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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步入江西

夜色之下，大殿巍峨庄重，在灯火

光晕的勾勒下显得更加古朴恢宏。高

大的门楣书有“铁柱宫”三字，往下依次

可见景德观、延真观、铁柱延真之宫等

名号，均为历代皇帝御封，足以凸显其

万寿宫祖庭的历史地位。

在一千余年漫长岁月中，铁柱万寿

宫历经多次损毁、重建，如今已成为南

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景点，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万寿宫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当

地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

江西历史上水患频发，民众多受其

害。相传西晋时期，道教净明派祖师许

逊真君带领弟子治平水患，为此，江西

人世代奉其为“福主”。西晋永嘉年间，

为纪念许真君，南昌民众始建铁柱万寿

宫，初名旌阳祠。

这里自此成为海内外万寿宫的祖庭。

“万寿宫因民众祭祀许逊而起，因

朝廷对许真君功德的尊崇而兴，因江西

移民的迁徙而盛，尤其是随‘江右商帮’

遍布五湖四海。”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

区首席文化顾问梅联华长期致力于研究

江西民俗，对万寿宫文化如数家珍。

古人以西为右，历代诗词文赋遂多

以“江右”指代江西。商帮，则是指以乡土

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

建筑的商业集团。“江右商帮”在唐宋时期

就已出现，元末明初开始兴起，至明清时

期渐趋辉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走进“江西南昌总商会旧址”可以

看到，店内道教元素、南昌民俗以及万

寿祈福等类别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旧址入口处摆放着一艘风帆上写有“江

右商帮”字样的木船，生动呈现了当时

江西商人四海为家的状态。

当年，“江右商帮”挟小本，收微货，

以人数众多、积极活跃、不避艰险著称。

明清时期，漂泊在外的江西商人具备一

定财力后，纷纷在当地修建万寿宫，以此

联谊乡情、交流议事、团结互助。这些万

寿宫常被称为“江西会馆”，有人因此形

象地说“走进万寿宫，一步入江西”。

作家沈从文曾形容江西商人“一个

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在他的

家乡湖南凤凰古城，江西商人于乾隆年

间修建的万寿宫至今仍是一个著名旅

游景点；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寿宫距

今已有270年的历史，由江西籍客家人

修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旁

边有一条巷子就叫“江西巷”；

云南曲靖市会泽县的万寿宫，建筑

气势恢宏，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当

地人称其为江西庙；

……

遍布各地的万寿宫还是近代许多

历史瞬间的见证者，让人得以触摸更为

真实的中国。1912年 10月，孙中山受

时任江西都督李烈钧之邀，来到南昌，

并在铁柱万寿宫发表了精彩演讲；1927

年9月9日，由卢德铭担任总指挥的秋

收起义部队到达九江修水渣津，其总指

挥部便设于此地的万寿宫。

时光更迭，历史的洪流在沧桑中曲

折延续。对今天的许多江西人而言，万

寿宫三个字是一种情结，牵系着当年号

称“无赣不成商”的辉煌篇章，饱含着对

江西美好未来的殷殷期盼。

贰
留存城市记忆

一座万寿宫，千载豫章史。

在我国，一些民间信仰场所的周边

往往是商贾聚集和文化交流之地，可以

反映一座城市的历史演变、商业发展、

传统民俗和市井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

文化价值，铁柱万寿宫也是如此。

“广润门、惠民门皆临章江，百货运

转经省会者，皆由此屯发，故贾帆栉比肩
摩，城内市肆之繁丽者……”据《南昌县
志》描述，铁柱万寿宫周边水陆亨通，货
运发达，形成著名的万寿宫商圈，很长一
段时期都是南昌城内重要的商业地标。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商圈的涌现，万寿
宫一带商业环境逐渐衰落，成为典型的
棚户区，文化底蕴也面临被磨灭的风险。

在一些有识之士多方奔走呼吁下，
约十年前，南昌市决定修复铁柱万寿
宫，打造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南昌市西湖区区长杨燊认为，在保护

历史文化的同时，给当代人一个看得见、走

得进、坐得下来的整体空间，让人们在感受

历史故事的同时，演绎自己的生活故事，历

史街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生命力。

走进重建后的铁柱万寿宫，大殿右

侧一块被玻璃笼罩的遗址层映入眼帘，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清代、民国

时期的遗址地层，留给人们对万寿宫建

设、毁灭又重建的无尽遐想。

江西省文物考古专家对万寿宫遗址

进行考古挖掘时，不仅发现了不同时代的

建筑基址，还发掘了一批与万寿宫相关的

“老物件”，部分物品现被陈列在大殿内供

游客参观。大殿之外，从泥土中挖掘出的

两尊石狮子守护两侧，从其被风化和损毁

的外表，可以看到历史留下的痕迹。

街巷两旁，100余栋青灰色赣派历

史风貌建筑在晚霞的映衬下散发着独

特韵味。对于现代人而言，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它的存在，让老南昌的城市记忆有

了载体，百姓生活的故事有了见证。

漫步于石板街道，人们探寻着翠花

街、箩巷、醋巷、广润门街、合同巷等“三

街五巷”的老城故事。若是从空中俯

瞰，这里更有一番别样景致，每一条街

巷都相互连通，人间世事仿佛也在街巷

中变迁游走。

重生后的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成
了名副其实的“南昌会客厅”和“网红打
卡地”，市民、游客品着美食边说边笑，
与商家的吆喝声、招呼声汇成一片，整
条街上充满了浓郁的烟火气，似乎每个
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拨动心弦的元素。

“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就是一座城
市的缩影。”南昌市西湖区区委书记陶
亿国认为，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以保护
历史风貌为先，有机融入现代社会经济
发展，不仅成为南昌文化的体验地，还
是商旅融合区、青年创业场，有力地促
进了南昌城市形象和品质的提升。

叁
非遗文化传承匠心

走过喧闹的合同巷，推开一扇朱红
色的大门，踏进非遗匠心馆，仿佛进入
了南昌传统手工艺的天地，整个人瞬间
被静谧闲适的氛围感包围，耳畔也清静
了下来。

赣发绣、万家绘染布画、豫章刻瓷、
南昌鱼拓……进驻匠心馆的非遗店铺
在展示和销售的基础上，专门设置了体
验区，让游客可以学习、体验南昌当地

九种不同的非遗技法，近距离感受匠心

的坚守与执着。

青丝入绣，随指逐针留百年。游客

杨清经现场教学老师指导，以绣针为

笔，以发丝为墨，只半小时的工夫，就在

团扇扇面上绣出一个少女的轮廓。

“体验非遗技法，不仅是一种乐趣，

还可以修心，用自己的头发做绣线，就

更加有意义了。”杨清认为，传统文化有

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这是现代快节奏

社会的稀缺品。

赣发绣是民间刺绣的一个分支，已

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这门技艺以发丝

为线，在布织物上进行刺绣。以发做

绣，千年不腐，被誉为“东方一绝”。“来

体验赣发绣的人群中‘90后’‘00后’年

轻人占比最大，他们对非遗文化充满好

奇心，渴望参与并投入其中。”赣发绣非

遗传人陶永红的学徒万晔说。

2022年，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入选全国首批“非遗旅游街区”。“文化，

是一座街区的灵魂。”西湖区委宣传部

部长郭小玲认为，这些非遗文化承载着

南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世世代代

南昌人民生活的印记写照，通过沉浸式

的非遗文化体验形式，可以让市民游客

看非遗、学非遗、玩非遗、购非遗，激励

各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从而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走过赣发绣柜台，便来到了万家布

画非遗店铺。店铺墙壁上挂满了人物、

花鸟等作品，那些跃然“布”上的画作栩

栩如生。落地挂衣架上是各式男装、女

装，这些服装的共同点是都用了手工画

进行装饰。

与扎染或传统绘画不同，绘染布画

是手工用染料在纺织品上直接描画各

种花纹。由于历史原因，绘染布画这一

明朝宫廷技艺流入民间，第三代传人万

阳智解决了染料盲洇、绘染载体平滑度

差和运笔不流畅的问题，最终形成“万

家绘染布画”风格。

万家布画非遗传承人李冬妮致力

于将衣服、扎染、绘画三者相结合，设计

出既有扎染图案又有手工绘画图案的服

饰，期望有一天人们可以把画“穿”在身

上，将非遗文化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一些非遗存在‘重展示、轻经营’

的问题。要想活下来，必须走进百姓生

活。”李冬妮说，非遗产品因其“手工慢

活”的特点，价格普遍不低，动辄数千

元，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通常是看的

人多、买的人少。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人参与非遗产品体验创作，寻找艺术与

生活的公约数，让非遗回归民间，融入

生活。 文图均据新华社

这是一个在知乎上被浏览了
1500多万次的话题：“江西有

什么比较牛却鲜为人知的东西？”
形形色色的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

答：万寿宫。
万寿宫有着 1600 余年的历史，是

江西地方文化的代表符号。它因祭祀
而起，因江西移民的迁徙而盛，又随“江
右商帮”的崛起而遍布五湖四海。据不
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万寿宫 1400 多
座，其中近千座位于江西以外的地区，
甚至漂洋过海“落户”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国。

上千座万寿宫中，位于南昌市西湖
区的铁柱万寿宫最为特殊，它被称为天下
万寿宫的祖庭，曾历经多次损毁与重建。

为了复活这一重要人文地标，南昌
花了近十年时间，对其及周边老街进行
复原重建，通过引进老字号、非遗、创意
产业等优质文化业态，植入现代文旅思
路，赋予其新的生命。

如今，在铁柱万寿宫附近，有现代
都市的繁华，有街巷里的烟火人间，有
历史深处吹来的国潮风，千年传奇正在
续写新的故事。

江西南昌铁柱万寿宫。

走向五湖四海的文化印记
千年传奇万寿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