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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旅游正驶入复苏的快车
道。围绕北京消费季，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多维度、多形式挖掘北京的文旅资源，激
发并引领北京市民和来京游客体验北京新
生活、感受北京新变化。其中，夜游的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是拉动夜间经济和刺激消
费的重要引擎。

夜景 璀璨一新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逶迤蜿蜒的八达岭
长城华灯璀璨。2020北京长城文化节已开
启，“夜游长城”成为京城夜生活的又一亮
点，也是北京消费季的重要内容之一。

长城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遗产。不
到长城非好汉。长城不但是北京旅游的标
志，也是中国旅游的形象。夜幕四合，华灯
初上，远山青黛，近树婆娑，游客置身流光溢
彩的长城，感受到有别于白天的独特韵味，
厚重坚毅中又不乏绚丽古雅。

“灯花挑尽夜将阑”，用这句诗来形容雁
栖湖夜景再合适不过。雁栖湖夜航日前重新
启动，雁栖湖在灯光照射下绚丽夺目，山、水、
物被灯光连接起来，国际会议中心、雁栖塔以
及各式建筑交织成如梦如幻的光影世界，时
而幽静、时而灵动，别具意味。景区为游客提
供“灯光+游船+美景+美食”的服务。人们在
夜色中边赏景边品美食，好不惬意。

被誉为“长城下的星空小镇”——古北
水镇把夜游做得颇有特色。提灯漫步司马
台长城，看繁星点点；摇橹泛舟汤河，听涟漪
私语；夜宿长城脚下，与星空共眠，与山水相
伴。北方水乡，不一样的风情。古北水镇负
责人介绍说，今年进入夏季后，水镇开放了

“星空帐篷营”“夏季星空啤酒夜市”等夜间
特色体验项目，大大提升了游客体验。

夜市 多姿多彩

除了夜游景点，夜市也是人气最旺的地
方。瞧，“国潮市集”在隆福寺开张了。100
余家连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体验的本土
品牌，老字号、新品牌、国货精品、潮玩潮物等
汇聚于此。风格迥异的书店、新奇精致的文
创品、特色美味的网红小吃……吸引了众多
市民游客。书签、扇子等故宫文创产品颇受
欢迎，这是故宫文创首次参加户外市集。

北京夜市的文化味道也愈加浓厚。在
北京珐琅厂院内，文化夜市吸引了不少消费
者。北京剧装厂、北京前进鞋厂、北京制帽
厂、红星二锅头、景泰蓝、百花蜂蜜、京剧脸
谱、剪纸等数十家中华老字号、非遗项目、民
间工艺齐聚这里。游客可以跟着技师学习

点蓝工艺，选购特色纪念品。夜市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人们在淘宝直播也可逛“线
上夜市”，每周体验不同的老字号。

水幕电影、感应喷泉、露天雕塑、文创市
集、艺术展厅、影院剧场、餐饮酒吧……近日
亮相的望京小街是集购物、休闲、生活、艺术
等于一体的国际化新型商业街区，人们在这
里能找到多样的夜间休闲体验。

今夏，北京的市集多姿多彩，颠覆了逛
夜市就是吃小吃、买纪念品的传统印象。夜
市落户在步行街、商业区、文创园区、艺术中
心等多个场所。朝阳大悦城青年理想生活
市集、东郎音乐啤酒嘉年华、爱琴海购物公

园夜间潮流生活节、密云万象汇潮盒码头集
装箱夜市等多个特色夜市持续展开。

夜娱 多元时尚

北京夜生活的娱乐体验也是新意不
断。音乐会、电影展、游乐场……总有一款
能引爆你的兴奋点。绿地缤纷城中心广场
正举办“露天电影节”，免费播放动画电影
和主题电影，市民游客可在夜幕降临时，和
亲友一起看电影、吃美食。合生麒麟新天
地星空音乐节、中粮祥云小镇伴夏音乐季、
石景山万达广场电音节等各种露天文化活

动陆续展开。
记者来到隆福大厦九层的空中庭院，

眼前矗立着几座红墙金色琉璃瓦的中式大
殿，这里犹如古香古色的“空中楼阁”，向东
眺望，高耸的中华尊和高楼林立、灯火通明
的CBD清晰可见。这里正在举办戛纳XR
沉浸影像展，为京城观众带来全球顶级的
VR 视觉盛宴。在中式大殿里，观众坐在
360度旋转蛋椅上，沉浸式观看环球VR佳
作，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在古风古韵的环境下享受高科技，真是很
酷的体验。

暑期的游乐园充满了欢声笑语，青春
的活力尽情迸发。北京欢乐谷、石景山游
乐园等游乐场所纷纷开启夜游模式。夜幕
降临，炎热退去，欢乐谷内灯光绚丽，热闹
依旧。音乐过山车呼啸而过，尖叫声此起
彼伏。多项开放的夜间游乐项目让游客尽
情撒欢儿。石景山游乐园日前启动了2020

“狂欢之夏”游园会，星光乐园打卡游、酷爽
游艺狂欢、美食啤酒嘉年华等娱乐活动丰
富了人们的夜游生活。

近日，夜游活动如火如
荼，这不仅是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途径，亦是疫情常态
化防控阶段促进文旅消费回
升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各地
都在积极推动夜游。但不少
夜游项目单调雷同、缺少有
个 性 的 精 品 佳 作 。 笔 者 认
为，夜游发展需走一条健康
之路，应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夜游要突出城市
文化，打造精品。发展城市
夜游最忌贪大求全，大搞规
模式亮化。如今，不少地方
一到夜晚，公园出入口、游
船码头、街道树木，到处披
光戴彩，处处搞“夜食”“夜
购”“夜读”“夜娱”“夜展”
等活动，形成一种工业化的
规模生产，却忽视了夜游的
灵魂——城市文化。夜游是
城市文化的符号标识，是城
市气韵的集中表达，是城市
特色的重要根基。因此，发
展城市夜游应抓住城市文化
这个最核心要素，要有精品
意识，着力打造“小而精”

“小而美”“小而活”“小而
特”的夜游精品。

其次，夜游要实现多重价
值。夜游，改变的是出游的时
空背景，不变的是文化的特质和生态的底蕴。夜间
旅游不仅仅是财富之上的业态，更要注重文化的传
播力和生态的友好性。夜游发展要带动经济发展，
但不能过度商业化。“叫座”固然重要，没有“叫好”的
支撑，恐怕难以长久维系。传承好遗产、传播好文
化、传递好价值至关重要。“夜宴”之外，还有“夜娱”；

“夜游”之外，还有“夜咏”。夜游经济拓展多元业态，
莫忘“旅游即是生活”的本质回归。在文化的传播力
上，应力求融入社区生活、地域文脉、城市个性，避免

“一个 IP走天下”；在生态的友好性上，要避免灯光污
染、声污染、夜拥堵等问题，避免影响人体生物钟、破
坏自然生态。

最后，夜游需多方协同发展。作为城市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夜游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将“日间旅
游”延伸和复制到夜间，更需要从城市管理、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方面做好衔接。城市管理者需拿出
更加包容、开放、共享的心态，尽快重塑一套系统
化的夜间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夜游发展涉
及市场方方面面，并不比日间旅游监管简单，相反
甚至可能更为复杂，北京“夜间经济掌灯人”，上海

“夜间经济CEO”等探索值得借鉴。公共交通、医疗
卫生、厕所服务等公共服务细节，是夜游发展的支
点，也体现着城市管理的智慧。

总之，夜游不能粗放发展，发展夜游不应止步
于“靠灯留人”，不应止步于“复制粘贴”，不应止
步于“新鲜刺激”，不应止步于“吃吃喝喝”。正确
开启“夜游模式”，必须走精细化之路，在“基础”
上做文章，在“服
务”上下功夫，打
造 多 元 的 夜 游 场
景，塑造地方独特
的夜游品质，这才
能为旅游的夜晚注
入活力。

我是踩着《秋风辞》的韵律，拜谒后土祠的。
汉武帝刘彻在其晚年的一个秋天，率领文武

大臣到后土祠祭拜时，挥毫写下了千古绝唱《秋
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
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
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有了这首千古绝唱，有了汉武帝的顶礼膜
拜，后土祠便声名鹊起。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后
土祠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女娲氏的祠
庙，也是华夏根祖文化、农耕生活的源头，被誉
为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头，显现了深邃
的历史文化内涵。由于黄河泛滥、冲刷，后土祠
多次被淹，只留下门殿及秋风楼。明清时皇帝祭
祀后土的仪式，迁徙至北京天坛，加上后土祠地
域偏僻，之后便香火渐冷马蹄稀了。

一

后土祠不大，但美景迭出。拾阶而上，进入
祠门，一眼就可看到由山门与井台组成的国内罕
见的“品”字戏台。据说这种品字舞台在国内是
唯一。后土祠的山门，从正面看，和别的山门没
有什么两样。从背面看，却是一个过厅戏台。为
了出入方便，平时把台板卸掉。每逢庙会唱戏，
就把台板架在预留的孔眼上：上面演戏，下面可
以照常过往行人。每逢大祭，山门就被巧妙利
用，搭上木板，与前面的“并台”成为一组“品”字
形戏台。三台戏可同时上演，足见祭拜场景的
宏大。站在戏台下，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
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
戏。此刻，台下空旷，但不难想象昔日大戏开
台的热闹景象，一片叫卖声、锣鼓声和喊好声。

作为有2000多年历史的后土祠，其建筑风格
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殿、献殿的石
雕、木雕、琉璃饰品等各具特色。形象逼真的石
雕，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雕栋画梁，玲珑剔
透。献殿上基的琉璃饰品雄狮和大象，给人一幅
活脱脱的动感，它们从天而降，背负两尊宝葫
芦。雄狮昂首翘尾，阔步向前；大象步履缓慢，
内卷长鼻，它们从不同方向走去，驮着经书，仿

佛在向后土圣母游说。

二

进了正殿，迎面后土圣母端坐在高处，头饰
华丽，双手合拢，笑眯眯的眼神，福态雍容。她在
注视着来人，一天一天，都是这样笑容满面。此
时，后土娘娘的霞帔上披着一幅红布，莫不是当地
哪一位生了孩子的妇女还愿刚刚披上去的。再看
殿内，墙壁上也挂满了这样的红布。写着字的红
布是一封表扬信，无字的则是一首赞美诗。看来，
与帝王不同的是，民间更看重的是后土娘娘的送
子神力。塑像前的大鼎内，插满香柱，在一旁主持
祭拜的不是和尚道士，而是一位淳朴的老农，气氛
与我在农村时给祖先磕头没什么两样，这就更让
人感到了后土祠的民间化。磕头时也没有庙宇中
敲击铜钵清脆的声响，几个人在老农“一叩首、二
叩首、三叩首”的喊声中，恭恭敬敬拜了再拜。

三

当初没有高楼大厦之说，建在黄河岸边的秋
风楼，就有“半截插在云里头”的民谣。秋风楼
下部为一高大台基，四周回廊，凌空横跨在一条
东西走向的沟上，在周围沟梁的衬托下，显得崇
峻巍峨。据说，秋风楼原为五层，因建筑过高，
被暴风吹倒，现在这座秋风楼是清代同治九年第
三次重建的，高32.6米，三层，斗拱密致，古朴
精美，形制巍峨锦绣，周围砖砌花栏，28根吊柱雕
刻精美，形态各异，实为现存古建中罕见之精品。
台基东西各雕横额一方，东曰“瞻鲁”，西曰“望
秦”。正面门额上嵌有“汉武帝得鼎”和“宋真宗祈
嗣”图，进入正面木门，迎面砖基上刻有“扫地坛”
三字，相传楼基正是轩辕黄帝当时扫地为坛祭祀
大地之处。沿木制楼梯往上，脚下发出仄仄响声，
二三楼各有汉武帝《秋风辞》碑刻一通，一块刻于
清代同治年间，一块刻于元代，字体苍雄遒劲，凝
重流畅，书法刀法均属上乘。站在三楼，凭栏远
眺，彩带般的黄河滔滔不息，激流尽收眼底。我
想，这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绚丽的投影吧。

今年全国“农民丰收节”将在后土祠举办。目
前后土祠正紧锣密鼓地修缮，丰收节时它将以崭
新的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荔浦市地处广西桂林，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
历史文化为荔浦发展旅游提供了有力
的基础。近年来，荔浦旅游业与工业、
农业并驾齐驱，“旅游+”亮点纷呈。

荔浦芋文化是荔浦的精神象征，
贯穿于荔浦的农耕、美食、纸扎、诗
词、曲艺等民俗文化中，是世界了解
荔浦的一扇大门。荔浦以党建引领，
聚焦重点村庄整治、景观打造、产业
项目建设，创建集现代农业、文化旅

游和美丽乡村为一体的绿水青山田园
综合体。荔江湾龙头山砂糖橘产业示
范区里的砂糖橘、荔浦芋、马蹄、花卉
苗木种植和品种展示区、种植技术科
普区、农耕文化体验区，集现代农业、
休闲、旅游、田园农庄为一体，成为“春
有花可赏、夏有苗可展、秋有芋可采、
冬有橘可摘”的四季花果园。

荔浦是全国最大的砂糖橘种植
地，当地以“橘子红了——修仁镇柘村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依托，推出

“品荔浦芋，摘砂糖橘，挖马蹄”等体验
游，将生态农业与休闲旅游结合起来，
建成“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品农家菜、
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一体的综合型

乡村休闲旅游度假农家乐。
荔浦市马岭镇“山山”党建品

牌，依托旅游优势，在“生态、奇
洞、民族、古村”上做文章，积极探
索“生态旅游+古村保护+民族特色+
脱贫攻坚”发展新模式，培育新的集
体经济增收点，走出一条文化旅游发
展之路。马岭镇不断深挖民族特色和
历史文化，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体系，保护传承银龙古寨、
马岭鼓寨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农

耕文化和古村落建筑。
荔浦还是广西民营经济最为活跃

的县份之一，有民营工业企业 600 多
家，是享誉全国的南方食品城和全国
乃至世界最大的木衣架出口生产基
地。荔浦创建了“旅游+工业+电
商”的融合模式。目前，当地依托优
良的工业基础和上万种工业产品，已
开发近半数的工业品为旅游商品。荔
浦旅游商品展示大厅有8大类3000多
个品种的衣架和6大类2000多个品种
的食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团扇
等旅游商品。游客在荔浦可以看基
地、赏产品，同时依托电子商务平
台，还能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

夜游北京新意多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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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夜景。杜建坡摄 （人民视觉）

祈盼丰收拜后土
梁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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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荔浦的“荔水青山”田园综合体。（资料图片）

山西运城的后土祠 薛 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