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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江南，怎能不说西湖。
西湖是杭州这座城市乃至江南的象征。

关于西湖有说不尽的话题，历史上，文人骚
客在这里留下的赞美数都数不过来。

我有幸曾和西湖相伴，从相识相知、到
相处相恋，只用了 1个多月。那时，每天工
作之余，我围着这面湖水转悠，思考着关于
西湖的各种话题，几乎是一天一问，寻找各
种各样的答案。当我离开杭州准备返京时，
电脑里已装满关于西湖的风情和故事。后
来，我从中选出几段，做成了歌。如今，当我

再次翻开这些西湖日记，有一种按捺不住想
写的冲动，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问西湖。

西湖的晨光因为这面湖水显得娇美柔
情，朝霞透过茂密的枝叶，从缝中直射过
来，像一道道玻璃的彩带，五彩缤纷，变幻
莫测。湖水蒸发上升的水汽与大气中的一些
因子汇合，使杭州这座城市的空气更加湿
润，更加多情。难怪人们说，杭州的空气是
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润肤品，这里的女人天
生有一身水灵灵的皮肤，温润光滑。

结束晨练的人们，循着葱花香味，穿过
一道道流水小桥，在一家家不起眼的店铺里
落座，盛一碗甜甜的白米稀饭，或是豆浆，
就能过足杭州小吃的瘾，再来上一杯龙井茶,
慵懒的身体就似粘在那长条凳上，不愿离开
半步。微风轻轻刮起，岸边的垂柳随风荡
漾，不停地向坐在店里的顾客招手。这时，
太阳慢慢热辣起来，垂荫下长长的小径上，
人们成群结队，或窃窃私语相伴而行，或手
拉手说着绵绵情话，每双脚印留下的都是这
座城市新鲜的故事。

这些故事注定会让西湖的烟雨多几分味
道。刚刚还是阳光明媚，不知是谁惹了天
公，天色一下子阴沉下来。江南的烟雨就是
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下起来稠稠密
密，缠缠绵绵；说不下了，天公立刻绽放笑
脸，多情而善变。所以，杭州人出门总是要
先看看天色，带上一把雨伞，尤其是那些花
纸伞，五颜六色，散落在西湖边的人行道上，
平添了几分妩媚。杭州人告诉我，西湖的烟
雨总会给人留下几分惆怅。对岸的雷峰塔下

埋藏着千年的故事，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总
也说不完，走过断桥残墙，怎能不生感伤。

在江南特别是杭州的菜肴里，象征团圆
的美食很多，最有名的就是桂花汤圆，别具
风味。这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祈愿，当然也与
杭州城多桂花有关。每逢桂花盛开，香满杭
城，闻桂香，吃汤圆，是杭州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预示着团团圆圆，愿天下有情人永
远也不分离。

夕阳下的西湖是最热闹的，杭州城四面
八方的人把傍晚来西湖作为一种时尚。现在
的杭州人把走路健身赏景作为生活的一部
分，也是衡量城市幸福指数的一项重要指
标。围着西湖走上一圈，10多公里，大约需
要 2 个多小时。经常快步行走在苏堤、白
堤、杨公堤上，杭州人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已
是熟烂于心，每个人都能头头是道地讲一讲
这里的历史。从古至今，杭州之所以有这样
的名气，与历史名人及他们的不朽之作是分
不开的。从苏堤、白堤的名称中，我们自然
就会想到苏东坡、白居易，他们的名字和这
座城市紧紧连在了一起，他们是这座城市的
功臣，后人怎会忘记他们呢。“苏堤春晓”
居“西湖十景”之首，长堤卧波、贯通南
北，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风景线，堤上 6
桥，与杨公堤的 6桥相对，更让西湖有了说
不尽的神采。

月亮升空，月下西湖更是诗情画意。湖
中最大的岛屿三潭印月，风韵绰绰，给人无
限遐想。岛上的那些亭台楼阁，像一颗颗珍
珠洒落在西湖中，里边时常传出悦耳的江南
丝竹。远远望去，烟波缥缈中，只见那穿着旗
袍的西湖仙子们脸上挂满甜甜的微笑，落落
大方，举手投足间尽显温婉雅致。她们怀抱
琵琶，尽兴地弹奏着西湖的春秋，燃醉了西湖
的月夜。此曲只应天上有，此景只有西湖生。

杭州的老人告诉我，以前西湖渔火也是
一景，随着城市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
了变化，一些渔耕之道、人文风俗以及有着
古老历史的水上特色文化现象慢慢消失了，

“夜艇流渔火，秋杯折渚筒”的景象已很难
再见。不过，我相信西湖渔火不只存在于杭
州的城市记忆中，我们一定还会看到重新点
亮起来的西湖渔火。

左图：杭州西湖秋意渐浓，游客在西湖
景区饱览秋色。 杨素平摄 （人民图片）

湖南炎陵秋意正浓，我们前往神农谷
林场礁石工区欣赏彩色水杉林。神农谷位
于炎陵县十都镇，我去过多次，见过这里
的鸟雀鱼虫，也目睹过这里的飞瀑、奇
石，看得更多的是原始森林。原先，我只知
道夏季的神农谷很美，这里有10余万亩的原
始森林，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瞬间峰值可达
每立方米 22.8 万个。秋天的神农谷会带给
我怎样的惊喜？

礁石位于桃源洞生态公益型国有林场
境内，与江西井冈山交界。深秋的礁石处
处皆显清雅之景：层峦叠嶂，溪水清澈，云烟
浩渺，近处有飞鸟歌唱，远方有薄雾弥漫，动
态与静态相称，实景与想象并融。我们尽情
地徜徉其中：沐秋风，听山泉，览美景。

林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先，礁石
很少对外开放，后来，这里水杉林的美景
被摄影爱好者发现，并逐渐成为“网红”
景点后，才开始迎接八方寻美者的到来。

我们循着沿溪流开辟的山道一路前
行。溪谷两边是郁郁苍苍的竹海，竹林中
除了几株红豆杉，基本没有别的杂树。此
时，红豆杉上正挂着一些显眼的小红果。
南方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
树种，距今已有250万年。因其种子发芽率
低，野生苗木少，1999 年被列为国家一级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礁石则是桃源洞红豆
杉保护培育基地，这里有南方红豆杉500多
株，其中最大的一株胸径达120厘米。基地

还就地采种、就地培育，现已成功培育出
数千株幼苗。

行进大约2公里后，我们便到了水杉林
地。梯田般的山坡上水杉树整齐地排列
着。水杉与红豆杉一样，也有植物王国

“活化石”之称，它是中国特产的孑遗珍贵
树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稀有种
类。已经发现的化石表明，在中生代白垩
纪及新生代，水杉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
但在第四纪冰期以后，同属于水杉属的其
他种类大多灭绝。中国川、鄂、湘边境地
带因地形走向复杂，受冰川影响小，少量
水杉得以幸存，成为旷世奇珍。

走在林间小道，两边笔直挺拔、高耸
入云的水杉，如仪仗队挺立着，一排排地
沿路延伸，引领我们走进唯美的秋景图。
阳光从红霞微染的枝叶间洒落下来，一串串
金黄色的光柱与树林融为一体，如梦似幻。

一阵风吹来，轻盈的叶子飘落下来，像
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地上是树叶铺就的
一层厚厚的地毯，踩在上面便发出“咯吱咯
吱”的响声。这响声，伴着不绝于耳的小溪淙
淙的流水声，树荫深处空谷回音的啾啾鸟鸣
声，就像是一曲美妙的盛秋交响乐。

树林、落叶、翠竹、小溪、秋风、山
韵，礁石这些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原来，
森林的美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各具特色，
它们等待着人们去发现、欣赏、赞美。

图为孩子在水杉林中玩耍。赵 劲摄

秋意盎然，正是福建一年中最
舒适的季节。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
日子，我前往探访位于三坊七巷里
的安泰河。

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中心，至
今保留着“西三个坊、东七条巷、南
北一中轴”的古代城市坊巷格局。据
了解，这样的建筑格局发轫于晋，初
形成于唐朝，至明清时达到鼎盛，被
誉为“里坊制度活化石”“明清建筑
博物馆”。千百年来，这里贤达辈出，
从这坊巷里走出了林则徐、沈葆桢、
严复、林旭、林觉民等名士，对中国
政治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
史”的美誉便是因此而来。

贯穿三条“坊”和七条“巷”
的是一条闻名遐迩的“南后街”。
在街的末端有条水草摇曳、锦鲤嬉
戏的安泰河，颇有几分南京秦淮河
的古韵风范。安泰河曾是城区运河
交通的总枢纽，宋朝以后，沿河种植
了许多榕树，须长叶茂，绿荫如盖，
河上船来舶往，曾有“百货随潮船入
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盛况。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建筑是城市的骨架，那么美食可算
是城市的养分。三坊七巷里也藏着

福州城的“养分”。
坊巷之间，有一幢白墙黑瓦，有

徽派水墨风韵，又混合着福州坊巷
特色的建筑，这便是福州聚春园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百年餐饮老店——
安泰楼。它始创于1896年，以福州
名小吃和闽菜代表“佛跳墙”闻名，
已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走进修葺一新的安泰楼，只见
楼内以原木色和淡金色搭配，随处
可见飞檐翘角、油纸伞等福州文化
元素，既典雅古朴，又不失时尚感。
据了解，2008年，“聚春园佛跳墙制
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聚春园集团董事长王茂
玲介绍，“佛跳墙”始创于福州聚春
园，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是福建
省传统金牌名肴。

据史载，清光绪年间，福州
官钱局的一位官员在家中宴请，
官员夫人别出心裁地将多种食材

装入酒坛，煨制了一道菜肴。此
菜呈上，香味四溢。后来，衙厨
郑 春 发 登 门 请 教 ， 领 悟 其 中 奥
妙，并进行改良，多用海鲜，少
用肉类，使这道菜成为当时饮宴
的必备佳肴。郑春发接掌聚春园
后，许多美食家、文人墨客慕名
而来，品尝此菜后赞叹不已，一
秀才即兴赋诗赞道：“坛启荤香飘
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众
人拍手叫绝。从此，这道菜就引用
诗中的“佛、跳、墙”3个字来命
名，大名不胫而走，流传至今，成
为聚春园乃至闽菜的首席佳肴。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
让后波。”近年来，传承与创新，
成为百年老店适应时代潮流的必然
选择。安泰河边这个百年老店也做
出了积极尝试。如今，“游三坊七
巷，品佛跳墙”，被许多游客列入
了福州旅游“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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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古街三坊七巷一角。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文化味

10 月 20 日 11 时 51 分，D202 次
缓缓停靠南宁东站，这是今年广西迎
来的第 53 趟跨省旅游专列，来自广
东广州的游客前往靖西通灵峡谷、崇
左德天大瀑布等景区，展开了为期3
天的旅行。跨省游恢复之后，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铁路南
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百趟专
列进广西”文旅合作，设计了“乐游
两广”“粤桂旅游扶贫”“环西部火车
游”等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搭乘旅
客游广西，此举对广西旅游的快速回
暖起到了积极作用。

区域合作、城市间客源互送也成
为各地广揽客源、拓展市场的利器。
例如，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深圳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联合向两地市
民推出 10 条文化旅游线路；长沙也
与广州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互送客
源、互为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长
沙还推出了“韵味长沙”5条精品旅
游线路，包括湘楚名城文化游 （书香
味）、山水洲城风光游 （清新味）、星
城百味美食游 （烟火味）、古镇老街
风情游 （老街味） 和网红打卡个性游

（新潮味），丰富其文旅品牌内涵。
文化味儿对发展、提升旅游业的

重要性已得到市场检验。位于重庆北
碚区一处半山坡上的小院“雅舍”，
曾是抗战期间散文家梁实秋的寓所，
因其在此创作 《雅舍小品》 而闻名。
通过升级改造，这个名人纪念馆成为
一个集游览、休闲、文创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文化建筑，曾经的冷门景点，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探访。

在传统旅游目的地丽江，文化正
在回归古城。感受“世界唯一活着的
象形文字”东巴文的神秘魅力、欣赏
纳西古乐、“看100岁的老人，用200
年的乐器，演奏 700 年的乐曲”、体
验纳西马帮文化等，已成为丽江古城
的文化招牌，吸引了更多新游客，留
住“回头客”。

科技范

向工作人员出示预约信息及健康
码之后，“刷脸”过闸机，全程用时
不到 10 秒。目前，在大多数景区，
这样的无接触式入园正成为常态。智
慧 停 车 、 人 工 智 能 导 览 、“ 云
游”……科技正让旅游变得越来越便
利化、智慧化。

在许多地方，带上一部手机即可
安心游。例如，在“一部手机游云
南”APP上，游客可以找到适合自己
的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方位旅游方
案，还可以在上面“云看象”，观看
到野象出没。

北京首钢老厂区如今已成为一个
工业旅游点。山水楼阁、厂房仓库、
剧院赛场等在园区和谐共处。除了别
具一格的景观，“科技范儿”也是它
吸引眼球的重要特征。无人超市、园
区穿梭的自动驾驶车、借助AR等技
术的 《重返·万园之园》 数字圆明园
感映交互展等，科技让这个百年厂区
重新焕发新的魅力，不仅吸引老人们
前来怀旧，更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在乡村旅游领域，科技同样发挥
着重要作用。河南孟津县的草莓种植
基地里，采用网内种植、蜜蜂授粉和生
物防控等先进技术，结出的草莓“科技

范”十足，吸引大批采摘客，既拉动当
地旅游业，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生活化

与过去将大量时间耗费在路途奔
波中不同，如今，许多人选择在本地城
中度假或城郊休闲，花费在路途和景
区间的时间大大减少。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民陈昭和
女士带孩子在顺义订了两天温泉酒
店，“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挤在景区，
感觉很惬意。”陈昭和说，酒店内的游
乐、休闲项目比较丰富，基本可以满足

一家人的度假需求。
本地人游本地越来越多，并成为

旅游复苏的新亮点。日前，上海遴选并
推荐分布在 16 个区的 124 处公共空
间，包括书院、书店、美术馆、博物馆、
湿地公园、体育公园、文化弄堂、滨江
驿站等，推出展现区域特色的文化旅
游活动及公共服务，让市民和游客能
体验“微旅游、慢生活”。许多参加“本
地人游本地”微旅行项目的正是居住
在旅游点附近的居民，“通过参加城市
旅游休闲活动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居住
的街区的历史文化”是他们的目的和
期待，而这也是这一旅游项目的初衷：
鼓励市民游客发现城市生活的美好。

“不妨把旅游与本地居民休闲生
活相结合，打造‘主客共享’的全域旅
游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指出，应该鼓励发展此类高频旅游产
品，推出更多文旅融合的线路。对于当
前各地着力发展的夜间经济，戴斌认
为：“一个传承创新、包容共享，不着痕
迹地嵌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才是
夜间经济的应有底色。”

在四川省邛崃市孔明街道郭山
村，通过绿道的链接，将茶、猕猴桃、花
椒等农业产业化项目和现代乡村旅游
有机融合。当地还以“一村一品”模式，
建设集种植、观光、体验、消费为一体
的农家园，并打造出多元体验的社区
场景，“让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
找到家的感觉。”

各地出招：让“淡季不淡”
本报记者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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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1月，许多景区已开始执行淡季门票价格，机票、酒店、跟团游等

的价格也比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凡此种种，皆因进入冬季，出游人数明

显减少。旅游业将如何揽客，让“淡季不淡”呢？

甘肃敦煌推出多项冬春季旅游优惠政策，吸引游客在冬春季节前来
旅游。图为游客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张晓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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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宜昌一农业休闲点，游客乘小火车体验穿越坡道、草坪、
花海等自然模拟场景的乐趣。 张国荣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