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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千
余年前，苏东坡曾发出如此慨叹。
雪窦山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
口镇西北，有“海上蓬莱、陆上天
台”之誉，千百年来，此处名人络
绎，佳句泉涌，构成了雪窦山奇峰
秀景的浪漫底色。

让雪窦山闻名天下的，是宋朝
皇帝的一个梦。相传，北宋仁宗帝
赵祯梦中游山玩水，醒来后为梦中
美景所吸引，下诏各地画师“图天
下山川以进”，就是让人画天下名山
供他对照。当他看到雪窦山的景观
图时，因其胜景正合梦境，特颁

《宋仁宗皇帝敕谕》，下令免除雪窦
山的山民徭役，禁止上山采樵，以
保护山林美景。后来，南宋理宗皇
帝赵昀写“应梦名山”四字以石碑
刻之，颁赐雪窦资圣禅寺 （今雪窦
寺）。现在，这块石碑仍保存于御书
亭内。

除了皇帝的青睐，诗人们更是源
源不断涌向雪窦剡水，他们也是在

“追梦”——因为仰慕东晋遗风，寻找
隐居剡地的王羲之、许询遗迹。许多
诗人想去嵊州金庭，那是王羲之晚年
的居处与卒地。金庭通向雪窦山的
山道古已有之，雪窦山靠嵊州一侧，
与金庭只隔山脊而相邻。所以，雪
窦山附近也留存着“王许”印记。王
羲之当年忘情于山水，以至嫌金庭
还不够过瘾，向东翻过剡界岭，在
现在的奉化溪口六诏村辟建别业，
流连自乐。

在四明山南麓、奉化西南剡溪
边，诗仙李白曾在夜行剡溪时低声
吟咏：“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
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而比李
白大 12 岁的诗人孟浩然直抒胸臆
道：“高步陵四明，玄踪得二老。纷
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此外，刘
长卿、贺知章、孟郊、施肩吾、陆

龟蒙、皮日休、崔道融、方干等百
余位唐朝诗人佳句泉涌，让雪窦山
充满无限诗意。比如，方干在《游雪
窦寺》中大赞，“地高春色晚，天近日
光多。流水随寒玉，遥峰拥翠波”。

因为古时雪窦山多瀑布，也被
称为瀑布山。其中，千丈岩崖壁如
削，一挂白练直泻谷底，蔚为壮
观。宋真宗赵恒曾赐名“东浙瀑
布”。北宋王安石写诗赞千丈岩瀑
布：“拔地万重清嶂立，悬空千丈素
流分。”据传，同为“唐宋八大家”
的曾巩，也曾在千丈岩西边山坡上
观瀑，他很想写一绝句，但想半天
想不出超过王安石的诗句，便顺山
道下坡，走到底下观瀑，写下了

“玉虬垂处雪花翻，四季雷声六月
寒。凭槛未穷千丈势，请从岩下举
头看”。

水由地载，山以水分。在那个
“北马南舟”的时代，无数文人墨客
坐船进浙东，水尽登山放歌，在四
明大地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
篇。直到今天，历代吟咏不绝的诗
路风雅依旧迷人，也吸引着更多人
前往雪窦山打卡。

近年来，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奉
化“金名片”日益亮眼。奉化、嵊
州、新昌“奉嵊新”旅游推广联盟
成立，成功举办了2023年浙东唐诗
之路文化旅游消费季，推出浙东唐
诗之路文旅系列活动。此外，当地
将唐诗之路 （奉化段） 建设作为推
动奉化文化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特
色区的重要抓手，统筹 《雪窦山文
化传承生态保护总体规划》《雪窦山
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创建实施方
案》 等规划，编制 《唐诗之路——
奉化溪口段总体策划》，全面加强规
划保障。

题图：雪窦山风光。
胡美恩摄

诗意雪窦今胜昔
陈素萍 严世君

百年历史，赓续传承

音乐，是流淌在哈尔滨血液中
的传统。

20 世纪初，来自德国、法国、意
大利等国家的世界级演奏家、歌唱
家、指挥家，移居哈尔滨，在这里创造
了 西 洋 音 乐 在 中 国 的 许 多 个“第
一”——中国第一场交响音乐会、第
一所音乐学校、第一支交响乐团……

2021 年 10 月 1 日，哈尔滨交响
乐团与北京交响乐团等全国15支优
秀乐团同台演出，在天安门广场上
用交响乐为共和国生日献礼。

“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于 1908
年，是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说起
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历史，哈尔滨交
响乐团党委副书记、副团长张景峰
告诉记者，乐团的国际范儿十足，
不仅有许多外国演员，还先后与以
色列爱乐乐团等中外多支交响乐团

以及祖宾·梅塔等中外著名指挥家联
袂演出，并登上了俄罗斯、奥地利、丹
麦、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舞台，
是哈尔滨走向国际的一张名片。

在哈尔滨交响乐团，记者遇到
了正在与演员一同排练的指挥家汤
沐海。这几年，汤沐海每年都有大
量时间留在哈尔滨，不管是排练，
还是演出，汤沐海都不辞辛劳。谈
到哈尔滨的音乐传统，汤沐海说，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文化艺术发展，
群众热爱音乐，还有专门的音乐
厅、大剧院，“我们作为音乐人，应
当把音乐会组织好，为人民群众提
供好的音乐作品，让市民走进大剧
院、走进音乐厅，这既是从业者至
高的荣誉，也是我们的使命。”

汤沐海口中的音乐会，说的正
是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简称“哈
夏”）。1961年，历时11天、700余
名演员参演的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
会，用优美而又振奋人心的旋律，
为哈尔滨的音乐文化传承发展掀开
了新的篇章。

一晃 62 年，“哈夏”从地方性
音乐活动升级为国家级音乐盛会，
张权、郭颂、李谷一、盛中国、郑小
瑛等著名歌唱家、指挥家，莎拉·布莱
曼、理查德·克莱德曼、祖宾·梅塔
等音乐家、指挥大师，都曾在“哈
夏”舞台上一展风采，哈尔滨人的
音乐血脉也在“哈夏”的发展中不
断赓续。

中国的“哈夏”，已成为世界音
乐交流的舞台。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音乐，浸染在每个哈尔滨人的
日常生活中。

松花江南岸，哈尔滨音乐主题
公园坐落于此，用雕塑具象化呈现
东西方不同的音乐形式。许多市民
和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细细品读

“宫商角徵羽”的介绍，与音乐名人
的雕塑合影……人们在公园里可以
沉浸式体验音乐文化，感受音乐的
脉动。

今年10月，国际指挥大师瓦莱
里·捷杰耶夫率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
在哈尔滨音乐厅演出“马林斯基交
响乐团音乐会”。“能看到国际一流
高水平乐团来哈尔滨演出，我很激
动，这样的演出很符合哈尔滨的城
市文化特质。”哈尔滨市民胥嘉南在
观看了演出后说：“演出现场井然有
序，气氛像过年一样，喜庆祥和。我
们欢迎国际一流院团常来哈尔滨，不
只是演出，也来感受我们哈尔滨人的
热情。”

在哈尔滨，音乐无处不在——音
乐是哈尔滨大剧院里中西乐器的交
相回响，是松花江畔业余合唱团的阵
阵歌声，是在百年老街上响起的《喀
秋莎》，是公交站旁的琴音袅袅……

坐落在松北区文化中心岛内的

哈尔滨大剧院，是哈尔滨的地标之
一。自2016年运营至今，这里共上
演交响乐、芭蕾舞、歌剧等国内外
各类演出1800余场。哈尔滨保利剧
院公司总经理许迅介绍，从今年初
开始，哈尔滨大剧院与当地高校、
艺术院团加强合作，既为市民提供
欣赏演出的平台，又为大家提供登
台演出的舞台。

目前，哈尔滨全市已有 2000 多
支群众文化团队，秧歌队、舞蹈队、合
唱队……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书记、
馆长栾永欣说，近两年，哈尔滨市群
众艺术馆面向老百姓陆续开展 100
多门免费艺术课堂，惠及市民 3000
多人，“哈尔滨市民的艺术素养非常
高，许多人都有音乐基础，拿着乐谱
就能开唱”。

“音乐＋”涌现，释放新活力

伴随着哈尔滨的焕新发展，音
乐，散发出更多魅力。

在“蚂蚁剧场”欣赏一场舞台
剧，在购物广场观看一次演出……
在哈尔滨西城红场，用老工业零件
组装的巨型“蚂蚁”、高高耸立的水
塔、斑驳的红砖厂房，将人带回哈
尔滨机联机械厂昔日的辉煌记忆。
经过十余年发展，西城红场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据记者了解，在西城红场，与
音乐相关的酒吧、餐厅等品牌项目
就达 20 余家。举办“郎朗钢琴演奏
会”、“海豚音王子”维塔斯演唱会，
搭建市民与艺术家同台演出的舞
台，孵化原创乐队“西城说”……音
乐给西城红场带来了活力，也注入
了发展动力。

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马
迭尔阳台上飘来的音乐声。在百年
老街中央大街，每当“阳台音乐会”上
演，都有许多游客驻足欣赏。

从 2008 年 5 月开始，马迭尔阳
台音乐至今已举办十六届，百年建
筑与音乐交相融合，成为中央大街
上一条独特的风景线。音乐响起，
大家站在楼下，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
中，感受着“音乐之城”无处不在的音
乐魅力。

马迭尔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马迭尔阳台音乐是公益性音乐表
演，每年邀请来自多国的艺术家参
与演出，希望通过音乐演出吸引人
们观光旅游，让游客了解更多哈尔
滨的文化。

题图：哈尔滨大剧院。
图①：民间乐团在哈尔滨松花

江畔进行乐器表演。
新华社记者 石 枫摄

图②：哈尔滨交响乐团在演出。
图③：百年老街中央大街，演艺

人员在“阳台音乐会”上为游客表演
节目。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哈尔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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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音乐之城”尽显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刘梦丹

松花江北岸、哈尔滨大剧院旁，哈尔滨音
乐博物馆静静矗立着，向每一位来客讲述着哈
尔滨的音乐记忆。

拥有一座专门的音乐博物馆，在中国的许
多城市里并不常见。这座博物馆，虽开馆仅有
两个年头，却已小有名气，接待游客超过10万
人次。

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联合国授
予哈尔滨的“音乐之城”奖牌。“2010年6月，在
西班牙巴塞罗那，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
将奖牌授予哈尔滨。”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馆长
苗笛记忆犹新。

自此，哈尔滨成为全球第六座被联合国授
予“音乐之城”称号的城市，也是亚洲唯一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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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鄱阳湖畔余干县康山垦
殖场插旗洲分场内，成群的候鸟在
此聚集，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和
游客前来观鸟、拍鸟。眼下，正是
鄱阳湖的最佳观鸟季。

11月初，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三
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从2023年11
月持续至 2024 年 1 月，将往届的

“观鸟周”升级为“观鸟季”，向全
世界展示鹤舞鄱湖的自然美景和江
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据介绍，
前两届观鸟活动的举办，带动了沿
湖特色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以永修
县吴城“候鸟小镇”为例，今年前
三季度，该小镇接待国内外游客 75
万余人次。“观鸟+”旅游让周边群
众享受到发展红利，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此外，观鸟活动的举办
还向全世界展示了江西“人鸟共
生”的生态图景。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日益向
好，“观鸟”已成为多地的城市名片。

每年，数百万只鸟儿到山东省东
营市越冬、栖息和繁殖。位于东营的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被
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是国际候鸟
迁飞保护的关键区域。近日，东营市
举办“沿着黄河遇见海”黄河口国际
观鸟季活动，该观鸟活动成为东营突
出城市生态特色、彰显生态优势，
以水为景、以鸟为媒，精心打造的
生态文明与文旅深度融合的一张靓
丽名片。

发展“观鸟+”旅游，还为当
地提供了展示多元文化的窗口。东
营有着底蕴深厚的黄河文化、红色
文化、石油文化、孙子文化等，此
次观鸟活动的举办也成为当地探索
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一步。

“没想到，我第一次来就拍到了
清晰的犀鸟画面！”观鸟爱好者孙先
生看着相机里的照片激动地说。10

月以来，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犀鸟谷
进入最好的观鸟季节。这里自然生
态环境优良，享有“中国鸟类资源
第一县”的美誉。依托丰富的鸟类
资源，盈江县建起观鸟特色村寨，
规范鸟类监测点，规定生态休养
期，开展鸟类跨国联合保护，举办

“国际观鸟节”等。越来越多的村民
主动学习鸟类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相
关知识，当起“鸟导”，“以前进山
背刀，现在进山当导”。随着“观
鸟+”旅游的发展，当地不少昔日
的穷山村，变身为充满活力的富
村寨。

“观鸟+”旅游的发展，推动着
各地不断完善相关服务设施，推出

“观鸟+踏青”“观鸟+采摘”“观鸟+垂
钓”“观鸟+徒步”等新兴旅游产品
线路，吸引更多游客前往，在百鸟
鸣啭中感受绿水青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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