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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故郡，千年洪都。
1600多年前，为纪念道教祖师许真

君，江西始建铁柱万寿宫。在江西南昌，
这片由船山路、翠花街、中山路合围的区
域，既是江西会馆的发源地和全世界
1000多所万寿宫的祖庭，也是一个承载
着南昌历史文化变迁和祖辈记忆的地
方。

历史文化是前人智慧的积淀，也是
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2013年，江西省
南昌市投资20多亿元，在铁柱万寿宫原
址一带打造“赣鄱文化第一街”——南昌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最大限度保留江
西民居建筑特点，展示商贸文化、移民文
化和市井文化。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精雕细
琢，“修旧如旧、建新如故”的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呼之欲出，将于2021年2月5
日开门迎客。近日，记者走进这一街区，
聆听三街五巷的历史故事，探寻赣派民
居蕴藏的千年风韵，感受历史街区的历
史使命。

唤醒城市记忆，让南昌厚重起来
冬日暖阳下，穿梭于纵横交错的石

板街道，一砖一瓦，一步一景，青灰色赣
派民居仿古建筑鳞次栉比，与蜿蜒幽深
的巷道共同串联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脉，一幅穿越千年的“老南昌”画卷徐徐
铺展开来。

早在晋代，万寿宫老街就以旺盛的
香火和周边繁华的商业闻名遐迩，成为
与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齐名的江南
三大宫观。明清时期，江西小商品经济
发达，赣籍商人行走四方，形成包括药
帮、茶帮、粮帮、瓷帮、布帮等专项商帮在
内的江右商帮。相传，江右商人每到一
地，都要建造万寿宫，在这里与同乡聚会
叙旧、看戏娱乐。

由此，万寿宫逐渐走向五湖四海，成
为赣文化的重要标志。时至今日，国内
不少地方依然能见到万寿宫的身影。
2007年，万寿宫文化入选江西省第二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是南昌十大
文化重点工程之一，最重要的就是文化
承载功能，我们要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没
有围墙的文化博物馆。”南昌万寿宫文化
街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刚介
绍，秉承“修旧如旧、保存历史记忆、让文
化融入生活”的宗旨，街区建设保护历史
遗存，恢复街巷肌理及传统建筑风貌，并
激活街区繁华的商贸人文气息，传播别
具特色的赣文化。特别是为了“复活”万
寿宫文化，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江右商
帮文化，对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了
精心设计和打造。

据了解，整个街区由历史民居、商业
街区、万寿宫宗教文化区三个部分组
成。街区总建筑群共123栋，其中，晚清
赣派民居风格建筑118栋，包含南昌总商
会、持志堂、玉泰盐庄、罗英故居旧址等
45栋历史风貌建筑。在建设过程中，邀
请清华大学设计院复原并保留了三街五
巷（翘步街、棋盘街、广润门街、合同巷、
醋巷、萝卜巷、万寿宫巷、箩巷）的肌理。
同时，在不破坏原有梁柱结构件的情况
下，对铁柱万寿宫遗址和历史风貌建筑
进行加固性、装饰性修复，实现原址、原
样恢复，木工作业和石雕作业全部手工
进行，并将穿斗式木结构、山墙承檩砖木
结构应用其中。

街区内，一座栩栩如生的铜像再现
了江右商人肩挑箩担走南闯北的形象。
中国美术学院相关团队在设计文化景观
的过程中，处处贯穿江右商帮元素，创意
设计《万寿宫的故事》《江右商帮的故事》
《三街五巷的故事》等三大历史绘画主
题，并由南昌本土知名民俗情景画家李
跃华进行绘画创作。其中，《江右商帮的
故事》用传统水墨画和散点透视手法，通
过186个形形色色的人物、20余家鳞次
栉比的商铺和18条大小不一的船只，再
现了一百多年前豫章赣江码头——万寿
宫一带货品满架、人流不息的市井商业
景象。

一个街区，唤醒淹没在历史中的城
市记忆，让城市文化变得更加厚重。

延续城市文脉，让南昌雅致起来
千年商脉，千年商街。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地处南昌老城

商贸核心区。20世纪初，万寿宫一带是
南昌最早的旺铺街区，瓷器、夏布、丝绸、
香料、海产品等在这里进出，成为集商帮
文化、道教文化和市井文化于一体的繁
华闹市。

老街老巷温暖回归，商帮文化传承
创新。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开放式
仿古街区，总占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14.6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约7.5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7.1
万平方米。街区特色商业街分为尚品
街、潮尚领地、赣味人家、文创市集、江西
礼物、南昌市街等六大特色业态区。

近年来，以故宫文创为代表的城市
文创品牌新地标风生水起，不仅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在网络上圈粉无
数。受此启发，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把
内容呈现的重点放在文化创意上，着力
让市民和游客在南昌悠久的历史文化
中，找到最能拨动自己心弦的元素。

于是，这里有了设置在南昌总商会
和祥丰钱庄旧址的文创旗舰店。通过文
创产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从而推动万寿宫文化走出街

区，走进千家万户，感染更多人的心灵。
与此同时，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文创产品将定位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的结合，深入挖掘万寿宫文化信息和资
源，力争每件产品都拥有万寿宫的创意
元素，让游客愿意买、用得上、记得住。

除了实体文创产品，万寿宫历史文
化街区还围绕许真君为民斩蛟除害的传
说，打造许真君IP，创作国风动漫作品，
开发福神九郎传微信表情包。同时，在
专门打造的大戏台上排演独具地方特色
的戏剧节目，并计划定期举办万寿宫民
俗文化节，开展文化踩街巡游，实现周周
有活动、月月大活动，不断扩大万寿宫文
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物一景，话尽南昌烟火，尽显城市
底蕴。展陈馆中，一张张征集自当地居
民的万寿宫老照片，打造出一个温暖的
文化空间；街区里，一道道传统赣派小
吃，唤起深藏于心中的别样乡愁……街
区以寻访记忆——历史重现——时空剪
影——市井生活为主线，以老物件为设
计元素，唤起南昌人的乡愁。

一座城市，因一根延续千年的文脉
而愈发雅致，而这根文脉也在传承中历
久弥新。

提升城市品位，让南昌火热起来
早晨，品尝一碗正宗的南昌拌粉和

瓦罐汤；上午，漫步于三街五巷，寻找老
南昌文化记忆；下午，在各式特色店中体
验本土非遗产品的制作过程；夜晚，在民
谣酒吧小酌一杯，入住花间堂民宿。不
久的将来，游客将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
区度过这样丰富而有趣的一天。

作为江西省商务厅推荐申报的全省
唯一国家级高品位商业步行街区，万寿
宫历史文化街区参照成都宽窄巷子、锦
里古街等国内知名历史文化街区，以“南
昌城市新名片”“赣鄱文化第一街”为定
位，以“轻度假、微旅游、慢生活”为目的，
以文化为先，兼顾商业效应为运营机制，
营造沉浸式体验街景，打造集时尚购物、
餐饮娱乐、社交休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

特色商业街区，使商业资源与历史文化
相得益彰。

2018年底，李渡酒业成为万寿宫历
史文化街区首家签约入驻企业。位于广
润门门口的国宝李渡万寿宫知味轩古色
古香，格外引人注目。近日，站在这栋纯
木质的三层小楼前，李渡品牌总监胡雪
告诉记者：“李渡承载着千年酒文化，万
寿宫寄托着千年赣商的精神传承。知味
轩不是一个只卖产品的地方，而是一个
体验酒文化的场所。这里通过创新布局
业态，复原元代酒窖，科技艺术化展现李
渡古窖特有的酿酒微生物。不仅如此，
开业后将定期邀请文化名人，每两周开
设一次文化沙龙和文化讲座。”

目前，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已引入
一批和李渡酒业一样具有历史文化底蕴
和特色的商家。春节期间部分商家将陆
续进驻，5月前所有商业项目将正式营
业。

文化是基础，商业是载体，旅游是驱
动。传统文化与时尚消费将在这里碰撞
出新的火花，让南昌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在旅游市场上火起来。

“街区计划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展现
赣风民情，展示时尚生活，并与滕王阁、
八一起义纪念馆连点成线，争创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黄志刚说，为优化市民和
游客体验，街区以实现“一部手机游景
区”为目标，围绕智慧的旅游管理和旅游
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展示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资源、产品和服务信息，为游客
提供全景式、全链条、全程化一站式服务
体验。

建设文化之城，是新时代赋予江西
省会南昌的新使命。塑造历史人文品
牌，让市民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南昌悠久
的城市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特色，让英雄
城因底蕴而迷人，就是南昌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的使命。

——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
让城市因底蕴而迷人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夜景全貌。（图片来源：学习强国南昌学习平台）

使命

文章来源：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