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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福建永定土楼、广东开平
碉楼的显赫声名，江西赣州的龙南围
屋显得有些“低调内敛”。

作为一种由客家人创造出的家族
建筑，围屋集家、祠、堡于一体，防
卫特征鲜明。围屋外墙大多是用石头
构筑的坚固墙体，内部粮仓、水井、
排污管道等设施一应俱全，从外部
看，连片的围屋像一座座易守难攻的
小小城池。

围屋内外颇有看头

龙南市杨村镇的燕翼围是赣南最
高、墙体极厚的客家围屋，其围墙厚
1.45米，下层用麻条石筑底，上层内
砌土坯砖、外砌青砖，墙基外密布桩
基，可谓“铜墙铁壁”。除了围墙，
燕翼围还设置了三道门用于防御。第
一道门为拱形石框对开铁门；第二道
门为活动闸门，顶部设有漏斗水池，
可防火攻；第三道为木质便门。

在龙南市内，分布着 370余座各
具特色的围屋，占赣南地区围屋总量
的七成左右，基本涵盖了客家围屋各
种建筑样式。因围屋数量之多、规模
之大、风格之全、保存之完好，龙南
被誉为“中国围屋之乡”。

龙南围屋形态丰富，有国字形、口
字形、回字形和不规则形等。现存围屋
大多为“国字形围”和“口字形围”等
方形围屋，建筑高度以2—3层居多，选
址多位于依山傍水的平缓地带，巧妙利
用山间狭小平地空间和当地石材、木材
等建筑材料，精心设计，合理布局，与
秀美自然融为一体。

围屋内，木刻、石雕等装饰细
腻华丽、别具一格，镂空、浮雕、
镶边镀金等雕刻工艺十分精湛。从
内容上看，龙南围屋的雕刻装饰丰富
多彩：有清新雅致的山水楼阁，有活
灵活现的花鸟虫鱼，还有耳熟能详的
人物故事。

在龙南市关西镇关西村里，有一座
占地7426平方米的国字形围屋——关西
新围，它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
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客家方形民居。关
西新围的核心建筑是中部套建的一幢
前后3进、5组并列、14座天井、120
多间主房的大宅，与大宅相配套的还

有花园、边房等建筑，是客家豪华民
居的典范。关西新围内部曲径通幽，
轩廊飞檐上有龙、虎、麒麟、凤凰等
纹样的木雕，造型生动，雕刻精美；
祠堂内的斗拱画彩描金，梅、兰、竹、
菊等彩绘山水画，显示出围屋主人的文
化品位。

活化利用围屋资源

这些守护客家先民安居乐业数百
年的特色民居，如今需要在保护修缮
中焕发出新的光彩。近年来，针对越来
越多人搬出围屋、不少古建民居闲置

失修等问题，龙南市开展“老屋复活”
项目建设，对燕翼围、关西新围等具有
保护价值的围屋进行保护修缮，通过
修旧如旧的方式，保持其原生态的客
家文化特征。对于普通民居围屋，则修
旧如新，统一粉刷外立面，添置公共设
施，打造“新客家风”乡村格调，发展出

“共享村落”“民宿村”等具有乡村旅游
发展潜力的产品，一村一品，竞相争妍。

在距离龙南市区 5公里处的桃江
河畔，黄花湾成为龙南市重点打造的

“共享村落”之一。
什么是“共享村落”？据介绍，

“共享村落”共享的是土地房屋资
源，通过设立老屋托管站，流转农户
自愿交予托管的闲置房屋，以村集体
名义通过群众自筹、政府奖补等方式
将老屋整修并出租，让有田园梦的创
业人士得以租赁闲置农房，农户获得
租金收益。

漫步于黄花湾，不仅有黛瓦石墙
与青山绿水相映的美景，还有“客家
梅子”非遗体验馆等新业态，让客家
文化以新潮的方式传承下去。

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石清雄，在
黄花湾“共享村落”建设之初，便与
几个朋友一起租下一块地，建起一家
音乐茶吧。为了保护邻近的祠堂古建
筑，石清雄放弃了能留出更多使用面
积的二层设计，转而采用一层全木质
结构设计。“我希望我的设计能与周
围环境融为一体，而不是突兀地新建
一个与文化背景不符的建筑。”石清
雄说。

在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共同
努力下，黄花湾这座昔日房屋破旧、
村民大量流出的“空心村”，如今成
为乡村旅游的好去处。截至目前，已
有十余家商户入驻黄花湾，涵盖餐
饮、民宿、露营基地等不同业态。今
年 1—4 月，黄花湾平均每月接待游
客1.3万余人。

在“铜墙铁壁”的燕翼围周边，
一些颇具客家风情的民宿发展起来，
游客们可以住在这里，俯瞰青砖黛
瓦，仰望高墙炮楼。“我们发挥围屋
资源集中的优势，把古围、古巷、古
塘、古桥、古井串联起来，建设独具
特色的客家文化古镇，让游客沉浸式
体验客家风土人情，感受客家文化传
承。”杨村镇党委书记赖伟胜认为，
商业业态固然重要，挖掘好、展示
好、融合好客家文化，才是围屋活化
利用的“魂”。

据了解，龙南市文旅部门以实用
为导向，以利用促保护，引导各乡镇
因地制宜、因围制宜打造业态，突出
自身特色，塑造旅游品牌，走差异化
发展之路。目前，龙南市已打造了桂
园里休闲民宿集聚区、双子围宿集、
九连山镇碧水瑶休闲度假区等民宿集
聚区，发展了 70 多家乡村民宿，预
计到年底，龙南市将有休闲民宿聚集
区11个，客房数1000多间。

龙南围屋展新姿
本报记者 郑少忠

龙南市关西村的关西新围凝聚着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以围屋为核心建起的旅游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
龙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供图

龙南市关西镇新围村的客家围屋里，村民们观看文化惠民大舞台赣南采
茶戏展演。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龙南市关西镇新围村的客家围屋里，村民们观看文化惠民大舞台赣南采
茶戏展演。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湖村近年来开发生
态马场、民族文化传承研学基地等旅游项目，图为
游客在玉湖村体验骑马。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2023 年服贸会首钢园区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内，观众驻足欣赏
“京剧文化之旅”展台。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与卢沟桥石狮数字形象“丰丰”
亲密互动、在开心麻花“沉浸式演艺
会客厅”看场喜剧、借助数字三维技
术回到通州古城……走进 2023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服
贸会”） 首钢园区的文旅服务专题展
区，不少观众被“科技范儿”十足的
展台展品吸引，驻足体验文化科技融
合项目。

作为历届服贸会最受观众欢迎的
专题展区之一，本届文旅服务专题以

“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消费”
为展览主题，吸引了 817 家企业参展，
展区内共举办文艺演出、讲座沙龙、
互动体验等近200场现场活动，为观众
提供丰富的参观体验。

主展区内，“最美中轴线”系列展
陈格外引人注目。壮美中轴、元宇宙
中轴和四季中轴三大场景通过裸眼
3D、卫星遥感、数字孪生、云渲染等
技术手段，将钟鼓楼、正阳门、天坛
等北京中轴线上的地标建筑一一呈
现。在“京剧文化之旅”展区内，巨
大的京剧脸谱装置艺术成为视觉中
心，“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主题
互动体验区各有特色，京剧主题国潮
饮品、光影成画、文化秀等环节精彩
纷呈，观众可以在科技赋能下沉浸式
体验京剧文化之美。

除了多样的数字化体验，展区内
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博文创活动也受
到观众欢迎。“我刚刚体验制作了一张

‘福寿双全’版画。”连续两年参观服
贸会的观众马先生一边向记者展示自
己手中的手工版画，一边感慨道：“服
贸会真是越来越好玩了！”

据北京艺术博物馆展位工作人员
介绍，为更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博物馆依照四百年前的印刷技术，复原了一台手工凸版印刷机
器，铜版上采用寿桃树、蝙蝠等包含福寿文化元素的图案，观众可以
亲手将这些图案印到专用的棉纸卡片上，把“福寿”带回家。

许多手工艺人也将“作坊”开进了服贸会现场。记者在展区内看
到，刺绣、拓印、剪纸、木作等传统技艺传承人纷纷秀出“绝活儿”，
不少展台被观众团团围住。此外，观众还可以亲自动手体验榫卯积
木、插花等技艺，参与非遗项目游戏互动。

据悉，为拉动旅游服务贸易提升、促进旅游消费增长，本届服贸
会还设置了以“引领文旅消费，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旅游展，通
过“文旅新生活”“演艺新空间”“传统新时尚”“区域新合作”四个主
题单元，重点展示京津冀旅游资源，现场提供多门类、高品质的旅游
产品，打造互动式、沉浸式演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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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

“小众游”带火旅游市场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湖滨商圈建设“15分钟服务圈”，为
市民和游客服务。图为驻点志愿者正在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应急救
助等一站式服务。 殷俊杰摄

沿黄五省赴韩推介文旅资源

天高云淡，清风送爽。在云南省丽江
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玉湖村，游客
沿着碎石铺就的村道漫步，有的在石块垒
砌而成的民居前拍照留念，有的在石头为
墙、青瓦为顶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咖啡，
静静享受古村落里的慢时光。

玉湖村是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第一村，
是纳西族传统建筑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古村
落之一。站在村里高处远眺，一座座朴素
的火山岩垒砌的纳西族民居掩映在红花绿
树间，石板路向远处延伸。

因历史悠久、民风淳朴、风景优美，

近年来玉湖村受到游客喜爱，在国内社交
软件上走红。走进玉湖村帝溢居纳西民
宿，来自江西的游客朱秀文正带着儿女兴
高采烈地体验磨豆花。“体验感很好。”朱
秀文说，孩子们不仅感受到劳动的快乐，
还了解了纳西族的民俗文化。

据玉湖村党总支副书记和新华介绍，
玉湖村曾是丽江坝区最贫困的村子之一。
近年来，玉湖村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
半山酒店、特色客栈、民宿餐饮等旅游业
态。今年1月至8月，玉湖村共接待游客超
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520万元。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尹亮钦介
绍，当前旅游消费呈现小众独特、自在松
弛、未知惊喜、深度在地四种新趋势，游
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行，而是希望
在出游中收获更加丰富的体验感和情绪满
足。丽江市在做好传统旅游线路的同时，
今年暑期推出研学游、亲子游等一批小众
旅游新玩法，东巴造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体验、白沙铜器打制等纳西族传统手
工艺学习传承、鸡豆凉粉等纳西特色小吃
制作以及识鸟观星等一批新产品受到游客
青睐。

在白沙镇木都村的丽江猎鹰谷景区，
设有越野卡丁车、丛林穿越、萌宠乐园等
多个项目。今年暑期，景区开展研学培训
40 班次，孩子们在研学过程中种植蔬果、
识别动植物、攀岩徒步，还进行了野外生
存训练。

在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普济村，古
树、古井随处可见，民居、咖啡馆、餐馆
错落有致，这个“旅居村落”吸引着越来
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

目前有100多名来自北京、四川、广东
等地的旅居游客入住普济村，大多数旅居
游客的房屋租期在半年以上，这些游客深
度融入当地生活。

尹亮钦介绍，今年1月至7月，丽江市接
待游客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138%；旅
游总收入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108%。

（新华社昆明电 记者字 强）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当地时间
9月4日，“你好！中国”2023黄河主
题旅游海外推广季韩国专场活动在首
尔举办。

活动围绕“看九曲黄河 听华夏
故事”主题，旨在向国际社会弘扬黄
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围绕文化遗
产、旅游资源等推广重点，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山西、山东、河南、四川和甘肃
等沿黄五省在现场进行了文化和旅游
资源推介。沿黄五省多姿多彩的旅游
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历史令韩国观众惊

叹。中韩文旅机构、企业围绕文化和旅
游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方式、推广手段、
文化创意以及如何挖掘有特色高品质
的文化旅游产品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活动专门组织了“中国优秀
文化和旅游企业巡礼”环节，旨在加
强中国和韩国文旅企业交流合作，共
同助力中韩文化和旅游市场开发和产
业发展，为加深中韩友好交流与互利
共赢作贡献。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万铤以
视频方式为本次活动致辞，他表示，
黄河是波澜壮阔的自然河，也是源远

流长的文化河，更是孕育中华民族精
神的母亲河。

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主任张若
愚表示，黄河流域自然资源和文化遗
产非常丰富，希望本次活动让更多韩
国民众了解黄河、理解黄河、向往黄
河、走向黄河，领略九曲黄河奔腾不
息的壮美景观。

韩国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金世媛
表示，韩中两国地缘相近，互为重要
的旅游市场。本次活动是向韩国民众
推介中国黄河主题旅游的好机会，期
待通过此次活动促进两国旅游交流更

加活跃。
据介绍，“你好！中国”2023 黄

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季专场活动在海
外推出黄河文化旅游带精品线路多语
言版、“发现中国黄河之美”——黄
河主题视频全球展映、“看九曲黄河
听华夏故事”主题展、“遇见黄河”
文化旅游资源展播、“天下黄河”慢
直播等共计约 940 个数字产品。目
前，该活动已成功在巴西圣保罗、美
国洛杉矶、韩国首尔举办 3 场推介
会，将推动沿黄省份入境游发展，加
深国际旅游合作和民间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