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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的合作

7月4日，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常设展
览馆开馆。这栋占地超过3000平方米的黄
白相间的三层小楼，房间内的家具按照

“六大”代表们的回忆录重新布置，再现了
当年中共代表开会、生活时的情景。中国
驻俄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莫斯科中国文
化中心主任张中华透露，开幕式结束的当
天，就有 100 名左右的中国游客前往参
观。中共六大会址展览馆的开馆，对于促
进中俄红色旅游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效果。

自2004年起步以来，红色旅游的蓬勃
发展便引起了外媒关注。红色旅游发展十
年之际，英国 《金融时报》 曾发表题为

《中国兴起“红色旅游”热》的报道。
而红色旅游的真正国际化则始于 2015

年。
2015 年 6 月，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

系列活动举办，湖南湘潭成为全国红色旅
游国际合作创建区，随后，湖南省旅游局
组织有关市州、旅游企业代表赴俄罗斯鞑
靼斯坦共和国、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等地进
行了红色旅游交流宣传促销活动。

俄罗斯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吸引中国游
客的想法更早前已产生。据了解，俄罗斯

“红色线路”的设想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在大
约 4 年前提出，期望借此发掘这座城市与
苏联时代有关的价值。俄罗斯最初设计的
线路是乌里扬诺夫斯克—莫斯科—圣彼得
堡—喀山，后来又加上了萨马拉、叶卡捷
琳堡和彼尔姆。“红色线路”相关产品在
2014 年成形，并在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哈尔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莫斯科国际
旅游展上作了推介。第二年即有游客踏上
了这条线路。

据俄罗斯旅游署统计，2016年中国游
客赴俄数量增长 60%，其中红色旅游是中
国游客最喜欢的线路之一。俄罗斯联邦旅
游署署长奥列格·萨福诺夫则表示，红色旅
游项目现在是俄中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

成吸引中国游客新卖点

除了俄罗斯，多国旅游市场也正在为
服务中国游客而推出红色旅游产品。

近年来，与中国相邻的越南，除了开
放河内的巴亭广场、胡志明墓地及博物馆
外，还通过印制中文介绍说明材料、在交
通主干道旁新建革命性纪念碑或雕像、免
收门票等方式招徕中国游客；法国除了向
中国推介巴黎公社墙等景区景点外，还积
极打造和推介邓小平等数百位中国学生在
当地学习的小城蒙塔日项目；德国则除集
中推介马克思故乡、恩格斯故乡等产品
外，还积极寻访周恩来在柏林住过的地
方，打造专项旅游产品。俄罗斯圣彼得堡
市也曾提出与芬兰、瑞典共同开发面向中
国游客的“红色旅游路线”。

目前，除了中俄、中越间有专门的红
色旅游线路之外，在其他海外旅游目的
地，红色旅游还属于小众市场，尚未形成
规模。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
思敏指出，近年来，中国游客到访上述共
产国际遗址或是名人故居，多是在旅途中
顺道拜访。相较于国内，境外的红色旅游
目前更多的仍是观光体验为主，性质上更
接近于“怀旧旅游”。

讲述中国故事的平台

睡土炕、吃小米粥、学打枪、穿着红
军装在窑洞外与友人合影，这是游客在红
色旅游景点可以亲身体验到的项目。这样
的体验，不仅能加深对景点的认识，更能
拉近与历史的距离。如今已成为越来越多

的游客红色旅游时的“标配”。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这样的体验显得

更加神秘、更有吸引力。2015年11月，记
者在陕西延安采访时，在一个窑洞前遇到
一对来自法国的夫妻，他们几乎不会说中
文，仅能通过肢体语言与一位出租红军服
的大婶交流。他们坐下摇起摆放在地上的
老式织布机，给店里摆放的土特产拍照，
最后认真地穿起红军服拍照留念。

当地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几
年，金发碧眼的面孔在延安越来越多。与
以往不同，这些外国旅游者来到陕西，不
再仅是奔着兵马俑、古城墙而去，对于深
藏着一段中国发展历史的延安燃起同样的
兴趣。

全国红办副主任王树茂介绍，“外国人
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调查结果，2015 年 6
月首次发布。此次调查对象是代表不同区
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6 个发达国家的民
众，即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的民众。从调查对象对中国
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形象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知，但中国文化
的被认知程度整体较低。从中国文化对
外传播的载体和形式来看，外国民众对
于中国文化的接触意愿整体较高，其中
通 过 旅 游 感 受 中 国 文 化 的 意 愿 居 于 首
位；通过旅游体验传播中国文化是最有
效的文化体验方式之一。

“红色文化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
且在今天依然闪耀思想的光辉、充满智
慧的力量。”王树茂指出，在向海外游客
推介红色旅游时，应当清楚认识到，每
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
基本国情不同，要善于对主流价值观进
行“再编码”，用让国际社会听得懂、记
得住、不反感、传得开的话语方式，讲
清楚红色旅游的“中国特色”和“中国
品牌”。

（本版图片均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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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建 党 95 周
年，又逢长征胜利 80周
年，各地红色旅游持续
升温，逐渐发展成为影
响力较大的旅游活动。

历经 10 年发展，红
色旅游在日益丰富的教
育、富民等功能之外，
也在“旅游外交”中发
挥着新作用。

日前，外交部部长
王毅在“陕西全球推介
活动”上，向到场的外
国使节表示：“如果大家
想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哪
里来，请大家看看延安
的宝塔和窑洞；如果大
家要了解中国今后向哪
里去，我建议大家也要
到陕西去，去亲眼目睹
古丝绸之路起点，正在
发生的激动人心的崭新
变化。”红色旅游已成为
向 世 界 讲 述 好 中 国 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文化软实力、提升
国家形象、增进国际友
谊的一个重要途径。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不
久前在一次演讲时透露，故宫
将用 3 年时间拆除所有违章建
筑 ， 让 紫 禁 城 只 保 留 古 代 建
筑，没有任何一栋现代建筑，
从而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
给下一个600年。

据悉，近 60 年来，故宫内
建有 1.48 万平方米的彩钢房和
现 代 建 筑 ， 主 要 用 于 办 公 用
房、文物库房等，这些与紫禁
城古建筑群风貌大相径庭的现
代建筑，主要是文物保护法及
故宫规划不健全时期的产物。
单霁翔介绍，这些密集而又凌
乱的违建，既有碍观瞻，又阻
碍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拆除违建，有利于保护故宫整
体风貌与文物，减少或消除危
害故宫安全的隐患，还能扩大
故宫参观面积，一举三得。

据了解，故宫正积极推进
“扩容”规划，2015年对游客的
开 放 范 围 由 原 先 46% 提 高 到
76%，未来两年故宫还将扩大到
80%，到 2025 年，故宫 16 万平
方米的古建筑开放面积将达到
85%。数据显示，目前参观故宫

的中外游客每年达到 1500 多万人次，平均每天 4
万人次，节假日高达 10万人次，大大超过饱和状
态，以致不得不采取限客措施。资源不足，游人
拥挤，“僧多粥少”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故宫
采取两大措施，一是 2018年前办公区全部搬出红
墙；二是开展故宫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违建大拆除。

故宫建筑群是一个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庞大文
物，在笔者看来，拆除故宫内的违章建筑，保存
的是原汁原味古建筑文物，值得喝彩。占地 72万
平方米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集古代宫殿建筑群
及无数国宝为一体的庞大文物，“真”与“纯”是
故宫的核心价值，作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瑰宝
的故宫，必须保持她的真实性、纯洁性及原汁原
貌，而大量搭建在古建筑群旁的“违建”，显然大
刹风景，破坏了故宫文物的真和纯。

据了解，在古建筑群核心区禁修现代建筑，
是许多国家保护文物的惯用做法，且立法规范。
如世界知名的卢浮宫，地面上看不到一间现代建
筑，文物贮藏全部转移至地下，很值得我们借鉴。

故宫拆违建带了好头。近年来，在古迹建
“新建筑”屡见不鲜，从帝王陵墓到城市街头，大
兴土木，甚至拆除古建筑改建人造景观。这种发
展旅游的方式逐利而短视，损害了传统文化的传
承。从保护文物和传统文化的角度考量，净化古
建筑环境的做法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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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这是老
舍对北京夏天的定义。老北京的夏天，说不完、讲不
够，没有雪糕、可乐、电脑、手机、空调……但从里到
外都透着老北京的情趣和自然。

北京的夏初只是眨眼的工夫，北海、什刹海和后海
的荷花，等水面儿的荷花绽了白，透了粉儿，给京城添
了景致，也就意味着五颜六色的盛夏到了。荷叶上滚动
着小露珠，像珍珠一般，晶莹剔透。夏天是生命力最旺
盛的季节，老北京人说“天棚、鱼缸、石榴树”，这是四
合院夏天的情景。那纠缠的爬山虎，肆无忌惮地攀附在
斑驳的老墙上。院门口那京韵京腔的聊天声，咿咿呀呀

的二胡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小孩子听起来似懂非
懂。门口的石墩，小伙伴最爱坐在那里一起玩耍，在胡
同口欢蹦乱跳地追逐着吹糖人的老爷爷……

中午，太阳像火球一样高高地挂在空中，炽烤着人
们的肌肤。窗台、院墙都热得烫手，树叶打了蔫。老舍
先生在 《骆驼祥子》 中有生动的描写：“六月十五那天，
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一
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
憋气。一点风也没有……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
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
采地低垂着。”大户人家搭天棚，平民百姓搭凉棚。在老
北京天棚是极为普通的消夏措施，一到夏天商家就会搭
起天棚。拿西单大街来说，从西单商场开始，沿着便道
向南走，直到西单牌楼转角“天福号”门前，都是很大
的天棚，走在下面的行人一点都晒不到。

老北京夏天解暑的东西，可就忒多了，不怕你贪
凉，有酸梅汤、雪花落、扒糕、凉粉等各类消暑小吃。
酸梅汤加了糖渍桂花和冰糖，如琥珀般的颜色，冰块在
碗外边镇着，不仅解暑，还是纯天然的。还有就是冰窖
口往外运冰的车，看着就冰爽凉快。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自传中描述了他童年时期的“从

商经验”，他用三个大铜板到冰窑买一大块冰，请冰窑里
的人拿冰镩把冰破成两块，挑一个担子，前面搁一块，
后面搁一块，一路走一路吆喝。卖冰核的，这多半是穷
苦人家的小孩子，拉起一辆二尺来长、一尺半宽的木板
车，到冰窖贩来碎冰，装进筐子里，上面盖上棉被，然
后走街串巷一路叫卖。

普通老百姓消夏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用“井拔凉”。
老北京的水浅，挖一丈左右就见水，两三丈就是深井
了。新从井中打上来的水，清澈冰凉，北京人称之为

“井拔凉”，这可是老北京人的天然降温宝贝。干体力活
的人，从井中打水喝，就是享受。一口喝下透心凉的井

水时，从头到脚，全身汗毛孔都会突然收缩。
夏天闷、热交杂着，晴天是干热，阴天就闷热，西

瓜是最解暑的，那时候的西瓜主要是“黑蹦筋”，还有
“大三白”、“绿三白”、“花皮瓜”……买了瓜，就用盆儿
接上凉水镇着，泡上三四小时，中间要换换水，把瓜泡
透了。等全家人吃过了晚饭，大家围在一块吃西瓜，边
乘凉、边聊天，那可是热天里的最高享受。

围着钟鼓楼、烟袋斜街、南锣鼓巷、后海兜一圈，
在鼓楼上眺望老北京的风光，夏日的绿，为老墙古塔点
缀出无尽生机。但夏天的天气是“孙猴子的脸——说变
就变”。雷雨也是很让小伙伴心动的，雷声震耳欲聋，一
放晴，天空就会变得异常美丽，显得神秘起来，天空还
会挂出美丽的彩虹。彩虹像一座五彩缤纷的天桥，好像
穿过这座桥就可以到达仙境一般……在大自然的四季轮
回里，夏天是成长的季节。在生命的长河里，夏天是人
生热情奔放的时候。

初到北京时，曾在某间新式连锁店里尝过豆
汁。冷冰冰的，散发着一股酸臭味，喝一口就受
不了。豆汁是著名的“老北京味道”，北京人为什
么会对它着迷不已，我总想一探究竟。

不久前，我终于鼓起勇气，到著名的护国寺
小吃一尝正宗的豆汁。护国寺小吃里经典小吃多
且做法正宗，加上价格亲民，不少北京人都爱到
这儿吃早点。

店员察觉我是外地人，笑着介绍说：“老北京人
一天不喝都不行呢。”边说边递给我满满一大碗。依
旧是灰绿朦胧的颜色，可是捧在手里是热乎乎的。
我在门庭若市的店里好不容易找了个位置坐下。顺
着溢到食盘中蜿蜒的豆汁一看，对面坐着一位头顶
时髦卷发的大婶，外卖盒子里装着豆汁。我好奇地
问：“您是老北京人吗？”在人声鼎沸的店里，这位来
自成都的大婶摇摇头，热情地告诉我：“每次坐飞机
遇到老北京人，一下机就说要喝豆汁，嚷嚷着可香
呢。”她第一次喝的时候，勉强只喝了两口。现在习
惯了这个味道，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北京。

我闻言，埋头在碗边抿了一口。坐在隔壁的
老伯伯快速吐出一串翘舌音。他说，以前豆汁是
拉黄包车和穷人喝的，才两分钱一碗。据说它已
有300年的历史，以绿豆为原料进行发酵产生。早
年北京人都是用家里的锅或盆，在走街串巷的豆
汁挑子打回家喝。喝不惯的人觉得那味儿似泔
水，难以下咽。老北京人却对它有特殊的偏爱。

这次品尝，我感觉热的豆汁没有印象中难
喝，赶紧再吸溜一口。老伯伯看我喝得快，乐呵
呵地打趣：“现在的豆汁不正宗了。之前那味儿，
外地人喝一口都得哆嗦一下。但喝着喝着会上
瘾。”过去北京的庙会集市上总会有豆汁摊贩，配
着焦圈儿、咸菜丝儿喝，老北京人去庙会都要来
一碗，味道十分正宗。

前面桌有一位银丝满头的老婆婆，独自坐了
很久。听我们说话，转过头来笑眯眯看着我。被
盯得久了，我忍不往轻声问：“婆婆您也爱喝豆汁
吗？”老婆婆是老北京人，可她说自己受不了这个
味儿。我惊讶，原来还有不喝豆汁的老北京人。
老婆婆临走时，看着我感叹：“第一次喝能受得
了，小姑娘蛮厉害的！来这儿好好吃一下北京小
吃啊。”我一瞄那碗被谈论了好久，最初不被我待
见的豆汁，不知何时已经快见底了。

2007 年，北京豆汁习俗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说起它，差不多每个遇见的北
京人都会如此跟我形容：解暑、老北京人爱喝、
不能煮沸……不少人还会把它的来历、制作方法
和我这个外地人细说一番。

一篇提到豆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道这样
写道：“提起北京小吃，首先让人想起豆汁。没有喝
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外地人一看到豆汁，就
会联想到老北京。以至于一些外省人自己喝豆汁时，
会有老北京主动和他聊聊说说，与他们唠叨着，渐渐
就感觉自己融入这地方了。有些老北京人小时候就被
爷爷奶奶一口一口喂着豆汁，直到习惯这个味道，能
在酸味里体会一点甜了，甚至一天不喝都不行。每个
在北京待得久的，本地人外地人也好，一看到豆汁，总
能说上一两句。当然，也有很多北京人受不了这个味
儿。一个年轻的北京姑娘听说很多外地人喝豆汁就一
边嚷嚷着讨厌，一边却充满感情地说：“我不喝，但
也不反感，家门口的东西，喝不喝的都有一股子情
分在里头。”

豆汁存在于无数北京人的回忆里，同时“活”
在现实中，这才是它无可替代之处。

一碗热腾腾的豆汁
容如意

老北京的夏天
祁 建

来自中国的大学生游客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合影

游客在红色旅游景点穿着红军装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