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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组音乐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寻，开启九
段诗意的旅程。他们穿越森林，深入田野，翻越大山，漫步
沙滩，或低吟浅唱，或放声高歌，歌唱山川大海，歌唱草木
乡野，歌唱这平凡的烟火人间。

由海峡卫视、东南卫视、腾讯视频联合制作的大型户
外音乐旅行纪录片《中国这么美》，以“纪实+音乐”的形式，
用音乐人的视角发现“中国美”，每集60分钟，共九集。节
目中的“中国美”，是美景，是秘境，是山川大河，是乡野小
路，此外更关注中国人的美好生活，探寻人文之美、人情之
美。在创作团队看来，中国山川美，人民更美。节目开播
后引发观众共情。

《中国这么美》的第一站来到福建省政和县，在这个闽
浙边城，痛仰乐队走访了相濡以沫的夫妻、性格倔强的制
茶手艺人和坚守乡村的女教师。

宋增福是个浪漫的人，他和妻子一辈子都待在大山
里。孩子们想接他们去城市生活，他不愿意。宋增福的生
活乐趣都在这间乡下老屋里。他能敏捷地爬树摘梨子，能
下河抓鱼，还会养蜜蜂、养兔子。他给妻子做了玩具木马，
给自己做了木制赛车，骑着它和痛仰乐队在乡间小路上

“飞驰”。
锦屏村的陈木金热爱书法，妻子何连梅是他的支持

者。在结婚之前，何连梅就把嫁妆拿出来，支持陈木金学习
书法。陈木金勤学苦练多次获奖。何连梅是自学成才的草

药专家，他们尊重彼此，相互扶持。陈木金对当年拿着妻子
的嫁妆钱去追寻书法梦，感激了半辈子，也愧疚了半辈子，
但是，他的“莎菲娜”其实并不介意。朴实又真挚的情感让
乐队感动，他们放声歌唱：“莎菲娜，莎菲娜，只有我才懂得
你珍贵”。

锦屏村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留在村里的大都是老
人和孩子，像叶相美这样年纪的人在乡村里已不多见，她曾
到南昌读大专，再到泉州工作、结婚。2013年她带着孩子
回到锦屏，成为锦屏村小学仅有的两名教师之一，她负责教
语文、音乐和体育。学生的成绩不错，但学校的学生在逐年
减少，这令她伤感。锦屏村唯一的这所小学，是叶相美想守
住的。那里有她流逝的时间，浓浓的乡愁，美好的时光。

政和县以茶而闻名，公元1115年，因进贡白茶被宋徽
宗赐年号“政和”为县名。在铁山镇，痛仰乐队拜访了杨
丰，他是政和白茶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痛仰乐队见识
到了中国手艺人的匠人情怀，这么多年来，杨丰一直在专
注做茶，专注推广中国白茶文化。他几十年如一日在手艺
的点滴进步中获得幸福感。

宋增福、陈木金、叶相美、杨丰……他们身上没有传奇
性和戏剧性，他们的生活甚至有些许“失意”，但他们的执
着、认真、坚守，这恰恰是日常生活里的一道光。

在政和之后，纪录片的镜头还将聚焦广东连平、云南
建水、甘肃靖远、河南大南坡、福建泉州、江西景德镇等多
地，讲述当地人的故事，他们身上都有积极处世的态度，他
们生活得幸福而充实。

“中国这么美，美更在于人，这就是我要拍的中国人。
不必在传奇里找诗意，要从普通生活中提炼诗意，找到普通
生活里的那束光。”纪录片总导演王圣志说，中国人认真快
乐地生活着，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家。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美的感受是从细微的东西出
发，他们善于在生活细节里自得其乐，《中国这么美》正
是在传递这些简单又鼓舞人心的生活哲学。”在福建省广
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主任洪雷看来，在《中国这么美》
中，城镇、街道、土地、村落是生活方式坐落的空间，
观众能在其中看见中国茂盛的本土生命力，也看见美好
生活的参差多态——这正是幸福的本源。

江西省九江市吴城镇处在赣江、鄱阳
湖、修河交汇处，这里水草茂盛、鱼虾丰
富。吴城的大湖池、蚌湖等湖泊及周围湖
滩草洲，是候鸟理想的越冬之地，每年冬天
都会有大批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的
北方候鸟前来觅食过冬。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便建于此，吴城也成为观看候鸟
群的胜地。白鹤、灰鹤、东方白鹳、白颈鹤
等及世界最大的鸿雁群在这里栖息，形成
百鸟齐飞、人鸟共乐的壮丽景致。

我们一行在当地朋友带领下走过湖边
齐膝深的草甸，向鄱阳湖腹地进发。冬季
的鄱阳湖进入枯水期，湖滩上露出大片的
湖草。越往里走，鸟就越多，偶尔会有鹤
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清亮悦耳的叫声响彻
草场。越冬的候鸟警惕性很强，稍有风吹
草动就会飞走，想近距离观察拍照，绝非
易事。朋友自有办法，他带我们来到一片
湖滩水域，寻来一些干枯的芦苇秆和杂草
搭建一个棚子伪装起来。我们藏身于芦苇
深处，静候候鸟精灵的到来。

忽然耳边响起一片“嘎嘎”声，我激动
得正要跑上前去观看，朋友一把将我抓住，
叫我耐住性子。又等上半天工夫，前面不
远的水域里传来一片嘈杂声，能感觉到已
经飞来了很多候鸟，遮天蔽日，漫天飞舞。

朋友示意我们要小心翼翼，不要弄出声
响来。我把头伸出去往外边一看，被眼前成
千上万的候鸟所震撼，候鸟们或在浅水里戏
水，或在湖滩的草地上觅食。在眼前众多候
鸟中，天鹅的影子似乎不多。朋友说，不要心
急，前方有一些天鹅是来打前站的，如果没有
危险，应该随后就会有大批的天鹅出现。

又等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上空陆续响
起了天鹅的叫声，我已顾不上拿出相机，
目光紧紧追随着天鹅。由于天鹅落在我们
对面的湖面上，从空中逐渐低飞下来，可
以很清晰地看到光滑的羽毛和丰腴的身
躯。此时，湖面上众多天鹅悠然游弋在清
澈的水面上，这里简直就是天鹅的天堂，
满眼里几乎只有两种颜色，一种蓝色，一
种白色。它们相互追逐，相互嬉戏。有的
引吭高歌，有的低首私语，不停地摆动着
优美的身姿，尽情地凫水而欢。

远处的湖边，不少候鸟集聚于湖滩
上，行时遮天蔽日，落时繁星点点，正所
谓“鄱阳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
落时不见湖边草”。夕阳渐渐西下，候鸟
在湖区湿地上飞翔嬉戏。我们仿佛也融入
这群精灵之中，随着湖面上这曲美妙的交
响乐翩翩起舞。

上图：吴城的候鸟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文物
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
高。要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
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
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
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近年来，三星堆、仰韶、良渚
等考古遗址受到大众的广泛关
注，并引发考古旅游的热潮，文
化内涵丰厚的考古旅游发展势
头强劲。考古遗址和国宝文物
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人
们通过考古旅游的方式，触摸中
华历史，赓续中华文明。

考古旅游热起来

5300年前，中华文明的一缕
曙光从长江下游一片水乡泽国
中缓缓升起。近日央视开播的

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
考古大会》第一期带观众探究杭
州良渚古城遗址的前世今生，引
发了人们对考古的兴趣。

刚到杭州工作不久的河北
姑娘梦欣，看完这期节目，决定
周末去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看一
看，她说：“原来在那么久远的
时代，中国人就拥有了高度的文
明和智慧，我要到现场去感受一
下历史带来的震撼。”

独具文化魅力的考古旅游
日渐兴旺。来自马蜂窝旅游的
统计：今年，考古遗址公园成为
深受年轻游客喜爱的旅游“新国
潮”，热度较去年显著提升。三
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景德镇御窑厂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广富林考古遗址
展示馆等都是年轻游客乐于探
索与分享的考古旅游目的地；河
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也成了年
轻人争相购买的旅游新文创。

考古遗址实证了中国百万年
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
文明史，是核心的文物资源。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科学研究、
教育传播、游览休憩等功能。目
前，全国有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良渚、殷墟等7处大遗址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文物局日
前印发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
五”专项规划》，提出“提升大遗址
展示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高质量发展”两项主要任
务，“十四五”期间将新增10—15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文化体验强起来

仰俯天地间，韶光何倏然。
从 1921 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的首次发掘至今，百年来一次次
的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

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
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中
国人的文化自信。当考古携手
旅游，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成
为人们近距离感悟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的重要场所。

中国旅游研究院张杨副研究
员告诉记者：“遗址公园和博物馆
热度持续攀升的背后，是政府引
导、需求演化和供给加大等多重因
素的结果。相较于观光类旅游产
品，想去探求风景背后的文化，深
度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游客
的深层心理需求。过去，考古听上
去很高深，游客担心自己看不懂。
但如今，很多文博资源被转化为游
客能进得去、能看得懂、能消费得
起的旅游产品，并以文创、综艺等
多种方式走进百姓生活，需求和供
给终于同频了，自然呈现出考古旅
游市场的火热。”

在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
院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旅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若山看来，
考古旅游之所以受到公众欢迎，
首先是因为考古旅游具备更强
的“真实性”，它最大程度地拆掉
了游客与文物之间的“墙”，使得
游客能够零距离观察古文明的
遗址遗迹，这种“身临其境感”是
其他旅游形式难以比拟的；其
次，考古旅游具备“自然旅游+文
化旅游”的双重属性。考古遗址
现场大多为露天或半露天形式，
是一次拥抱自然的过程，增加了
旅游体验的层次感与丰富度；第
三，考古旅游具有天然的“神秘
性”，像“盲盒”一样不断吸引游
客去探索发现未知。

发展前景亮起来

看得懂遗址遗迹和历史文
物，需要专业的知识。旅游业者

努力为游客提供相应的服务。
马蜂窝旅游的北极星攻略针对
年轻人对考古的兴趣，专门推出

“中国石窟寺参观指南”攻略，帮
助游客用最专业的方式解锁中
国石窟寺的深度体验。同时，考
古旅游为团队游和研学游的创
新提供了开拓空间。考古旅游
因其产品的特殊性，旅途中强调
学习，更需要配备具有考古专业
知识的导游。沪苏浙皖曾推出

“跟着考古去旅游”，受到各年龄
段游客的喜爱。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日 前 印 发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
规划》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妥
善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推动
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成为特色
旅 游 目 的 地 和 文 明 旅 游 的 典
范。发布中国文物游径名录，推
介文物研学旅行、体验旅游项目
和精品线路。

吴若山认为，推广考古旅
游能够极大地促进文物保护与
开发的良性互动。只有把考古
成果通过考古旅游传播出去，
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科学发展考古
旅游，推动考古与旅游有机结
合，既要落实文物保护要求，
也要遵循旅游发展的规律，如
何在保护前提下科学地设计旅
游产品、提供旅游服务，是考
古旅游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考
古旅游中，应以保护资源和以
人为本为原则，了解不同层次
旅游者的现实需要，加强对管
理者的监督，保证经营开发的
文化性、层次性和阶段性，实
现考古资源的社会教育最大化。

上图：河南仰韶村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杜 杰摄（人民视觉）

左图：仰韶庙底沟遗址出土
的陶器。 新华社记者李 安摄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致力于满足
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文化建
设，公共文化文艺志愿服务工作得到较快发展。

今年以来，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
市群众艺术馆党员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深入来
宾市45所少数民族乡村学校、社区、村屯开展
文化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100多场次。据统
计，截至2021年10月底，来宾市有各类文化文
艺志愿服务队近800多支，成员近1万人，他们
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丰富人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廖燕玲表示，来宾市将持续围绕群众所
需所求，深化公共文化服务改革，让群众享受更
多“上门”服务，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我学会了黄泥鼓的舞蹈，特别开心！希
望今后能学习更多的舞蹈和知识，让自己变得
更优秀。”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中心
小学学生赵茹欣高兴地说。

少数民族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来宾市群
众艺术馆刘玲、陈美丽两位老师到六巷乡中心
小学为学生开展黄泥鼓舞蹈教学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学习‘非遗’项目——黄泥鼓舞，学生
既丰富了知识，又提升了文化素养，对少数民
族未成年人传承‘非遗’项目十分有意义。”六
巷乡中心小学教师赵怡静说道。

如何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文化文艺资源推
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金秀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覃玲玲认为，提升未成年人文化文艺素养

是关键。“文化志愿者把文艺送下乡、进到户，
不仅满足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促进了
民族团结。”

在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支持下，六
巷乡依托原始的生态环境、独特的风俗等资
源，大力发展民族艺术。2011年，六巷乡坳瑶
同胞祭祀盘王的舞蹈黄泥鼓舞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六巷乡被文旅
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前不久，在来宾市忻城县，文化志愿服务
队进县城南社区开展“文艺进社区”培训班。
搬迁户李小艳说，在学习曲艺的过程中，老师
放映《夫妻双双把家还》《刘三姐》等经典曲段，
我们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感受戏曲艺术的美
妙。今年以来，来宾市忻城县组织启动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下乡”主题实践活动30
多场，文艺工作者更是走进村屯，深入基层，为
百姓献艺，向生活学习，锤炼作风意志，提升创
作水平，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亮丽风景线。

江苏省宿迁市陆集街道四面
环水，水质良好，沟渠林网配
套，生态环境优美，具备芦蒿生
产的独特优势。“利民芦蒿”是当
地特产，被评为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

目前，当地正在构建“三园
一社”社区发展新格局，积极打
造千亩芦蒿园环绕的富民强村

“生态圈”。社区党委牵头组建芦
蒿合作社，积极探索“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新路子，
不断扩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
牌影响力。

陆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村企联建推动“芦蒿园”增
质扩量，围绕“1+X”农业产业
发展体系，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做大做强芦蒿产
业。当地村民说：“种植芦蒿，有
技术、有销路、有效益，比外出
打工强多了。”芦蒿园不仅让种植

农户改善了生活，更是为当地村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陆集创办的“农家小菜园”

占地20亩，可充分满足群众吃到
家门口绿色蔬菜的需求。“你看，
俺半个月前种下的青菜都出了，

我打算再种点大白菜和萝卜，冬
天吃菜就不愁了。”“我准备种点
香菜、大葱，吃着方便。”每天有
不少人去小菜园，满足了居民的

“土地情怀”。
陆集结合自身特色，探索对

生态空间的保护和利用，高标准
打造集教育、休闲为一体的生态

“大公园”。同时，利用现代物业
管理思路，加强环境保洁，实现
管理“日常化、精品化、高效
化”，确保社区内干净整洁、文明
有序。“你看，现在村里房前屋后
干净整洁，曾经的私搭乱建再无
踪迹，庭院内农具等物品摆放整
齐，村庄环境焕然一新。”陆集从
最基本、看得见、农民可以做得
到的事情抓起，建设安居、美
居、宜居的美丽“大公园”，不断
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感。

左图：陆集街道重点建设的利
民社区生态好、环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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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来宾：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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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么美》：

景美人更美
陈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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