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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天，中国旅游日将第四次与我们相会。
进入5月以来，当月 19日的中国旅游日就成为了旅

游业界的主题词，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
阵势，迎接这场“盛宴”。5 月 19 日，是 《徐霞客游
记》 的开篇之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
任戴学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徐霞客一介布
衣，着草鞋、拿拐杖，单身游历天下。中国旅游日选
在这一天，某种意义上看重的正是徐霞客的平民身
份。那么，这个平民的节日，如今是否真正走入寻常
百姓的生活了呢？

旅游日成优惠日

相较于“五一”期间门票、住
宿等价格“涨声一片”，优惠、打
折、促销甚至免费等成为中国旅游
日的标签。

记者以“中国旅游日”、“优
惠”为关键词在百度中检索，自 5
月 1 日以来，相关新闻共有 781
篇，而截至记者发稿，全国 31 个
省区市均将在5月19日当天推出优
惠措施。江苏推出 239 条惠民措
施，全省部分旅游景区给予游客不
同程度的门票优惠；浙江全省景
区、公园等所有的资源，将对群众
免费或者以价格优惠等形式开放，
同时，浙江省将开展中国旅游日浙
江“百城千景”旅游惠民活动，力
争惠及民众300万人次以上；上海
推出 49 条惠民措施，由市旅游协
会景点分会组织 49 家景点单位开
展门票对折优惠活动；河北推出
34 条惠民措施，邢台还免费发放
旅游优惠券2万张。

这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日设立 4 年以来的常态，一批
“淘票族”也应运而生。北京的公务员张力正是看中了
中国旅游日的优惠措施，“五一”期间宅在家，而选择
在 5 月 19 日休一天假，与 17、18 日周末两天拼成一个
小长假。“这样既能避开‘五一’的高峰、涨价，还能
享受不少优惠。”张力介绍，在他参加的一个自驾游俱
乐部里，许多朋友从中国旅游日设立的那一年，就已开
始了这样的错峰旅游。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时至今日，我国的
旅游业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中国旅游日一系列惠
民措施的推出与它设立的初衷是吻合的。

知名度有待提高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旅游日”不
了解。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附近随机采访了10位
路人。其中，4位已退休的老人和1位外来打工者表示完
全不知道有旅游日，2 位在校大学生表示知道这个日
子，但具体是哪天不清楚，1 位中学生表示从附近旅行
社门店的宣传中知道是下周一，2 位白领表示关注过中
国旅游日的相关活动信息。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王衍用
表示，公众对中国旅游日了解不多，需要通过旅游行
业、相关部门开展宣传和主题活动，加深公众对它的认

知。戴斌也认为，对中国旅游日的认识会随着国民旅游
意识的不断深化而普及。

而普通网友还给出了另外一个解释。中国旅游日是一
个全国性的宣传日、活动日，而非法定假日，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许多人对它的陌生。有网友专门翻查日历，发现从
2011 年设立中国旅游日到 2030 年，期间只有 2012、2013、
2018、2019、2024、2029、2030七个年份的旅游日逢周末，上班
族、学生族很难在旅游日出游，享受优惠措施。此外，在中国
旅游日当天推出打折或免费门票的多是中小型景区。

对此，戴斌指出，应当推动更多的公共设施免费，
特别是城市公园实行降价或免费，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要

更多地适应百姓需求，发展经济型酒店，倡导建设经济
型景区，发展廉价航空，并积极推行带薪休假和弹性工
作制度，实现错峰旅游。“我国正处于大众化旅游发展的
初级阶段，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应更加亲民，要让百姓有
尊严地旅游和消费。”戴斌说。

呼唤净化旅游市场

1979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将每年的9月27日定
为“世界旅游日”，一些发达国家也选择特定的日期，作
为本国旅游日或旅游节。2001年5月19日，浙江宁海徐
霞客旅游俱乐部向社会发出设立“中国旅游日”的倡
议，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旅游

业的意见》，提出要设立“中国旅游
日”的要求。2011 年 3 月 30 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自 2011 年起，
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有媒
体指出，中国旅游日的诞生是一个

“从民间发起到国家认可”的过程。
这 10 多年也正是中国逐渐成长为

旅游大国，并向旅游强国迈进的阶
段。据不久前闭幕的 2014 世界旅游旅
行大会发布的数据，2013 年中国旅游
业增加值占全球 GDP的 9.5%，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贡献达 3.1%，创造了 1 亿
多个直接就业岗位。未来5年，中国旅
游市场规模将超过2.5万亿美元，出境
旅游将超过 5亿人次。“旅游日的设立
是作为产业的仪式概念存在，就像一
个国家每天要升国旗一样。”北京师范
大学副教授龚江辉这样认为。

而在这一仪式背后，普通游客除了
希望优惠措施常态化，更关注旅游途中
能否省心。去年，《旅游法》正式实施，给
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主管部门等

都立下了“规矩”，对长期以来处于无序状态的旅游市场起
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旅游法》实施7
个多月以来，有些旅游乱象又有抬头趋势。近一段时间以
来，通过微信朋友圈点赞换取免费香港游、云南游等频繁
出现，实质上仍是低价团、零负团费。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表示，中国
旅游日在于唤起各个方面对于旅游意义和旅游价值的认
识。对旅游业发展而言，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是不能
只看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为老百姓服务，让中国旅
游业真正成为让老百姓满意的服务业。而要做到这一
点，净化旅游市场，根治乱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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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沛县是汉高祖刘
邦故里，秦朝时置县，至
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历史 。
有“千古龙飞地，一代帝
王乡”之称，以汉文化发
源地著称四海。沛县文物
古迹众多，其中最为出名
的当属“古沛八景”之首
的“歌风台”。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
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
乱 ， 回 归 故 里 ， 置 酒 沛
宫，邀家乡父老欢宴，把
酒话旧，酒酣兴起，这位
马上归来的开国皇帝、布
衣英雄击筑高歌：“大风起
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
故 乡 ， 安 得 猛 士 兮 守 四
方！”刘邦“歌毕泣数行
下”，群情为之激昂，这就
是著名的 《大风歌》。此歌
只有3句，却字字金石，掷
地 有 声 ， 其 奋 发 有 为 之
志，悲壮豪放；建功立业
之心，气势磅礴；安邦忧
国之虑，凝重深切。可谓
壮怀激烈，感人肺腑！

歌 风 台 分 为 上 下 两
层 ， 中 间 的 横 匾 “ 歌 风
台”为江苏著名书法家武

中奇所题，苍劲有力的笔画线条中，凝聚着历史
风云。下层是大型展厅，精心布置了“汉高祖刘
邦胜迹展”，从一介泗水亭长到斩蛇起义，从筑台
拜将到还定三秦，从楚河汉界到兵围垓下，全面
地展示了刘邦征战四方、开国创业的一生。沿着
青石台阶拾级而上，迎面便是一尊高大的刘邦汉
白玉雕像，他正举爵按剑，临风起舞，酒酣而歌，一
派豪迈英武的气度。明末清初诗人阎尔梅在《歌风
台》诗中写道：“上得歌台风满天，如闻击筑十三弦。
还乡高会山河动，开国元音创守全。”

歌风台上建有一座 6米高的望楼，大斜坡顶，
屋檐微翘，斗拱雀替，线条劲挺而造型简朴，再
现了汉式风韵，楼匾题为“华夏第一楼”。望楼内
存有珍贵的大风歌汉碑一块，高一丈一尺，宽四
尺四寸。字体浑圆虬劲，结构匀称优美。据 《沛
县志》 和 《徐州府志》 记载，此为东汉蔡邕或曹
喜所书。今人冯亦吾先生考证为西汉沛人文学家
爰礼所书。诸说不一，但被公认为我国的书法珍
品。汉碑现存部分约为原碑的3/4，石质坚细，虽
历两千年风雨剥蚀，文字仍清晰可辨。

歌风台原在古县城东南，历经沧桑，屡迁屡
建。今天的歌风台，建筑面积 1.26 万平方米，建
筑总高26.8米，壮阔雄伟，令人震撼。

题图为歌风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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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尹 婕

由著名文化学者殷伟创意策
划的《五福寿为先——花体百寿
图非遗展》，日前在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与观众见
面。该展撷取历代名家、民间年
画、民间工艺中各种吉祥内容的
花体“寿”字100余幅，配上简
明扼要的阐释文字，图文并茂地
展示花体“寿”字迷人的艺术魅
力。

中国民间历来有“五福”之
说，即福、禄、寿、喜、财，说
的是 5 种世俗观念和人生理想。
在人们心目中，五福之首是寿，
于是乎寿诞之日的送“寿”字祝
寿也成了重要仪式之一。人们习
惯把 60 作为祝寿的起点，把 60
岁后的每 10 年称为大寿，60 岁
以后的每5年称作小寿，不管大
寿小寿，都要举行庆祝活动，给
寿星祝寿的寿堂中都要贴“寿”
字中堂。

“寿”字是中国汉字中一个
古老而神秘，却又多变的异形单
字 ， 一 个 看 上 去 普 普 通 通 的

“寿”字就有 1.6 万个不同写法，
当然，这还不是完全的统计数

字，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汉字也比不了“寿”字的写法之多，这也是世
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无法达到的。“寿”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中
华民族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式各样的“寿”字千变万化，让人目不暇接。花体“寿”字是以
“寿”字与吉祥图案组合搭配，形成以“寿”字为主体、辅以各种具有祈
吉祝祥寓意的人物、花卉、器具等图形。这种花体“寿”字构思十分巧
妙，画面是各种图案组成的一个大花体“寿”字，在“寿”字中画上象
征富贵的牡丹、松鹤、八仙、暗八仙、百子祝寿等吉祥图案，组成了一
幅具有吉祥长寿意义的“寿”字图画，寓意更加丰富，图形也更加好
看，是一种充分反映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的文字形式，更是体现了中国
人别具一格的独特匠心。民间常以此花体“寿”字作为给老人祝寿的寿
礼，向尊长表达祝贺长寿之意。

深圳文博会展出花体百寿图
伟 文

深圳文博会展出花体百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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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陈鸿寿《寿山福海》清代陈鸿寿《寿山福海》

应好友之邀，我来到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坝美景
区。这里位于云南省的最东南端，
滇、桂、黔 3 省交界处。车出广南
县城，往北行驶。一路群山迷蒙，
峰回路转，行至42公里处，到达发
利村再左转约 500 米，便到达坝美
的入口。

坝美坐落于两个溶洞之间，需
乘船穿洞才能抵达。要是走陆路，
那得跋山涉水，翻越悬崖。这情景
令人想起武侠小说，那些高手侠客
偶然坠入山谷后意外发现的一个宛
若仙境的神秘之处。

洞口，一瀑飞流而下，水流哗
哗作响，一丛高大龙竹，郁郁葱
葱。行舟入洞，周围一片漆黑，不
见一丝微光。人们屏声静气，只听
到船工划桨击水之声。忽然，一曲
细细的歌声轻轻撞击着我的耳鼓，
凭着一抹船头的电筒微光，发现是
一位壮家姑娘，在用壮语歌唱。歌
声如天籁之音，那种恍如隔世的感

觉来了，尘世间的烦扰立刻都被挡
在了洞外。

前路茫茫，几分彷徨之时，一
道亮光照亮了溶洞空间，仿若海上
灯塔。经历一番黑暗，大家的心态
似乎得到了调整。洞中怪石嶙峋，
有的如狮如豹。不时有蝙蝠飞过，
发出噼啪之声。人们有的唱着山
歌，有的吹起口哨，有的评说着崖
壁上的奇石，任悠悠的小船在洞中
行驶。

随着一阵热烈而欢快的唢呐声
响，眼前洞口豁然大开，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坝美的壮族姑娘，她们
翩翩起舞，欢迎远方的客人。弃船
登岸，喝一杯壮族姑娘献上的美
酒，行进在田间小道，放眼坝美，
犹如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眼前豁然
开朗。

这里四面环山，不通公路，进
出村庄多靠溶洞水道。田间，稻谷
飘香，蜻蜓飞舞；道旁，树木葱
郁，枝繁叶茂的大榕树，盘根错

节，生机盎然。几个壮族老人端坐
在树荫下，注目远方，神态安详，
看着他们悠然自得的神情，立刻使
人想起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诗句。

在这里，水不仅是生命之源，
也是美之源泉。坝美的河道或直或
弯，举目远眺，峰峦层叠，浓淡有
致。近看，河边村舍依依，垂杨覆
地，小桥流水人家，嬉水的白鸭，
吱吱的牛车声，咿呀作响的水车，
衬映出朴素的乡土风情，显得幽雅
恬静。一叶叶穿梭其间的小舟如在
画中，真个“船行着色屏风里，人
在回文锦字中”。当然，更令你着迷
的，是这里的“圣水”，坝美的水
呀，清澈、纯净，触之如抚玉璞凉
而不寒，喝之如饮甘露。山因其透
明而流满了活力，人因其纯洁而呈
现光彩。河水由近到远呈现着墨
绿、深绿、浅绿、淡绿，还有茶绿
……让人想到西王母的天池，海底
龙宫的翡翠。

山静水静人静，就容易痴想。
坝美河水那种生命的原色让游人纷
纷猜想缘由。有的说是天空的蓝和
四周山上的植物映照在河里；有的
说是河底水草衬出来的；还有的
说，也许是河水含有某种矿物质。
看着坝美的水，真有置身于世外桃
源之感。

拜访村民家，凭栏而坐，喝着
主人奉上的香茶，或品尝一碗汤
圆，是何等的惬意。如果你有兴
趣，还可以浏览一番他们的生产生
活用具，如织布机的机杼，舂米的
石臼，磨面的石磨。

坝美的入口在北，出口则在
南。出口处，山峰如一座屏障，顺
着河道乘船前行，依然有大大小小
的溶洞，但意趣却与来时大不一
样。坐过摇摇晃晃的马车，再上
船，游过另一个与坝美相邻的溶
洞，赫然发现，刚被时光阻隔的嘈
杂世界，已经重新挤在眼前。

到坝美，当一日陶渊明，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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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美风光坝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