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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英镇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

浙江省首批千年古城复兴试点单位，是

浙江千年古城古镇的典型代表，拥有博

大完备而颇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10 余天的实践之后，在实地拍摄和

调研的基础上，实践队制作了一系列宣

传视频、画册、策划案等资料，分别对芝

英镇的美食文化与非遗文化进行深入挖

掘和展示。

宣传视频通过创意剪辑和音效设

计，让古镇的宁静与活力完美融合，让观

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

的古老魅力；《寻美芝英》文化宣传册以

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芝英古

镇的美食文化、旅游资源、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丰富内容；“灵秀福地，乐享芝英”趣

味定向赛策划案结合古镇的历史遗迹、

文化故事和古建筑，设计“古镇知识问

答”“应氏家规知多少”“你画我猜”“‘应’

字书法挑战”“官帽、官服朝代匹配”等富

有趣味性的任务，让参与者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探索古镇独特魅力，体验历史

与现代的交融，感受芝英古镇的深厚底

蕴。

为确保活动顺利实施，实践队在内

部对策划案进行了可行度测试，充分收

集意见和建议，对策划案进行了细致的

修订与完善。

在实践期间，队员们还撰写多篇宣

传文稿，在浙师人文之窗微信公众号和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官网上分别发表

了 7 篇稿件。此外，他们还积极对外投

稿，希望能够拓宽芝英古镇文化的传播

渠道。

“希望队员们持续保持这种主动探

索和勇于实践的态度，为古镇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注入更多的智慧。”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芝英千年古城复兴工作

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胡

潍伟对实践队队员的成果给予充分肯

定，高度赞赏队员们所展现出的专业精

神和创新能力，并认为这些成果对于提

升芝英古镇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具有重

要意义。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

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未来，芝英镇将

继续深化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交

流与合作，借助高校的专业力量，探索更

多形式的文化推广活动，让更多人感受

到芝英千年古城的历史韵味和文化魅力

的同时，吸引青年们参与到传承和弘扬

芝英文化的行列中来，为千年古城的复

兴注入生机勃勃的新鲜血液。

7月1日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队聚焦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以“寻美芝英，青
颂缙韵”为主题寻访芝英镇，挖掘芝英文化底蕴，研究芝英现象，弘扬芝英精神。

连日来，实践队开展了系列调研活动，包括问卷走访、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通过对芝英古城复兴模式的深入
调研和分析，记录芝英古镇的建筑特色、文化活动等，评估芝英古镇的宣传与保护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探索一种既
能满足现代城市发展需求，又能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融媒记者 何悦 通讯员 张思睿
卢丽娜 项妍嘉 谢雨彤

祠堂载传千年意 古建寻新缙州韵

“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以棲先世神

主也。”应氏受儒学熏陶极重孝道，在

孝友翁撰的应氏家规二十条中，第一

条就规定建祠宇，因此芝英建祠之风

盛行。

7 月 2 日至 11 日，实践队深入芝

英古镇，对核心祠堂群进行考察。他

们将调研重心聚焦于祠堂的历史文

化、建筑形制及空间的再利用上，旨在

通过深入研究，为祠堂的保护与活化

提供创新思路和实践方案。

芝英七村是本次实践活动的调

研重点。从调研结果看，该村现存

12 座祠堂，大多数保存完好，其空间

得到了充分应用，如多次举办各种

活 动 和 讲 座的思文公祠，和目前已

经建成芝英镇名人馆的褒功祠，它们

已成为祠堂保护和再利用的典型样

本。

顶着高温天气，队员们反复踏

访，对芝英七村的祠堂进行了细致拍

照和测绘，记录下了建筑的每一个细

节，通过广泛取样与深入分析，确保

样本的全面性与典型性，其调研成果

将为祠堂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数据

支撑。

7 月 2 日至 4 日，在芝英镇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实践队还参观了永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芝英镇廉风传承

馆和芝英镇名人馆。这些展馆巧妙地

改造了祠堂空间，弘扬了芝英文化与

精神，是祠堂再利用的典范，同时也深

刻地展现了芝英千年古城“以文化人、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发展之路的内涵

和意义。

依托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

研成果，实践队形成了近五万字的调

研报告，力求对芝英的祠堂文化进行

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总结，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相关改进策略，希望以青年

人的视角，为祠堂空间的进一步建设

贡献力量，使祠堂在新时代焕发出新

的光彩。

队员们表示，在调研过程中深刻

认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及其面临

的挑战。芝英镇文化遗产丰富，令人

赞叹不已，但同时也面临着文化传承

过程中的诸多难题，例如资金链的稳

定、传承人的培养以及宣传推广的有

效性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期的

努力和逐步的推进。

青年引领传承潮 访谈深掘文化根

青年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

发挥着多方面的关键作用。他们不仅

是传统知识和技艺的传承者，能够通

过学习和实践，确保这些文化得以延

续；也是促进发展的创新者，将传统文

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表

现形式。

此次实践中，实践队设计了两个

方面的问卷，其中一份就是锚定本地

青年群体，深度挖掘他们对芝英文化

传承现状的独特见解与情感纽带，捕

捉年轻一代心中的文化脉搏。

问卷 结 果 显 示 ，芝 英 青 年 对 于

文化保护与传承具有主动担当的意

愿。300 余名接受调查的青年里有

过半的人表示非常愿意以志愿者、学

习者的形式参与到芝英古镇的文化

传承中来。展望未来，芝英古镇的文

化传承之路将更加宽广而光明，青年

们的热情与创新，将成为推动这一进

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让 这 座 千 年

古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

除此之外，实践队队员开展了三

场人物专访，分别与多年热衷于研究

芝英文化的芝英七村村民应世法、永

康锡雕传承人应远志与地方文化研究

专家应业修共话芝英文化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

应世法深刻剖析了现代化进程对

传统文化的冲击，同时也表达了对芝

英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期待；应远志讲

述了自己与锡雕结缘的故事，分享了

传承过程中的艰辛与喜悦，更表达了

对年轻一代能够接过传承接力棒的殷

切希望；应业修深入剖析了芝英文化

的独特价值，分享了自己探索芝英文

化研究与复兴之路的过程，并呼吁大

家共同努力，为芝英文化的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

这一系列调研活动，让实践队成

员对芝英文化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

理解，也意识到了芝英文化还存在很

大的加强保护、深入挖掘的空间，需要

发挥青年智慧、扛起青年担当，完善古

城研究资料，探索芝英文化认知的拓

展与深化路径。

“暑期实践是学生将理论知识与

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是培养

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

关键环节。学生们要在实践中敢于创

新，勇于尝试，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

路，以创新驱动实践，实现个人和团队

的成长。”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工

办老师柴培森表示，本次赴芝英千年

古镇的学习调研机会十分珍贵，并表

达了进一步深化与芝英古镇合作关系

的意向，希望能够在未来开展更多形

式、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培养更多优

秀的人才。

文脉传承映古今
智慧创新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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