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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都是新的，一切似乎又有旧时的味道，
属于老村子的点滴记忆，依然在新砖旧瓦间涌上心
头———最是乡韵能致远，来到邹城市大束镇灰城子
村，浓浓乡韵会唤醒你对古村的久久的记忆。

灰城子村，坐落在鸿山之侧，沙河之畔，生态资
源良好，文化底蕴深厚，因村东的灰城子遗址得名。
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东夷部族虺王，在此建立城
池，俗称为虺王城。经考古发现，该遗址曾出土烧制
的陶器，并有制陶作坊遗迹。在遗址断崖上有灰层、
夯土，商周时期古代陶片及汉代砖瓦，其文化内涵丰
富，延续时间约 1500 余年。

“保护传统村落，不仅可以保护农村的文化生
态，还可以提升传统村落的生活环境和村民的生活
质量。正因于此，我们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中，把基
础设施薄弱，又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灰城子村纳入
其中，进行重点保护打造。”大束镇党委书记田野向
记者介绍说。今年 5 月，灰城子村美丽乡村建设正
式启动。大束镇政府与邹城市委宣传部驻村工作组
在经过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本着政府主导、专家参
与、村民受益的原则，把文化作为展现“乡韵”和凝
聚“乡愁”的载体，确定了“山、水、文化”+ 产业的
美丽乡村建设总体思路，全面修复灰城子村的文化
生态，留住村民，留下手艺。

在打造过程中，建设者在严格保护传统风貌的
前提下，完善村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
境。将灰城子村遗存的陶文化加以抽象和符号化，绘
制简易墙绘，并在墙上嵌入优美的陶器形。通过使用
贴近自然原生态的铺装手法，普及面临遗失的陶文
化，展现灰城子村的原始自然之美。“灰城子村的美
丽乡村建设不能光有面子，更重要的是把文化作为
内里支撑，通过发掘盘活村里的文化资源，发展手工
艺生产，才能改善村民生活，提高古村的再生能
力。”邹城市委宣传部文产科科长、驻灰城子村第一
书记王坦向记者介绍说，为了保护遗址，他们修筑了
文化墙，用以防止遗址台地的坍塌与水土流失。在文
化墙上还设置了经典陶器的器形和古窑模型，把从
制作陶器所需 70 余道工序中重要的八道工序绘制
成壁画，力图使曾经断层的陶文化能够回归到村中，
并在遗址旁建起了乐陶广场，现在是游人和村民休
闲散步的好去处。

文化与产业融合，既留住了乡愁乡韵，又盘活了
整个村庄。驻村工作组和镇村一起，不仅挖掘整理了
灰城子村史、陶史，还以陶文化为纽带，与当地陶艺
手工作坊合作，在乐陶广场旁，搭建了解陶艺、欣赏
陶品、体验制陶的陶艺坊。在陶艺坊内，游客可以在
陶艺师的指导下体验陶器拉坯、造型、上釉的过程。
制陶室里，有现代的新型环保电窑，可以对造型好的
陶器进行简单烧制，展览架上则是陶艺师和来此体
验的游客作品。10 月份以来，陶艺坊已举办多次亲
子体验节、儿童培训班等主题活动，吸引城里和周边
市民来灰城游玩、体验制作陶器。“下一步，我们将
按照美在自然、根在文化、富在产业的打造理念，扩
大村里的体验区，增加体验项目，让更多村民参与到
传统制陶中来，通过发展旅游业，切实增加村民收
入。”村党支部书记张庆喜说。

文化灰城
乡韵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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