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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走马观花
式旅游已无法满足游客们的需要，游客
更看重的是精神方面的享受。而以实景演
出为代表的旅游演艺模式，最受游客们的
欢迎。国务院此前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
业改革发展，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
消费额将达到5.5万亿元，城乡居民年人
均出游4.5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将超过5%，并提出鼓励专业艺
术院团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合作，打造特色
鲜明、艺术水准高的专场剧目，鼓励建立
特色名镇古村。

旅游演艺以真山真水为演出舞台，
以当地文化、民俗为主要内容，融合演
艺界、商业界大师为创作团队的独特文
化模式，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成
为旅游业中的新亮点。西安有《梦回大
唐》，桂林有《印象·刘三姐》，云南有《云
南映象》，国内许多旅游城市通过歌舞
剧等艺术形式打造文化旅游产品，成功
地借助旅游演艺宣传了城市形象。

自 2009年 9月，文化部与国家旅游
局发布的《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打造当地优秀旅游
演艺产品后，中国旅游演艺就从常规演艺进入到演艺成
为独立景点或旅游吸引物的发展历程，“白天观光休闲，
夜晚观影赏秀”成为旅游市场一个类型化的道路。

自2004年“印象”系列打开旅游驻场演出市场以来，
经过10年跑马圈地快速发展之后，旅游演艺该领域开始
步入调整期。根据对全国各地旅游演出的经营情况调
研，旅游演出票房收入普遍下降10%—30%，有部分演出
收入下降幅度甚至达到50%。

究其原因，一方面，各旅游景区近年来推出的旅游
演出项目，大多数旅游演出项目制作存在严重的趋同化
现象，虽在选材上各有侧重、节目亮点不同、节目名称各
异，但在总体构思、节目创意、编导手法、制作手段上大
同小异；另一方面，旅游演艺经营多年来一直采取与旅
行社分票房、给导游返点的方式争取游客，导游在原有
行程之外安排游客自费观看演出是各地旅游演出最普
遍的营销方式。《旅游法》正式实施后，未列入旅游行程
的演出项目将不能由导游自主安排，这是近年来旅游演
出票房下降的主要原因。

海南旅游研究院院长杨哲昆认为，文化旅游产品要强
调多元化，不一定要大而全的产品。“立足现有的文化旅游
资源，精心搞好策划、深入挖掘文化、张扬本土个性，同时，
特色文化要有合理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旅游演艺产品
的编创必须能够触动时代脉搏、雅俗共赏，符合旅游者的大
众口味。旅游演艺相结合创造的并不仅仅是文化消费本身，
还有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位，创造的是一个旅
游目的地的品牌、魅力和恒久的吸引力。本土特色是否明
显，是文化旅游产品能否吸引游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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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索娜姆介绍，每年来不丹
旅游的外国人有4万多人，其中中
国人 7000 人。2008 年，影星梁朝
伟、刘嘉玲来不丹结婚，让很多中
国人开始关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南
麓的小国家。但是来到不丹，你会
毫无疑问地确认——新任国王旺吉
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和
他美丽的妻子佩玛，是最尽职的不
丹旅游代言人。

旅游车上，导游津津乐道的是国
王的故事。不丹自1907年建国以来，
共有5任国王，不丹是一个可以一夫
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国家，第四位国王，
也就是旺楚克的父亲就有4个老婆，
而新任国王旺楚克却只钟情妻子佩
玛，而且是一见钟情。这种王子与灰姑
娘的爱情故事总是那么浪漫中听。加
上这一对儿确实男帅女靓，且都是“学
霸”，气质时尚。

游客到达不丹的第一站，导游就
会带领前去首都廷布扎西确宗，参观
国王的办公室，并虔诚地指点国王的
住处告诉你：“只是几间欧式房子，生
活很简朴。”

显然，不丹年轻的国王和王后
联袂主演了史上最卖座的不丹旅游
宣传大片——有颜值、高学历、有故
事，勤政爱民，生活简朴，简直符合
好莱坞大片的所有畅销元素。事实
上，我们在去不丹之前，不丹国王的
爱情故事在微信圈里已经刷屏。

不丹不发达不富裕倒也并不贫

穷。城市房子都很精致，风格保持传
统，且无论城市乡村都很干净，人多
温和友善。

许多家庭都有小汽车，多为经
济型车。最多的是印度车，其次是韩
国车和日本车。虽然不丹没和中国
建交，但销售中国的长城汽车。不过
政策是有倾斜的，买印度车收 20%
的消费税，而买韩、日、中国的车差
不多要交80%的消费税。另外，在不
丹求学求医不用花钱，贫富差距不
大，导游说，做生意的要有钱些，但
也没有特别突出。

另一个带着两名游客的导游，
在虎穴寺的下山途中，也不忘向落
单的我介绍他们国王英明的旅游政
策，顺便表现了一下他的中文水
平。不丹国家小、人口少，对游客
的政策是重质不重量，用每位游客
每天最低消费250美元来达到这一
目的，既增加收入又不过多地影响
当地人民生活。

在我看来，论自然风光，不丹不
如尼泊尔；论宗教色彩和人文风情，
不如印度、泰国。但这里最美的风景
莫过于首都国王的宫殿以及国王与
王后的爱情故事。

所谓“看景不如听景”，不丹
国王深谙其道，亲自为不丹旅游代
言！导游介绍，不丹的产业主要有
三块：电力、旅游和农业，而旅游
收入占不丹国民生产总值的 60%。
这其中，国王、王后功劳不小！

不丹国王“推销”旅游
倪露江 文/图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先生是江苏松江人
（今上海市松江区），据《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王季
思先生的跋文介绍，早在浦江清读书期间，就有中文
系学生出上联“浦江清到清江浦”，求下联，无人能
对。后来有人将“到”字改为“游”字，更是易一字
而点睛：回文联，偏旁要一致，人名对人名，地名对
地名，堪称绝对。至今也没有让众人皆信服的下联。

联中的清江浦是江苏淮安市主城区清河、清浦两区
的古称，自1415年开埠以来，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作
为一座傍运河而生的城市，淮安城中许多痕迹都与运河
息息相关，“清江浦”也不例外。

一座城市的历史标本

清江浦原是水名。京杭大运河介于长江和淮河之
间的河段称为里运河，里运河流经淮安清浦区的一段
就是清江浦。

春秋时期，吴国开凿连接长江、淮水的邗沟。隋
炀帝时，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挖通，至此，黄
河、淮水、长江三水相通。宋转运使乔维岳为了漕运
方便，开辟从末口到泗口的沙河，“以避淮水山阳湾之
险”。明永乐八年 （公元 1410年），漕督陈瑄走访当地
群众，寻沙河故道，加以疏浚，易其名为清江浦。清
江浦与古邗沟相通，合称里运河。

陈瑄重浚清江浦时，还就河筑堤，建筑了新庄、
福兴、清江、移风 4道闸。后来新庄闸以下日渐淤塞，
于是在清江闸下游筑坝，称仁义坝，也就是今天的水
渡口。清江闸扼运河之咽喉，是跨运河的唯一陆上通
道。自明代起，每年由江南运往北京的漕粮达四百万
石，必经清江浦转运。于是，近浦之地渐渐兴起，成
为“侨民宿贾，巨室鳞次”的通商大埠，称清江浦镇。

明代方尚祖作诗《清江浦》，反映了清江浦当时的
繁华景象：“高台纵目思悠悠，排泣当年胜迹留。树绕
淮阴堤外路，风连清口驿前舟。晴烟暖簇人家集，每
挽均输上国筹。最是襟喉南北处，关梁日夜驶洪流。”

《清江浦画传》的编辑在拜访一位画家时，偶然间在他
家看见一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上面就印着英国铜
版画家根据游记文字绘出的清江浦上千帆林立的景
象。近代以来，海运和铁路兴起，水运渐渐失去优
势，往日回响在清江浦的喧闹也日渐消散。

而今，陈瑄所建的清江大闸依然静立在里运河之
上，注视着600年间的风云流转。清江闸也是大运河上
仅存的维护得最好的一座古闸。2014 年，中国大运河
申遗成功，清江大闸成为其中的一处重要遗产点。

一段活着的文化记忆

600年的历史很长，每每有外地游客来到淮安，总
是会向当地人打听，哪里可以全览这座运河古都的历
史风貌？可就连上了年纪的“老淮安”也难以答出一
二。2015 年，清江浦记忆馆在清江浦境内的中洲岛上
开工布展，并于 2016年春节期间正式对外开放。在这
个建筑面积 1600平方米的展馆内，以微缩景观的方式
展现了600年清江浦城市发展的脉络，重现了这座城市
的文化记忆。

微缩的城市里纵横着十里长街、东西大街、花街等
街道，铺排着鳞次栉比的店铺，“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
清江浦接纳了无数走南闯北的人，他们沿着运河来到这
里，也带来了各地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南腔北调。东西大
街仍在，那是淮安人心目中最经典的城市中心，如今，现
代、时尚的店铺在“老街”上服务着市民生活。

“民以食为天”，粮食总能牵动一座城市最敏感的
神经。这个微缩城市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常盈仓和丰济
仓两座粮仓。从明初到清末，清江浦一直是运河漕粮
重要的储存、中转之地，因而有“天下粮仓”的美
誉。今天，沿着城区里的里运河行走，离清江大闸不
远就能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常盈桥”，便是得名于当
年清江浦的常盈仓，它是运河沿线最大的粮仓之一。
丰济仓位于西大街，原来的地面建筑已杳无踪影，但
是门前可见刻着车辙印的石板路。

78 岁高龄的市民刘大妈是土生土长的淮安人，参
观完清江浦记忆馆，不禁感慨：在这里生活了一辈
子，现在才知道淮安城是什么样子，清江浦有这么多
的故事。老摄影人顾树青用镜头记录下了淮安城的变
迁，如今这些影像记录都被收录进《清江浦画传》，一
幅幅画面帮助许多“老淮安”重新找回了在街巷中游

玩的童年。

一幅生动的生活图景

清晨 6 时 30 分起床，简单洗漱后，沿着东大街、
淮海南路、漕运东路，步行至大运河文化广场，和朋
友们练上1小时太极拳，然后继续向东，来到水渡口附
近的一家早点铺，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是淮
安人沈大爷坚持了 10多年的习惯。日日行走，沈大爷
将这一带一点一滴的变化都看在眼里。

早饭过后，沈大爷经常约上几个老伙计站在清江
大闸上吹吹风，看看中洲岛的风光。中洲岛是一块介
于里运河和越河之间的长三角形半岛，总面积约 40
亩。这几年，岛上陆续建起清江浦楼、陈潘二公祠、
文化中心等仿古建筑，成为整个淮安市的地标性建
筑。如果乘坐里运河上的游船，远远地便能看到高耸
的清江浦楼。“原先的中州岛上，都是一些破败的房
子，跟现在完全是天地之别啊！”沈大爷感慨。

午睡过后，沈大爷则会从位于东大街的家中，向
东步行，前往文庙。清江文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时
任工部主事邵经济在清江浦运河边建崇景堂，始称清
江书院，是文庙的前身。如今，文庙所在地扩建为文
庙新天地，成为淮安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去处。“在这里
我还能找到一些过去生活的影子。”沈大爷说，文庙里
随处可见售卖旧书籍的书摊、经营古玩的店铺。经营
绿色植物和宠物的店铺则常常吸引年轻人前来。休息
日的时候，常有家长带着正在求学的孩子，前来拜孔
子像，感受文化熏陶。

正是看重文庙在淮安人心目中独特的地位，清江
浦开埠600周年时，传承了近500年的清江浦庙会选在
文庙举办。民俗表演、非遗展示、国学演绎轮番上
演。清江浦600年的历史在这里与人们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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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友人邀
请我们走出高楼林立的城市，去乡
间踏青。车行至江苏省句容市后白
镇，跃入眼帘的是绿满田野的麦苗
和金黄成片的油菜花，花苗相连绵
绵不绝。当你正沉醉于窗外的美景
时，车已驶入岩藤农场。

一进场门，就像来到了郁金香
的海洋。红橙蓝绿白紫黄，各色花
朵竞相开放；多种形态——酒杯
型、五星状、菊瓣样……争奇斗
艳，美不胜收。登上花田中央几十
米高的风车二层景观平台，周边500
亩花海尽收眼底。脚下，素雅的二
月兰陪伴着 100 多万株高贵的郁金
香，犹如给大地铺上了锦绣毛毯。
微风拂过，排成一个个方阵的花仙
子们肢体颤动，翩然起舞，吸引了
众多游人频频拍照留影，欢声笑语
回荡田间。远处，海棠花、樱花和
桃花织就了一团团红粉彩云，与空
中飘浮的白云相映成趣。听农场的
人介绍，这里一年四季花期不断。
三月结束后，该轮到牡丹、芍药斗
芳菲，进入五月又变换为矢车菊与

薰衣草争高下，六月中又演化成
金鸡菊和马鞭草的世界……每个
月这里都能让人赏花的心愿获得
满足。

徜徉在岩藤农场，隔着网栏，
可见肉滚滚的黑猪、毛色油亮的黑
羊悠然闲逛。草丛间，散养的土鸡
四处觅食。澄澈的东湾河静静地从
身旁流过，水面上浮动着雪白的鹅
鸭。河对岸，温室里又是另一番景
象：悬垂的叶蔓上挂满顶花碧绿的
水果黄瓜，缀着疑似汉白玉做成的
小南瓜，还有那红玛瑙似的圣女
果，黄龙玉雕般的樱桃番茄……色
彩缤纷令人赏心悦目，举步流连。
时值中午，原野上冉冉升起烧烤的
炊烟。我们腹中饥饿，步入餐厅，
品尝到了不少农场自产的美味——
那肉质细嫩的清炖野生鲫鱼、喷香
诱人的红烧黑猪肉、肥美适口的卤
煮鹅，再配上清炒马兰头、秧草
……真叫人大快朵颐，不忍停箸。
午后，遇见一些离去的游人手提箱
盒，里面装有鸡蛋、大米或新鲜蔬
菜。询问才知，入场的 50元门票中

有 30 元可返还游客用于场内消费，
若有人钱没花完，临走时可换购农
产品满载而归。

“新型农业要慢慢做，必须耐得
住寂寞。”为了将上述理念变成现
实，打造出城市人喜欢的田园生
活，农场的董事长董靖带领团队苦
干 3 年，把租种的 3000 多亩土地修
葺一新。2015 年岩藤农场正式营
业，当年游客就多达 20万人次，经
营上取得了收支平衡。由于选准了
发展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的正
确途径，以种植观赏花卉为龙头，
创造了一个环境优美、景致迷人的
园区，这里成为了省市发展乡村旅
游的示范点，先后获得“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园区”、“江
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国家
AAA 级景区”等多项荣誉。农场的
前景看好，正如它的名字所寓意
的：从岩石缝里长出的藤条生命力
格外顽强、持久。随着春天来场旅
游的人数与日俱增，今年接待游客
有望超过 30万人次，农场的经济效
益也将更上一层楼。

岩藤农场

阅春色
舒小骅

岩藤农场

阅春色
舒小骅

擦亮旅游地标⑥淮安·清江浦

清江浦内分布着许多名人故居清江浦内分布着许多名人故居

市民在文庙里赏玩工艺品

●中国游客访世界

我们的导游和国王的宣传画

旅游演艺旅游演艺

农场风光农场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