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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游精彩纷呈

近年来，博物馆作为城市重
要的文化体验场所和文旅地标，
吸引着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如
今的文博游不再是简单地在博物
馆里隔着玻璃看文物，而是越来
越注重游客的互动体验以及文化

体验，引领着文旅新潮流。
马蜂窝之前发布的 《旅游新

国潮报告》显示，50.6%的年轻人
喜欢游览艺术博物馆，文化艺术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同
程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
博物馆相关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
涨 62%。随着“传统文化+影视”

“传统文化+互联网”“传统文化+
科技”等多种创新模式的走红，
游览博物馆变得更加鲜活、有
趣。喜欢文博游的游客更加注重
讲解是否专业、活动是否多样、
文创产品是否新颖等。

途牛旅游产品负责人介绍：“年
轻人和亲子家庭是文博游的主流客
群，他们更关注玩法创新。为吸引
这些游客，多家博物馆各出奇招，推
出文物考古体验、举办博物馆奇妙
夜、打造互动式的科普课堂和公益
鉴宝等活动，不断创新文博游。”戴
上白手套、拿起洛阳铲，每个人都能
成为考古工作者，河南博物院为游
客复刻并打造了“文物”挖掘、修复、

还原“一条龙”式的考古体验。
“了解一座城市，从当地的博

物馆开始”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共
识，博物馆从旅途中的“可选项”变
成“必选项”，文博游需求正朝着多
样化和细分化方向发展，“文博+展
览”“文博+演艺”“文博+研学”等文
博游主题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沉浸体验亮点多

艺 术 体 验 游 的 内 容 丰 富 多
彩。近期，年轻游客对艺术市

集、城市旅拍等本地体验类旅行
的热情增高。携程近期启动的
M-Art 艺术集市项目已与全国多
个美术展览馆达成合作，带动更
多年轻人走进艺术体验。即使不
远游，在家门口出游也能拍出大
片的效果。近期携程本地旅拍的
订单同比增长约50%。为了让旅行
体验更为深刻，携程在多个热门
旅游城市推出沉浸式旅拍，在西
安，有专业古风妆造团队为游客
打造精致妆容、汉服造型并全程
跟拍，游客在专业摄影师的镜头
下与古城美景融为一体。

同程旅行今年推出的非遗旅
行专题自上线以来吸引众多游客
关注，苏州缂丝技艺、戏曲脸谱
文化等内容更是受到年轻游客喜
爱。同程旅行还将联合江苏常
州、山西五台、安徽淮北和铜
陵、山东聊城、广西柳州等城市
共同推广非遗文化旅游。

许多景区也乘势推出了国风
体验的主题活动。位于江西省吉
安市的吉州窑景区以“宋文化体
验”为核心，日前举办了宋朝文
化旅游节，游客换上雅致的宋式
服装，点上大宋风靡的珍珠仿
妆，挑战宋代风靡的投壶射箭，
再品尝一份“十大赣菜”之一的
永和豆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
到吉州窑薪火相传的宋时遗风。

多地推创新产品

近 期 ， 大 多 景 区 都 积 极 创
新，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艺术
沉浸体验。河南省洛阳市栾川王
府竹海、浙江省杭州市城隍阁景
区和吴山景区、江苏省南京市大
报恩寺遗址公园、甘肃省河口古
镇等地打造实景户外剧本杀，游
客换上特定服装，根据任务主线
游玩整个景区，创新性的文娱场

景得到游客好评。
深 圳 文 旅 部 门 近 日 发 布 了

“客家文化之旅”“古墟文化之
旅”“艺术村落之旅”等5 条文化
旅游宝藏线路，从不同维度结合
全新沉浸式旅游体验方式，带领
游客寻味深圳的文化底蕴，深度
挖掘和探寻特区的特色宝藏与历
史文化内涵，为市民游客提供更
多文化旅游新体验。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之前发
布的 50 条微旅行线路包含了电影
艺术之旅、建筑主题、博物馆和
书香慢生活等多条艺术体验的内
容。北京百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
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浓浓的
京味文化、传统文化、多元文化等，
彰显了北京的深厚文化底蕴，体现
了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

烟波澹荡茶山青，人间自在
西湖外。杭州市西湖区近日以茶
文化和之江游为核心，推出了5条
独具新意主题旅行线路，设有丰富
的文化艺术体验。“游侠研学·南宋
小百工”是一场寓教于乐的游学体
验，游客可走进南宋人文美学空
间，进入专业南宋舞台剧后台，身
临其境地触摸南宋文化的精致静
雅，体验南宋妆造及礼仪、服饰
工艺及制作、南宋建筑等。西湖
遗韵·九曲红梅制茶体验是西湖非
遗深度体验一日游，游客可随匠人
一起从芽叶开始制一杯香茗，感受
茶染手作的绚丽。行拍·茶田与艺
术公社线路有复古汉风、龙坞茶
田、象山艺术公社等 3 款场景 3 种
风格，是融美景和艺术于一体的旅
拍一日游。

上图：武汉大学当代舞团学生
在“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
特展展览现场模仿壁画里的舞蹈
动作。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左图：观众参观在浙江杭州举
办的“青山行不尽——唐诗之路艺
术展”。 连国庆摄（人民图片）

上世纪70年代，山西省新绛县席村在挖掘非
物质文化遗产时，发现了一座“永护泉源碑”，这
是清代乾隆二十五年由当地村民所立。这座碑影
响和警示着鼓水两岸 15 个村庄。每每有私采乱
挖、违法建筑，破坏生态平衡的事发生，人们都
会说：“‘永护泉源碑’在看着我们呢！”据了解，这
座“永护泉源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保
护水资源环境的乡规民约。它从保护生态环境、
水资源以及赏罚严明的规定和资源权属，给了我
们许多理念和启示，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观念，一脉相承。

碑的上端写着“永护泉源碑记”6个大字，下端
碑文写道：“九原一出实为泉源发脉盖山，泽通气乃
天地自然之理，志载以有限之，供无限之取则泉之
涸也。可立而待也有者，不无杞人之忧，焉讵遭鼓
堆庄屡屡偷凿石块货卖银钱，侵占山基。”

原来新绛古堆村旁有一九原山，山下有一长
流不断的泉水，隋代县令梁轨以惊人举措修渠引
水，引九原山泉浇灌沿线“泉东八村和泉西七
村”15 个村庄的良田，成山西修渠引水之首创。
这股泉水还引进县城的隋代“绛守居园池”，历代
文人墨客为之赋诗作词。范仲淹吟咏的《绛州园
池》诗中写道：“绛台使君府，亭阁参园圃。一泉
西北来，群峰高下睹”，寥寥几句，便将一泓碧泉
写得气度不凡。

水是农业命脉、人的生命线，与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试想，屡屡偷凿石块，犹如剥离遮盖在山体
上一层坚固厚实的罩衣，使草木尽失，山石被毁。
失去稳固土石、涵养水分的机能，本应滚滚冒出的
泉水，变为涓涓细流，这不是在掐庄稼的脖子，卡人
的生路吗？读碑中文字，我们悟出茂密的草树枝
叶、纵横交错的根系结构，构建了青山，涵养了水
源，泉水才得以生生不息、永流不止。

乾隆年间有村民在九原山上炸山取石，使泉
水减少，也有村民在古水灌区两岸违章搭建，破
坏水利设施。为制止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事继续
发生，村民相约对一些炸山取石和破坏水利设施
的村民进行处罚。这千余字的碑文对凿石毁坏泉
源和破坏水利设施的行为，都做了详细的论处，
并将雍正年间一桩破坏泉源的案件作了记载，把
私采乱建的27个人名字一一刊列碑上，使其成为
一份“黑名单”公之于众。而惩罚也别具一格，
将罚款一部分用于护泉之用，一部分用作古堆娘
娘庙的油灯之费。

娘娘庙建在九原山的一个制高点，为宋代所
建，它就像一位老者，每天注视着山上茂密的植
被，山下不息的泉水。给娘娘庙一些油灯之费，
体现了古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

碑文最后提出的“官山不应私卖”，告诉人们
山是国家的财产，私人不能占山为王，更不能私
挖滥采，应由国家统一有序管理。

古人云：“观今宜鉴古。”纵观《永护泉源碑
记》 不难看出古人对环境保护有一种自发行为，
而村民也有自治的能力，“再不敢额外侵占，再额
外占愿甘承罪。”如今，三泉镇党委把“永护泉源
碑记”印刷到户，广泛宣传“永护泉源碑记”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永护泉源，美化环
境，保护村容村貌，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大家的
自觉行动。

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尾
镇，有一个被誉为“川南小峨
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画
稿溪，因其拥有 10 多万株成片
生长的原始桫椤种群，引得众多
游人纷纷前去观赏。

初夏，我邀约友人同往画稿
溪，一睹其风采。从泸州城区向
南出发，约一个半小时车程，抵
达水尾镇，沿山脚而行4公里左
右，便来到画稿溪脚下。

画稿溪自然保护区空气清
新，山峦起伏、飞瀑泉流，植被
郁郁葱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
貌，以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
态系统、桫椤群落及其伴生的珍
稀野生动植物为主。海拔从山脚

300 多米上升至山顶 1700 多米，
落差形成山地、丘陵、河谷三类
不同的地理环境。

从山脚沿着石板小道而上，
有着“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桫椤便映入眼帘，
它们高高矮矮、大小不一，集中
生长在层峦叠嶂的深山中，峡谷
幽深、峰岩陡峭、云雾缭绕，如
同置身于童话中的仙境。

放眼望去，桫椤在画稿溪
不仅连片而且成林。据画稿溪
相关保护人员介绍，目前桫椤
已达 10 多万株，有的已高达近
10 米，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种
群面积最大、分布最为集中、
单 株 植 株 最 高 、 生 长 密 度 最

大 、 保 护 最 好 的 原 始 桫 椤 群
落，是世界上幸存的桫椤林生
长纬度最靠北的地方。

我们沿山而上，慢慢走进原
始森林，缥缈的云海里不仅有桫
椤，还有南方红豆杉、福建柏、
伯乐树、台湾杉等多种国家一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同时，杜
鹃花、红山茶、兰花等更是漫
山 遍 野 。 如 此 种 类 繁 多 的 植
物，令古朴的原始森林显得更
加风光旖旎。我们移步其间，
空 气 更 加 清 新 ， 并 夹 杂 着 苔
藓、野花、野果的味道，潺潺
流淌的瀑布声不绝于耳。在绿
色植被的掩映中，保护区内小
溪蜿蜒密布、纵横交错；高低
不一的山峰，形成几米至数十
米的落差，与溪流合一，形成
多处大大小小的瀑布世界。此时
此刻，我忍不住蹲下身子，屏住
呼吸，静静享受着大自然所赐的
这曲独特的“交响乐”。

站起身子放眼望去，瀑布
源头的灌木丛林、遮天蔽日的
参天古树上，偶尔可见猕猴、
豹猫等动物攀爬、跳跃、嬉戏
的身影……甜美的清泉、丰富
的植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也让画稿溪孕育着一个家族庞大
的“动物珍藏馆”。

在阳光的沐浴下，青山绿水
交相辉映，动物植物和谐相融。
画稿溪，因其独有的生态环境、天
然风光，加之种类繁多的动植物，
犹如一幅充满生命力的画卷。

置身画稿溪，远离喧嚣红
尘，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我忍不
住继续呼吸新鲜空气、倾听雀跃
虫鸣，欣赏流泉飞瀑，不觉顿生
万般遐想，令人流连忘返。大美
画稿溪，我们每年都会来。

题图：画稿溪的桫椤

5月，南粤大地蝉鸣荔熟，我来到
广东省茂名市。穿过柏油马路两旁婀娜
多姿的椰林，从路边到河边，从山下到
山上，从田间到村旁……全是墨绿如伞
的荔枝林，形成了一片荔枝海，缀满枝
头的红荔，飞丹映翠，环抱着宏伟的南
方油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时，我回顾起上世纪80年代来茂
名市参加“广东省山区工作会议”时，
参观刚种下的荔枝树苗还未过膝，在广
东省委省政府“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
号召下，为改变山区的贫困面貌，建设
金山银山，茂名人用 30 多年辛勤的汗
水，在荒山秃岭上种植了 135 万亩荔
枝，现已蔚然成林，成为世界上面积最
大的荔枝生产基地，年产荔枝 50 多万

吨，约占广东省荔枝总产量的一半，
全球的20%，产值70多亿元。茂名的荔
枝山成为了金山银山。

今年由于疫情影响，在春天荔枝开
花时，有些外省蜂农进不来，影响了荔
枝花期授粉坐果率，今年总产量略有下
降。茂名荔枝的早熟品种有三月红、妃
子笑和白糖罂，中后期成熟的有白蜡、
黑叶、桂味、糯米糍等，每年4月初开
始少量上市，到6月初进入采摘高峰期。

我来到被誉为“中国荔枝第一镇”
的高州市根子镇，茂名市林业局的负责
人带我登上一座山顶的观荔亭，举目远
眺，7万多亩一望无际的荔枝林，含丹
拥翠，蜜味飘香，令人心旷神怡，眼前
片片绿海红潮，无边无涯。荔林深处，

一座座果农自建别致的“荔枝楼”若隐若
现，犹如绿海星帆。观荔亭上游人如
织，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据说根子镇在秦朝末年就开始栽种
荔枝，我来到柏桥村的贡园，园子约
100亩，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
里生长的32棵苍劲的古老荔枝树，多在
500岁以上的高龄，至今仍生机盎然，被
誉为“荔枝博物馆”。园主人介绍，相传
出生高州的唐代宦官高力士，当年贡奉
给杨贵妃品尝的荔枝即摘于此园，因此
根子镇被称为“大唐荔乡”。曾任清代两
广总督的诗人阮元也因此赋诗道：“新歌
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
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的佳句。

根子镇是中国荔枝种植面积最大的
乡镇，其优良品种白糖罂和白蜡被定为
名牌产品，其特点是早熟、果大、平均
单果重 20 克，果皮鲜红，肉色似白蜡。
目前，茂名荔枝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日
本、澳大利亚、荷兰、法国、俄罗斯、阿联
酋、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根子镇的柏桥村有970家农户，种
有荔枝4200多亩，全村99%的农户住上

“荔枝楼”，过去穷困的山村走上富裕道
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根
子镇以11公里长的大唐荔乡景观大道为
主轴线，沿途重点打造 4 个精品示范
村，串点成线、连片成带，坚持做到生
活、生产、生态的三生同步，把美丽乡
村建设融入文化、旅游、水果加工、电
商、民宿、康养等产业中。

如今，进入根子镇，远远就能看见
唐代风格的城墙、门楼，门楼旁有一座
栩栩如生的“一骑红尘”雕像。荔枝林
里的唐风古韵尽显“大唐荔乡”韵味。

上图：茂名的荔枝树

艺
术
体
验
游

寻
找
身
边
的
诗
意

本
报
记
者

赵

珊

本地游，出游半

径虽然缩小，但一样

能寻找到诗意，游客

比以往更加注重体验

旅 游 的 文 化 艺 术 内

涵。逛博物馆、观看

展览、品味非遗等艺

术沉浸体验，为生活

提供了丰盈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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