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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宋韵文化是浙江最具标志性的

文化名片。宋韵文化在常山县有着丰厚

的积淀和遗存。百里常山江上，宋诗文化

源远流长，陆游、杨万里、辛弃疾、朱熹等

大批诗人沿江赋诗吟咏，留下经典宋诗

1000余首。

近年来，常山聚力建设“宋诗之河”文

化带，全力打造宋韵文化传承示范县，努

力让“宋诗之河”成为常山最富魅力、最吸

引人、最具辨识度的标识。

一条诗河承载历史
打造文化品牌

今年 6 月，“宋诗之河”陈力农水墨作

品展在常山县文化馆开展。现场展出了

以《常山形胜图》为代表的《常山宋诗组

画》等 70 幅作品，将常山江“宋诗之河”风

采神韵展现的淋漓尽致。

常山每年都会围绕宋诗文化举办多

场相关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宋诗文化深

入人心，让“宋诗”二字与常山建立密不可

分的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游历常山，在

诗中描写常山的诗人有一百多人，以宋代

居多，而宋诗就是宋代留给常山最重要的

文化瑰宝。

为了深入挖掘这一文化资源，常山县

乘势打造常山江“宋诗之河”文化品牌。

一方面加强挖掘研究，成立常山江“宋诗

之河”文化研究会，系统开展常山历代诗

咏、文化高地标识体系等文化研究，整理

出 历 代 诗 词 4200 余 首 、经 典 宋 诗 1000
余首。

除此之外，还推出“宋诗之河”系列文

化丛书、山水长卷、电子地图，举办“宋诗

之河”主题“浙江书法奖·沙孟海奖”第十

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宋诗之河”系列高

峰对话活动等。

另一方面推动开发利用，常山将“宋

诗”元素融入新时代美丽常山建设，深入

实施定阳里·宋诗城、常山文化博览中心、

中国宋园·三衢石林等十大文化工程，大

力建设紫港古渡、长风古渡、招贤古街三

条“宋诗文化长廊”，修建文昌阁、文峰塔、

万寿寺等“宋诗之河”文化地标。

一条诗河润泽两岸
造福全县百姓

“有了景观桥，我们步行五分钟就能

到城东新区，非常方便。”市民刘先生沿着

宋诗长廊一路走向景观桥，在他看来，景

观桥是一条“民生桥”，更是一座“幸福

桥”，极大地拉近了新老城区的距离。

近年来，常山更是以“衢州有礼”诗画

风光带常山段建设为契机，对百里常山江

“一江两岸”进行精心设计，在常山江流域

布局实施金色同弓田园综合体、柚香谷产

业园、金源旅游根据地等一批重大项目，

综合展现产业、旅游、文化等诸多元素，将

“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常山段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示范带，推动美丽经

济幸福产业发展，促进百姓增收。

同时，常山还在加快常山江“宋诗之

河”的航运复兴，推动常山江航电枢纽建

设，推进城市更新。

常山还成立“宋诗之河文化带”工作

专班，全力打破部门分工、职责界限，确保

常山江航道开发、常山文化博览中心、渡

口未来社区、赏石小镇、招贤古渡等重点

工程高效推进。

同时全力打造“宋诗之河文化带”十

大标志性工程、十大文化 IP、十大名人、十

大历史故事、十大文化产品等，进一步加

大宋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要努力推

动‘宋诗’元素在项目、产业、场景、业态之

间互相交融，让宋诗之河文化带成为宋韵

文化的重要节点，成为常山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支撑。”常山县委主要负责

人说。

一条诗河连接风景
促进文旅融合

“一生憎杀招贤柳，一生爱杀招贤

酒。”杨万里曾在《过招贤渡》中高度评价

的“招贤酒”，在“宋诗之河”文化打造中成

为重点开发的文创产品。文化是魂，旅游

是体，近年来，常山加快发展以宋诗为核

心的文旅产业，积极谋划将沿江三条“宋

诗文化长廊”、三个“宋代文化小镇”、“宋

诗之河”文化地标等文旅项目形成有机整

体，结合浙皖闽赣“95 号联盟大道”建设，

推进古寺、古村、古道、古居等串联成线，

发展宋诗文化体验旅游。

同时以景区化的理念打造“宋诗之

河”系列项目。招贤镇宋诗展馆，让游客

全方位感受浓郁的宋代文化。依托“宋

石”资源，常山建成中国观赏石博览馆，这

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展品最

奇的观赏石主题博物馆。

常山还以建设“宋诗田园”为目标，将

宋诗元素融入到乡村建设项目当中，实现

文化惠民。芳村镇金源村以王氏家族“一

门九进士”为重点，挖掘王介与苏东坡、王

安石、米芾等历史名人交往的文化资源，

修缮世美坊和王氏宗祠，做足宋代文化文

章；芳村镇以开发千年宋镇文化为重点，

开发芳村古街，打造宋代文化小镇。一批

以宋诗为主要文化特征、多元一体的现代

农业文旅综合体已成规模。

未来，常山将持续推进宋诗文化基因

解码、地标项目打造、特色品牌推广等工

作，全力擦亮以“宋诗之河文化带”为核心

的宋韵文化“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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