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旅游凭借坚实的市场基础、多样的

表现形式和丰富的精神体验，逐渐融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发展旅游可满足人的精神需

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如何更好地用文化引领旅游发展，用旅游促

进文化繁荣，在文旅融合中实现文化的传承

创新？

博物馆与旅游——
打造城市的文化会客厅

博物馆与旅游发展密切相关。有人说，

博物馆是历史的驿站、城市的文化客厅，当我

们试图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沉淀和性格气

质，造访博物馆不失为一条便捷之路。从雄

伟壮丽的故宫博物院、古韵十足的陕西历史

博物馆，到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典雅时尚

的苏州博物馆，再到北京通州大运河畔拔地

而起的“运河之舟”——大运河博物馆，这些

人们耳熟能详的博物馆已经成为所在城市的

亮丽名片。无论是陈列展览、讲解服务，还是

视频影像、文创产品，现代博物馆的重要功能

之一是让游客获得知识滋养、艺术熏陶和精

神体验。当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建筑、藏

品、展陈等特色文化要素与表演、餐饮、购物

等旅游服务要素有机融合，拓宽博物馆服务

边界。

博 物 馆 是 发 展 城 市 旅 游 的 重 要 引 擎 。

博 物 馆 和 旅 游 的 融 合 ，不 只 局 限 于 院 墙 之

内 ，更 可 拓 展 至 社 区 、景 点 、酒 店 、地 铁 、车

站 ，乃 至 整 个 城 市 及 周 边 地 区 。 这 不 仅 是

物 理 空 间 的 延 伸 ，也 是 价 值 辐 射 的 扩 大 。

在苏州，游客跟随苏州博物馆“寻找唐寅的

足 迹 ”，畅 游 唐 寅 走 过 的 九 鲤 湖 ，感 受 唐 寅

艺 术 创 作 的 心 路 历 程 ，体 验“ 吴 门 画 派 ”的

文化内涵。在北京，游客在东城区体验“寻

迹 ”“跃 动 ”“腔 调 ”“骑 迹 ”等“故 宫 以 东 ”系

列主题旅游产品，跟随由艺术名家、非遗传

承 人 、专 家 学 者 、老 北 京 组 成 的“ 文 化 主 理

人 ”，体 验 地 道 北 京 味 儿 ，品 尝“ 琉 璃 如 意 ”

等颇具传统特色的精致下午茶。看热播剧

《长 安 十 二 时 辰》，到 西 安 博 物 院 打 卡 剧 中

人物；访河南博物院，偶遇《唐宫夜宴》中欢

快 灵 动 、翩 翩 起 舞 的 唐 朝 少 女 。 博 物 馆 与

城市旅游的同频共振、互促互荣，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

乡村旅游——
奏响乡村文化旅游交响曲

如果说博物馆是现代城市的历史沉淀，

那么乡村则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载体。广袤的

乡村不仅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因此，旅游

也在今天乡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成为彰显乡村文化魅力、提升乡村文明、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从平原到山区，从东部到西部，传统乡土

所留下的建筑形态、形成的社会风尚、蕴含的

人文精神在乡村旅游中得以延续，借助现代

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民房变客房、农事变体验、农园变景园、农

产品变旅游纪念品；通过挖掘乡村田园风光、

古建筑文化、地方风俗、特色美食，乡村文化

以旅游为载体重焕勃勃生机。今天，伟大的

脱贫攻坚精神、乡村振兴战略更加丰富了乡

村文化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乡村文化的影响

力和感召力。

位于关中平原北部的咸阳市礼泉县袁家

村，围绕关中民俗游，挖掘农业生产过程、农

民生活习惯、农村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并将

其贯穿于乡村旅游产品生产和消费各个环

节，形成以乡村传统文化、传统民俗、传统建

筑 、传 统 作 坊 、传 统 小 吃 为 特 色 的“ 村 落 景

区”。一排排富有关中特色的明清式建筑，一

幕幕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场景，一声声往来

游客的南腔北调，合成一曲动人的文化旅游

交响曲。

位 于 湖 南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的 十

八洞村，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祖祖辈辈靠田

靠山吃饭。近年来，依托非遗项目苗绣，十

八洞村成立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出

“绣色十八洞”品牌，注册苗绣拉杆箱等国家

专利；发展苗家腊肉、农家豆腐等特色餐饮；

进行民居改造，实施改厨、改厕、改浴等“五

改”；开发“三月”“赶秋”“过苗年”等传统节

庆；成立游客接待服务中心，对“农家乐”实

行 统 一 接 团 、统 一 分 流 、统 一 结 算 、统 一 价

格 、统 一 促 销“ 五 统 一 ”管 理 模 式 ；采 用“ 企

业 +基地 +贫困户 +村集体”模式开展经营。

乡村旅游成为传统村落焕发生机活力的重

要动力。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收

入、改善了农村生活，更重要的是，乡村文化

得到了深入挖掘和有效活化，让游客在潜移

默化中感受中国乡土文化的魅力。

旅游演艺——
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

一段时间以来，兼具文化韵味和地方特色

的旅游演艺项目受到游客喜爱。唐诗宋词、历

史传说、戏曲武术……创作者们从中华民族浩

瀚宏大的文化宝库中挑选最具本地特色的部

分，以现代审美方式加以诠释，在高度还原旅

游地文化符号和事象基础上，运用丰富的艺术

形式创作出富有感染力的旅游演艺作品。

从早期的《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到

后来的“印象”系列、“千古情”系列、“又见”系

列，旅游演艺大多取材于地方文化，实景演出

场地往往选在当地标志性景观附近，剧目演

员大多是当地群众。在杭州，大型歌舞《宋城

千 古 情》勾 连 起 5000 多 年 的 良 渚 文 化 和 近

1000 年的南宋文化；在武夷山，实景演出《印

象大红袍》将大红袍的传说娓娓道来，诉说着

一杯茶所带来的感悟；开封清明上河园的《大

宋·东京梦华》选取 8 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

宋词，勾勒出北宋都城东京的历史画面；西安

华清池景区的《长恨歌》以白居易传世名篇为

蓝本，让观众感受到浓郁的唐代历史文化。

现代歌词旋律、现代舞台造型以及数字技术、

数字交互、观演互动等现代科技创新应用，进

一步丰富了旅游演艺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旅

游演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旅游演艺让传统

文化从静态观赏变为互动体验，观演者得以

更加直观地感受旅游目的地文化魅力。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的融

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现代转化手段，将更多文化遗产、文化资

源、文化要素转化为深受当下旅游者喜爱的

产品和服务。这也说明，需要以旅游这种喜

闻乐见的方式连接市场，不断丰富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进一步提升

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除上述示例之外，

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公园、红色旅游、历史文

化名村名镇、历史街区、特色小镇乃至节庆、

文创、主题酒店等诸多领域，同样具有广阔的

拓展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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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央视播出的电

视连续剧《花开山乡》，改

编自我的长篇小说《乡村

第一书记》。电视剧开播

以来，各方的热烈反响使

我深受鼓舞和教益。

我出生在延安，在农

村长大。我的父亲是一名

基层水利干部，常年带着

村民修渠建坝，工地在哪

里 ，我 们 就 把 家 搬 到 哪

里。19 岁那年，我到延安

川口公社插队，这段经历

进一步加强了我和农村、

农民的紧密联系，铺就了

我一生熟悉农村、热爱农

民、关心农业的情感底色。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身

为党员和作家的我没有置

身 事 外 。 我 先 后 奔 赴 江

苏、安徽、海南、贵州、甘肃

等地农村考察调研，接触

到 许 许 多 多 舍 小 家 为 大

家、勇于“驾辕拉车”甚至

付 出 生 命 的 驻 村 第 一 书

记。他们感人的言行、卓

著的实绩激发我创作的灵

感，将我心中积淀多年、围

绕“三农”问题的调研和思

考化成一个个呼之欲出的

人物形象。经过近两年的

打磨，我创作出“三农”题

材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

记》，以此作为对养育自己

的土地和农民的回报。《乡

村第一书记》紧扣乡村振

兴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主

题，讲述主人公白朗从中

央机关来到扶贫一线，团

结村民攻坚克难，共建美

好家园的故事。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

不同的艺术形式，二者从

生活中撷取素材的取舍原

则不同，刻画人物的途径

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对二

度创作来说，导演可以从小说中获得启发，继而运用电视

艺术手段，达到比原作更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在这个过

程中，电视剧演员则可以从小说人物描写中获得角色塑

造的启示，找到“戏眼”，把握表演上的分寸。

一幕大型交响乐开启，起首第一个音符的高低及情

感指向十分重要。《花开山乡》的前 3 集是展开戏剧冲突

的重头戏，主人公驻村第一书记白朗始终处在矛盾旋涡

的中心，演员演得投入，观众看得过瘾，充分体现了电视

剧的叙事优势。“白朗、石坚、刘秦岭、王石子、牛兰花……

个个都是身着当下服饰的‘生旦净丑’，呼之欲出，活灵活

现。小说中的人物走进剧中显得更加厚实，原著丰满的

文学典型成就了影视人物的表演。”观众的留言让我倍感

欣慰。

从《乡村第一书记》到《花开山乡》，不仅是人物塑造

上的一脉相承，更是主题上的延续和深化。小说中的“上

牛湾村”即电视剧中的“芈月村”，经过严格验收，实现了

整体脱贫摘帽。接下来，巩固扶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这

一新的任务摆在村党支部和全体村民的面前。

芈月村刚“摘帽”，驻村第一书记白朗来了。其实芈

月村还有很多矛盾和问题没有解决，白朗此时进村，工作

难度可想而知。有如一块好铁，正被置于铁砧之上经受

锻打，这位处于矛盾中心的年轻共产党员，能够经受得住

考验吗？戏里戏外的人们都替白朗捏把汗。正是在这样

的戏剧冲突中，全剧情节逐步展开，故事富有看点的同

时，凸显主人公一心为民的精神品质，艺术地再现基层工

作的艰辛与火热，激发更多人投身乡村振兴的奋斗意志。

“脚踩泥泞，手捧真心，你像远方的亲戚，来到了这小

山村。挨家挨户串门，你走得那么勤；同坐一条板凳，你

情浓意更深。东家送暖，西家解困，为搬走那一个‘贫’

字，你鼓舞人心添干劲……”如同电视剧主题曲《党派来

的 亲 人》所 唱 的 那 样 ，从《乡 村 第 一 书 记》到《花 开 山

乡》，白朗代表的是千千万万正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

党员干部。

无论我年岁多大，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中都装着自

己热爱的农村、农民和农业。质朴无华的父老乡亲是我

的亲人，我愿赞颂他们、讴歌他们！

愿
为
﹃
三
农
﹄
歌
一
生

忽
培
元

核心阅读

博物馆和旅游的融合，不
只局限于院墙之内，更可拓展
至社区、景点、酒店、地铁、车
站，乃至整个城市及周边地
区。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延
伸，也是价值辐射的扩大

传统乡土所留下的建筑形
态、形成的社会风尚、蕴含的人
文精神在乡村旅游中得以延
续，借助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
生命力

创作者们从中华民族浩瀚
宏大的文化宝库中挑选最具本
地特色的部分，以现代审美方
式加以诠释，在高度还原旅游
地文化符号和事象基础上，运
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富有
感染力的旅游演艺作品

治沙人、基层司法工作者……这些平凡岗

位上的人们，有怎样不凡的故事？系列短视频

《闪耀的平凡：青春接力》呈现了 15 名在工作岗

位上坚守职责、开拓创新的青年党员的故事。

对话为主、旁白为辅的讲述方式，给观众真实的

在场感；让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担任嘉宾，

体现出讲好中国故事的立意。该片还让主持人

亲身参与到这些青年党员的工作中，呈现出独

特体验感，也更让人体会到平凡背后的艰辛和

坚守。工作虽平凡，但每份平凡汇聚在一起，铸

就了奋进新征程的不平凡——我们和他们，都

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郭文青）

平凡岗位 不凡奋斗

网络纪录片《六个团子》以“陪伴”为关键

词，记录动物园里每个小生命从出生到融入

族群的全过程。多位动物“主人公”中，大熊

猫“七七”最令人印象深刻。它第一次来到户

外就爱上了爬树，趁人不注意一下溜到了树

上，辅以旁白“园区这么大，要去看看更远的

地方”，令观众会心一笑。该片巧妙地将动物

进行拟人化展示，配以活泼幽默的旁白和丰

富多样的音乐，构成一堂极为生动的动物科

普课。全片结尾，镜头转向在动物园里游览

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童言童语中，展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

（三 清）

关爱动物 生动科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推出的新媒体

节目《央 young 之夏》，汇集 40 余位大众熟知

的主持人，分组进行才艺比赛，大胆创新，妙

趣横生。主持人前一秒还身着正装、手拿话

筒，后一秒便摇身一变，穿戴中国传统服饰，

带领大家认识尺八、古琴等中国传统乐器；月

亮姐姐等主持人用歌曲串联起《黑猫警长》等

14 部国产动画，勾起人们满满的童年回忆。

另外，节目融合直播、短视频、公开竞演、实时

互动等方式，实现多平台、多终端的传播。节

目近期在电视台重新播出，成为优质内容反

哺大屏的一次有益探索。

（关 欣）

跨界出新 融合出彩

从《乡村第一书记》到《花开山
乡》，不仅是人物塑造上的一脉相
承，更是主题上的延续和深化

纪录片《闪耀的平凡：青春接

力》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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