均可购票，分为招手即停、
全线购票及分段购票方式。亲子小车是
景区最新引进的定制款智慧化亲子观光
游览车，卡通形象吸引了很多小朋友的目
光，车型满足了3-4人家庭体验感。

景区内交通工具均具备智能化功
能，亲子小车拥有AR屏幕导览、语音导
览、蓝牙播放等功能；电动自行车安装有
GPS定位系统，游客扫码自助解锁车辆，
并可根据线上系统寻找指定停车点位；
运营游览观光电瓶车行驶的位置能够通
过线上小程序实时看到，智能又好用。

景区目前正在试运行旅游专线，每日
运行六班，停靠点分别设置在景区北、中、
南区内及附近重要的交通节点，包括景区
中区（二号码头）停车场、通州北关地铁
站、北区（燃灯塔）停车场、南区游客中心、
南区31号门停车场，游客可免费乘坐。

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公布

通州大运河景区夜里最美
本报记者 王倚剑

日前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经研究确定文化和旅游部经研究确定，，公布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公布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北京市上榜三处集聚区北京市上榜三处集聚区，，北京北京（（通州通州））大运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中区名列其中河文化旅游景区中区名列其中。。

已有百年悠久
历史的通州区西集
大集，因为地理位
置优越，一直在通
州与北三县享有盛
名。图为市民朋友
在大集游览购物。

龚雪东/摄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作为全市地区
活力消费圈之一，九棵树商圈正加快提质
升级的步伐，打造集交通、科技、绿色、文
化、产业、生活于一体的特色商圈片区。近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批复通州区九棵
树街道怡乐北街金融街片区公共空间改造
提升项目实施方案，为副中心再添高品质
公共空间。

项目预计今年二季度开工，2025年改造
完成，从低碳、绿色、智慧等城市建设理念入
手，打造集宜居宜业、多元交流、智慧服务于
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将带动周围片区整体品
质提升。

怡乐北街金融街片区是城市副中心业态
成熟度较高的商圈，领展购物广场、阳光新生
活广场曾经是不少通州市民“逛吃”的首选
地。但区域公共交通站点与周边商业、居住

区间步行体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活力、品
质、绿化及休憩设施也有待完善，街区整体环
境与商圈发展不够匹配。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传统商圈迎来
“一圈一策”改造提升机遇。此项目具体位于
九棵树地铁站附近，北至九棵树东路，南至同
仁堂仓库、玉兰湾小区北侧，东至玉兰湾小区
东侧，西至翠屏花园小区东侧。除常规改造
提升外，首次引入光伏产品和智能化运营
理念。

具体来看，项目总建设用地规模约6.1万
平方米，将通过调整区域停车规划，形成连片
公共空间，补充绿化植被、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改善无障碍慢行系统，增加光伏、智慧化
等设备设施，增强空间活力，打造功能完善的
高质量片区示范标杆，为市民提供绿色低碳、
智慧便捷的生活体验。

设计方案显示，项目总体布局呈现“一轴
两带三环”。“一轴”指以中央步行广场为轴
心，重组购物中心外部空间，形成城市会客
厅，打造多功能复合区；“两带”指九棵树地铁
站周边沿线空间一带，提升通马路北口公共
空间一带，点亮副中心“隐秘的角落”；“三环”
则包括阳光新生活广场商务活力环、领展购
物广场智慧科技环、瑞都国际低碳生活环，形
成共享、互动，具有展览展示、休闲体验功能
的交往空间。

智慧是这片公共空间的关键词之一。项
目引入智能化平台，植入多功能应用场景，推
动街道、商户、行人之间良性互动。如照明系
统，结合使用功能需求，设置了三级照度区，
可根据人流活动照度需求，调节灯光亮度。
交通引导设施也尽显智慧，结合整体数据，可
实时发布路况信息，精准显示车位情况，科学

指引车辆运行停放。此外，通过热力数据追
踪项目，可实现区域内人群引流，打造居民逛
街“小助手”。

公共空间还承担一项重要功能，即邻里
共融。“为了让空间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该项
目更注重从细节里增添亲近感，彰显文化氛
围。”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项目在周边空
间环境、路口门户节点处，融入可以彰显九棵
树街道地域特色的树形文化符号、文化元素、
服务设施，满足居民日常交流、沟通、休闲等
功能以及周边商家、街道“节假日氛围营造”
等多元需求。

架设多功能艺术长廊，平时以休憩娱乐
为主要功能，同时作为各种室外公益活动、展
销会、主题展览场地空间载体使用。围绕各
式各样的休憩设施，还增设了绿荫植被，改造
连续畅通的人行安全通道。

引入光伏产品和智能化运营理念

九棵树商圈提升改造直指国际“范”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为丰富市民
节日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京津冀联合举办“欢乐京津冀 一
起过大年”之“戏曲过大年”活动，组织
开展 147台 208场戏曲演出，共同演绎
一场视听盛宴。

荟萃精品剧目，戏曲盛宴迎佳节。
北京近百场戏曲演出于春节期间亮相，
涵盖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北京
曲剧等戏曲剧种。其中，国家京剧院举
办2024“贺新春”系列演出，大年初一至
初六，《锁麟囊》《四郎探母》等七台演出
唱响梅兰芳大剧院；北京京剧院将在国
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长安大戏院、
吉祥大戏院开展国粹龙祥——北京京
剧院 2024 新春展演季，上演《龙凤呈
祥》《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经典剧
目；北方昆曲剧院举办“迎新年 焕新
篇”经典昆曲新春演出季，带来《牡丹
亭》《西厢记》等传统剧目；中国评剧院
开展 2024 新春演出季，评剧《花为媒》

《秦香莲》等与观众一同过大年。北京
市河北梆子剧团、北京市曲剧团将为观
众带来耳熟能详的精品剧目。正乙祠
戏楼、大兴剧院、顺义影剧院、顺义大剧
院开展戏曲演出，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春节期间，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
年京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天津市
评剧白派剧团等戏曲院团将在天津各
大剧场带来近 50 场精彩演出。京剧

《霸王别姬》《玉堂春》、评剧《乾坤带》
《杨八姐游春》等精彩纷呈，《“金龙贺
春”京剧演唱会》《评剧洪派艺术折子戏
专场》《百花荟萃-越剧折子戏》等名家
名段演唱会轮番上演。创新演出形式，
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将举行 9
场京剧专场活动，在交通枢纽、地标建
筑等重点点位利用艺术快闪的表现形
式举行“天津始钟响你”——新春迎宾
快闪演出活动，让传统文化以现代方式
照进城市。

春节期间，多场文化惠民演出陆续
上演。河北省各地将开展 70余场戏曲
进乡村、地方濒危剧种演出、戏曲名团
名剧演出、“遇见艺术”戏曲快闪等演出
活动。石家庄、保定、邯郸、廊坊等地将相继上演河北梆子、
丝弦、评剧、平调、豫剧等多种戏曲演出，河北梆子《钟馗》

《二进宫》、豫剧《穆桂英挂帅》《五世请缨》等为观众展示地
方戏曲的多样与魅力。廊坊市将举办濒危剧种——“炊庄
村高腔戏”公益演出，唐山市将组织“梨园戏迷唱 争鸣凤凰
城”戏迷赛事月活动，衡水市将组织“非遗过大年·民俗迎新
春”主题活动之票友大赛活动，展现河北省在地方戏曲保护
方面的成果，进一步夯实戏曲艺术群众基础，为市民游客带
来文化盛宴。

不仅如此，三地加强艺术交流。北京市邀请津冀艺术
团体和艺术家来京演出。唐山乐亭大鼓、京东大鼓、西河大
鼓、京韵大鼓等非遗传承人将为首都观众带来鼓曲《龙腾鼓
韵—京津冀鼓曲过大年》；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出神话皮影戏

《西游记之火焰山》；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携手国家一级演
员、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老生演员王英会，演出河北梆子

《寇准》；中国评剧院携石家庄评剧团一团，上演传统评剧
《花为媒》。北京市戏曲院团还将深入津冀地区进行巡演。
北京京剧院青年梅派青衣名家窦晓璇将与叶派小生名家李
宏图携手在河北石家庄演出《玉簪记》，多位京剧艺术家将
赴河北邢台演出《名家名段演唱会》；中国评剧院全新复排
的评剧《白蛇传》、梅花奖获得者王洪玲领衔主演的河北梆
子《王宝钏》将在天津武清影剧院上演。正月十六，京津冀
三地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四股弦戏曲名家将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京津冀戏曲名家新春演唱会”，共
同为百姓送上新春祝福；河北将举办“同唱一台戏”京津冀
戏曲演出，三地梆子剧团共同唱响梆子经典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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