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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张琪

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甚至名字都是因晒盐

的场地赋予的——新场古镇。

刚刚过去的周六是农历三月廿八，这一天，

新场“盐味”十足“盐色”浓郁。

这一天是新场的传统民俗节庆，与“盐”有

着深深的情缘。“桃源水乡·千年盐都”之 2015
新场古镇民俗文化节就在卖盐茶、锣鼓书、打莲

湘、水族舞等巡街表演中拉开序幕。

看：新场历史文化陈列馆、规划体验馆，纪

录着水乡的前世今生及未来；走：穿过第一茶

楼，信步拐进小弄堂，感受历史的温度；听：丝

竹、琵琶、锣鼓书，来一场文化的穿越……

这里有盐文化体验秀，制盐工艺，盐文化

制品，追忆古盐场过往繁华；这里有好看好玩，

能工巧匠展示各自绝活，剪纸、糖画、棕编、葫芦

雕刻……；这里有“非遗”文化，曲艺锣鼓书、浦

东派琵琶、浦东山歌、浦东号子等演出曲目让人

大饱耳福。

本次新场古镇民俗文化节，围绕问道论

“盐”、怡情赏“盐”、记史知“盐”、拾遗弄“盐”、听

海尝“盐”、拜水品“盐”六大系列活动。为深入

挖掘盐文化内涵，一场以“盐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为主题的古镇文化发展论坛召开。此次论

坛特邀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建设专家、上海回

向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胡项城，华东师范大学

博导、教授陈勤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

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陈益，资深媒体人、编

剧严伟等围绕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题展开深

度探讨。

论坛还邀请了外省市相关盐文化乡镇一同

参与。浙江岱山县文联副主席邱宏方介绍了该

县在海盐文化传承中的实践与尝试；江苏省盐

城市作协主席刘小青讨论了盐文化的多种可能

与探索……会场气氛热烈，大家站在不同的视

角坐而论道。

新场 与千年盐文化来一场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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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热闹的舞龙舞狮拉开2015新场古镇民俗文化节的大幕。

是玉石，还是陶瓷？原来，这些精美的工艺品都是由盐制成的。

好一群红红火火的迎亲队伍，还有一双喜气洋洋的新人，古镇婚俗当街展演。

民间画家当场作画，五色牡丹寓意富贵盛世。 孩子们齐上阵，展示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 棕编小动物，精巧可爱，栩栩如生。

大妈打莲湘，一路走来一路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