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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审视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
德林的诗句“人生在世，成绩斐然，却还依然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将其阐释为“每个
人都要诗意地栖居”。何为“诗意”？芬芳的花
园，青碧的草原，夜静春山空，独钓寒江雪，
杨柳岸晓风拂月，小桥流水人家……？是，却
又不尽然。

正如美学家所说，生活中不缺乏美，缺的
是发现美的眼睛，“诗意”大抵也是如此——大
家都在热切地眺望远方，期望从远方发现诗
意，可通常，“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诗意”常就在身边，
就在你不经意处。

笔者最近不经意地经历了一次名副其实的
“诗意地栖居”，这就是诗人李龙炳“诗意地栖
居”生活。

诗人李龙炳，我闻知其名有些年了，前不
久参加活动，方亲睹真身、识得其人。一眼看
去，在李龙炳身上看不出什么诗意：长相平
常，衣着普通，陌生状态下他不多言、不多
语，一经打开话匣，却又一板一眼、头头是
道。他身为一个当过多年农民、现开着一家小
酒坊的私营企业小老板，同时又曾是农村最基
层的一村之长，这些好像与“诗意”相隔十万
八千里。不过，细细打量，他鼻子上架着的那
副眼镜所透露出的文气以及脸上的一丝羞涩，
倒暴露出一种骨子里的诗人气质。

农民诗人李龙炳，已种了经年的地，写了

经年的诗。他经营的酒坊在龙王镇，这是一个
几千人聚居的小镇，由村落发展而来。酒坊侧
边是酒铺，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大大小小的玻
璃瓶、陶瓷罐，盛着酒，安静，却也拥挤。掌
柜的是诗人的老父亲，九十余岁，和善地与我
们打着招呼。酒瓶里的酒，看上去清清亮亮。

酒铺往里，是诗人一家居住的内院。院里
种有枇杷、石榴、桃等农家常见的果树，还有
几株梅花、几株桂花，好巧不巧，我最喜欢的
花就是这两种。看见这些树枝叶蓬勃、无病无
害的样子，我相信了诗人李龙炳的农民身份，
相信他侍弄植物的能力，相信他在田间地头不
会是花架子。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看着疏淡
的枝叶，可以想见花开时的景象。伫立树下，
闭上眼单是静静地想一想，就似有一缕缕幽淡
的花香袭来，“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
花”也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也罢，都让人心旌摇曳又安然惬意，妙极！

然而不仅止于此。李龙炳不仅在自家的院
子里营造诗意，还越过院墙，扩散开去，在他
管辖的社区内，也在竭力营造诗意、诗境，似
乎真正把作诗作为了建造生活的一种手法。西
江河河堤上打造了一道百米长的现代诗歌长
廊。镇上已举办了好几届“农民诗歌节”，在诗
坛也已小有名气，据说每年都吸引国内不少诗
人参加。

李龙炳仿佛在努力让诗意渗进人们的日
常。在社区的农家书屋，大量放置诗集，有的
是有意采购的，有的则是诗友主动赠送的。让
我意外的是，这里竟有两间近百平方米的大
屋，不仅诗集有专门的空间，儿童书籍、儿童
阅览也有专门的空间。这是不是诗人的一种贴
心呢？这还没完。在一块生态农业体验区，社
区还特意打造了一个萤火虫观览园。深秋向
晚，跫鸣早消声。但在这个园子里，因有大棚
保温，原本该绝迹的萤火虫，却在夜色掩映
下，星星点点，熠熠闪光。

这不妥妥的就是一种“诗意地栖居”吗？

日前，由中国旅游研究院等主办的“2022
中国城市旅游发展论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
行，展示城市旅游的最新发展。与会专家学
者、业界代表以“旅游城市·城市旅游”为主题，
研讨城市旅游加快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亮点频现

城市是最重要的客源市场和旅游目的
地，也是最集中的旅游创业创新空间，对旅
游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论坛上发布了
2022城市旅游优秀案例，不断创新的城市旅
游总会让游客欣喜连连。

依托徽州文化，安徽省黄山市推出农事
体验、民俗探秘等特色研学旅行并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新安江畔，演艺、美食、文创一
应俱全。西递宏村、黄山汤口、屯溪老街，一
批民宿集群，一边展示徽式烟火小生活，一
边撬动黄山蓬勃“大旅游”。

甘肃省敦煌市开发研学新时尚，将敦煌
文化融入城市的每一寸肌理，推出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研学项目，九色鹿星空、阳关壮别、
汉简学堂，彰显文化和旅游的完美契合，让
悠久的敦煌文化焕发勃勃生机。

“天亮看美景，天黑享生活”，湖南省郴州
市北湖区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创新青
葱书屋、露营市集、画舫夜游等特色文化项
目，打造商业联盟和智慧建设云经济模式，唱
响“北湖不夜天”城市新品牌。

海南省海口市推出尾箱集市、行浸式户
外实景演出，丰富了夜间消费业态，并在各区
打造出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商业
街区。当文旅范儿遇上璀璨灯火，市民游客
体验更丰富，海口的夜经济活力更强劲。

广东省茂名市以生态修复为核心，通过
挖渠引水、植树造林，结合矿区原有设施，开
发出集工业特色、山水园林、休闲观光于一
体的露天矿生态公园，为茂名城市复兴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技助力城市旅游。浙江省杭州市聚
焦文旅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深化“多游一小
时”便民服务，打造数字人民币“文旅惠民
卡”，为市民游客创造了更加美好的数字生
活新体验。

游客满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文化和旅游发展
稳中有进、繁荣向好。论坛上发布的《全国
游客满意度报告（2012-2022）》指出，过去十
年，全国游客综合满意度指数在波动发展中
明显提升。2012-2021年，城市交通、餐饮、
住宿、购物、娱乐、景点细分满意度指数不断
提升。2021 年各细分指标均达到满意水
平。2022 年以来，游客对交通、餐饮等方面
的满意度首次超过景区景点。

人民旅游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诞
生了一批游客满意度评价稳居全国前列的
魅力城市。游客满意度排名位居前列的重
庆、杭州、青岛、苏州、厦门、北京、无锡、成
都、南京、黄山、上海、济南、西安、宁波、烟
台、沈阳、广州、天津、洛阳和郑州入选“非凡
十年·魅力二十城”旅游城市名单。

近几年，旅游业加快了创新求存和迭代
升级的步伐。跟团旅游在线路创新、内容定
制、精益服务方面锐意创新。中旅旅行的“故

宫以东，一见如故”、春秋旅游的“微旅游”等
城市创意新线路不断涌现，显著提升了游客
体验和获得感。旅行服务商依托酒店、用车、
购物、服务人员等硬件配置和服务升级保障
游客安心出游，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城市和城市群
是旅游发展实力最强的区域，也是游客幸福
感较高的区域。重庆以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为阵地，打造夜经济产品体系，丰
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杭州“民呼我为”
项目为老年人提供更友好的游览服务，建设
老百姓身边的杭州书房。

文旅融合

近十年来，各地城市纷纷将旅游业作为
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放在优先发展
的位置，推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有中
国特色的城市旅游发展道路正在逐步形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城市旅游在文化和旅游融合中精彩不
断。北京 CBD、上海浦东、深圳前海、广州

塔、成都春熙路、珠海横琴等现代化建筑空
间，北京国家大剧院、厦门爱歌室内合唱团、
广州图书馆等文化空间和艺术创新，上海的

“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游”、无锡的“运河绝
版地、江南水弄堂”、北京的亮马河国际风情
水岸、南京的熙南里和《南京喜事》等文化和
旅游融合项目，都已成为城市旅游的新名片。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旅游是
生活方式，是小康社会的刚性需求，旅游目
的地是生活环境的总和，公共文化和商业体
系是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关键。城市高品质
的生活环境、现代化商业接待体系和公共文
化服务，已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关键要素。

依托城市空间的内容创造，已成为城市
旅游的新动能。上海以艺术赋能工业遗存，
将黄浦江畔的杨浦滨江段打造为“工业文化
之旅，滨江遗存蝶变”主题旅游线路。重庆将
休闲旅游与城市更新相结合，让渝中半岛的
十八梯老街区成为市民游客的休闲新空间和
旅游体验新场景。在这里，人们看见了文化
的遗产，也看到了城市的未来。

戴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
求以城市为依托全面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从风景到场景需要新探索，从旅游城市
转向城市旅游需要新思维，要构建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市旅游发展理论和政策体系，持续
提升游客满意度。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雒树刚表示，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要打造一批旅游休
闲城市，深度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走中国式
旅游休闲城市之路，要立足中国大地、取中国
文化之精华，体现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守正创新，打
造自己的特色。

①游客在江西省南昌市的艾溪湖湿地
公园露营休憩。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②游客在海南省海口市的海口湾海面
上驾驶皮划艇，欣赏落日余晖。

王程龙摄（人民图片）
③游客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边走边看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
陈晓根摄（人民图片）

④游客在江苏省常熟市尚湖景区乘坐
竹筏观赏水上森林。

阙明芬摄（人民图片）

在辽河入海口的河海交界地
带，只见碧海旁、蓝天下，有一
片红色如火的海滩蔚为壮观。这
里就是辽宁省盘锦市的红海滩。

在潮涨潮落交汇的滩涂湿地
上，顽强地生长着旺盛而茂密的
碱蓬草。每年 4 月，碱蓬草长出
地面，初为嫩红，进入秋初后，
生长旺盛，颜色逐渐变深，10月
后由红变紫。光阴荏苒，造就了
这片极其壮观的红海滩。

据说，红海滩曾是“温饱
滩”，渔民采碱蓬草的籽、叶和
茎，掺着玉米面蒸做红草窝头。
后来，富裕起来的人们需要休憩
时，又发现它的新价值。而红海

滩总是一如既往地火红，红得让
人无比愉悦，那红从岸边一直伸
向奔腾入海的辽河，伸向广袤的
湿地深处。

红海滩是辽河口湿地的一个
奇观。辽河、大凌河、小凌河、
双台子河等多条河流汇聚辽河口
湿地，它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红海滩的对面是亚洲现
存最大面积的芦苇生长地。风吹
苇动，浩瀚的苇海如波起伏，针
形的苇叶与芦花飘动的方向保持
一致，如卫士般守卫着红海滩。
在这里，“大红大绿”搭配得如此
协调曼妙，在清风的指挥下仿佛
在低声吟唱：“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我们通过观光栈道，穿
行于苇海中，观赏壮观的景色。

在红海滩身旁是色彩斑斓的
沼泽。它的主人们色彩缤纷，让
沼泽也有了灿烂的容颜。丹顶鹤
头上的那一点红，可算是最珍
稀、最生动、最耀眼的红色。东
方白鹤、白鹭等通体如雪，色彩
点缀在腿脚上；白天鹅、黑天鹅
名字本身就带了颜色；野鸭、大
雁，或深灰、或浅褐；在此栖息
的最珍贵的鸟要数“黑嘴鸥”，白
身黑翅、黑尾，头和喙也为黑
色，唯双眼后面各有一白色半
环，极其醒目……辽河口湿地处
于东亚—西太平洋迁飞路线上，
也是中国鸟类三大迁飞路线的东
线，每年有近百万只鸟儿在此停
歇或繁殖。

城市旅游新意迭出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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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
卓 慧

①① ②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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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渭南市的澄城县，有个全国历史文化
名镇尧头镇，因尧头窑而知名。尧头窑是地道的
北方民窑，其陶瓷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尧头窑也被列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走进尧头窑，脚踏着一条条陶瓷碎片铺就
的道路，手摸着一面面匣钵堆成的墙壁，漫步古
色古香的老街，参观典雅质朴的古村落，访问各
式各样的制瓷作坊，欣赏琳琅满目的陶瓷展厅，
行走在漫山遍野的窑场遗迹，仿佛看到先民辛勤
制瓷的身影。

尧头窑遗址现存有古窑 130 余座、古民居 75
处、制瓷作坊78处、庙宇祠堂17处，是目前我国
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窑遗址群，被誉为

“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中国现存最大的天然
民窑博物馆”和“渭北高原的‘黑珍珠’”。

淙淙流淌的洛河，遍地可见的高岭土、白碱
土，为尧头窑陶瓷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这里
曾挖掘出刻有汉代年号和人名的陶碎片。尧头窑
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烧造的陶瓷品种丰富，造型装
饰多样，产品以黑釉瓷为主，还包括青釉瓷、黄
釉瓷、酱红釉瓷、铁锈花瓷、青花瓷等色釉品
种，尤以明清时期刻印花青瓷及黑釉瓷最具研究
价值。尧头窑在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所烧瓷器
的瓷釉品种、器物种类和造型均有增多。那时的
瓷釉品种除黑釉、青釉、茶叶末釉外，又增加了
黑釉剔刻花、酱釉、结晶釉、白釉、白釉黑箍
圈、白地黑花瓷等。明代晚期，尧头窑所烧制的
透明青釉质量非常高。尧头窑炉火鼎盛时期，以

碗窑、黑窑、瓮窑、砂窑四大传统窑系为主，有
瓷窑100余处。

尧头窑遗址中的瓮窑烧造区域，是一个窑与
瓷遗存的世界。峁梁阡陌间，无数的瓮罐堆叠在
茅草丛中，荒芜废旧的窑洞布满了山坡。这些瓮
罐似乎在叙说着尧头窑曾经的灿烂与辉煌，这些
窑洞仿佛在倾诉着岁月的古朴与沧桑，这些摇曳

了千百年的茅草好像在呼唤着未来与明天。
过去许多年，尧头窑烧制的瓷器大多是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今的尧头窑烧制的瓷
器已升级换代为艺术观赏品。目前尧头窑经营规
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陶瓷种类多达 20 多种，
年生产各类陶瓷产品已超过 10万件，除了畅销全
国各地，还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尧头窑遗址已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并成立
尧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管委会，致力于打造集
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尧头窑
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目前，来尧头窑遗址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

下图：远眺尧头窑。 雷康峰摄

渭北高原“黑珍珠”
赵学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