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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绮丽 体验独特

我国南海上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海
域，都归属中国最南端的地级市三沙市管辖。这片海域有
着一份天然无开发的纯净之美，碧海蓝天相接，朵朵白色
的浪花打碎在礁石上，除了海风海浪，就是海鸟的歌声。
阳光、沙滩、得天独厚的热带海岛景观，都给三沙市的旅
游发展带来了巨大潜力。在船上吃着番石榴，看着海里的
飞鱼，都令习惯了陆地风景的游客们感到新奇。

而面对广阔的海洋，游客除了感叹自然造化的伟
力，还会偶遇很多独特的人生体验。曾到过西沙群岛旅
游的南京市民王冠松告诉本报记者，在西沙之行中，最
令他兴奋的是一次自己的“独家发现”。他曾在一本地
理杂志上了解到，西沙群岛附近有一个“七连屿”，即
7 个断续相连的小岛，感觉特别美。而当他在海上航行
时，恰好看到远处有几个小岛的沙滩白边若隐若现。“虽
然没有经过任何人确认和证实，但我根据其特征，基本断
定那就是七连屿。所以当时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有一种
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现新大陆’的新奇感，还有一种像
是见到了一直崇拜的明星本人的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激
动地拉着身边的人说。”这样的体验，一定是终身难忘，
无论何时回忆起来都会令人热血沸腾。

历史人文 心生敬畏

据古籍记载，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

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海
上航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里也成了“海上丝绸之
路”所在。现在，南海诸岛上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可供
游客了解历史。

在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三沙市政府所在地的
永兴岛上，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碑、海军收复西沙群
岛纪念碑、西沙将军林等，令人觉得肃穆庄严。这里还有
一座西沙海洋博物馆，是由驻岛官兵在上世纪 80 年代创
办的。它既是我国最南端的海洋博物馆，也是我国唯一一
个由军人创办的海洋博物馆。“敬畏”二字，是到过这里
游客的真切感受。

除了历史人文，更多的海上娱乐设施也在建设。从三
亚出发，乘坐邮轮即可游览鸭公岛、全富岛、银屿岛等岛
屿。这些岛上已开办了不少渔家乐，渔民们给游客加工亲
手捕捞的龙虾、石斑鱼、红口螺等，这些都成为游客体验
渔家风情的经典。而打造“中国的马尔代夫”，也是隶属
于三沙市的一些岛屿未来开发的目标。三沙市市长肖杰表
示，将会开发一些岛礁，以满足游客的需要。也会丰富岛
上的旅游项目，包括水上飞机观光、垂钓、潜水和沙滩婚
礼等。

海域边陲 爱国情深

除了见识独特的风景、感受渔家风情以外，到南海诸
岛旅游，与在其他旅游地最大的区别是，这里更能激发爱
国之情。

“在没去之前，南海问题都停留在想象中。有课本里
读的，有新闻里报的，有材料里写的。去过之后，感受特

别深切，立场特别坚定。”王冠松说。见到在当地驻扎的
战士，也让他特别感慨。“在祖国边陲当兵，确实要耐得
住艰苦和平凡，要有自己的信念、有支撑才行。”

亲自看一看南海的风景，才能更真实地感受到这片海
域对祖国的重要意义，感受到一个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
的意义。

正像王冠松从西沙群岛回来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
的一段文字：“我们真正地触摸着海，以及海所代表和联
系着的一切。对海的感受是浸透身心的，我们切身地感知
到那960万平方公里陆地以外的海洋国土。也许，那也正
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与自己国家的另一种亲近，亲近自己国
家的另一种所有和所在。”这应该代表了每一个到过南海
诸岛中国人的心声。

大美南海诸岛，值得去看看
本报记者 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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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

司的两架飞机在中国南沙美济礁、渚碧礁新

建机场试飞成功，而此前，永暑礁机场已投

入使用。

许多网友看到照片后兴奋地表示：“我

们的南海诸岛太美了，真想赶紧坐飞机去南

海的岛屿上看一看！”

其实，去南海旅游这一愿望，并不遥

远。早在2012年，随着三沙市的建立，就有

越来越多的南海岛屿开发旅游项目，迎接四

方宾客。游客从海口市、三亚市等地出发，

都可坐船抵达，亲身领略南海之美。

眺望南海

2014年9月2日，西沙邮轮旅游三亚至西沙航线首航，椰香公主号邮轮在三亚海事局海巡船的护航
下缓缓驶出三亚港。

远望永兴岛远望永兴岛

曾在街头看到一位身穿
汉服的年轻姑娘，素黑的齐
胸上襦，及膝的襦裙上绣着
稍显粗糙的花鸟图案，令人
联想到网上销售的“爆款改
良日常版汉服”。汉服源自
黄帝制冕服，是汉人的传统
服饰。

2002 年 ， 汉 服 再 次 兴
起，近年来圈子越来越大，
更 趋 向 低 龄 化 。 一 些 成 人
礼、开学典礼等隆重场合常
能见到汉服的身影。

汉服爱好者越来越多，
也带火了一批以复兴汉服为
名，获利为实的商家。在一
个著名汉服论坛上，汉服爱
好者们直言对这种汉服复兴
的“变质”感到失望，认为
文化内涵丰富的霓裳成了标
新立异的道具。此外，认为
汉服爱好者们标新立异的亦
大有人在。

当初“汉服复兴”一词
诞生，不少人误以为是要满
大街的人重新穿着起汉服。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也没

有意义。汉服文化推广者们表示：我们真
正希望宣扬的，是华夏礼仪文化。

喜爱汉服已有 10 余年的李玉娟虽然感
叹如今推崇汉服的人与昔日迥然不同，但
也认为汉服发展中形成以时装潮流为中心
的分支有其意义。

事实上，不只是现代，历代的汉服都在
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文化而有所变化。
日常化的汉服，就像西方正在流行一些带
有复古元素的服饰，在时尚界受到瞩目及
追捧。简化及日常版的汉服渐渐出现，这
些改变其实反映了汉服也在适应社会审美
的需求。因为这种改变，民众更容易在生
活中发现它的美丽。

许多汉服爱好者最初正是通过这种改良
版的衣服了解汉服：“第一次看见时，感觉
太美了！”服饰，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一些
被汉服之美所吸引的人群，由此尝试着深
入了解中国的礼仪文化，这也未尝不是一
件好事。

服装在随着时代不停地变化，但传承的
精神是一样的。商业化、日常化也正是汉
服在当今时代的转变之一。就如同中国的
文化，随着时代变迁而渐渐变化，但有些
传承永不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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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7 月的呼伦贝尔，云忽然就低
了，高了蓝天；羊忽然就胖了，瘦了
微风；草忽然就高了，矮了河流。面
对这般变化的宝石般澄清的空间，成
百上千的慢流，数以万计的牛羊，无
以计数的绿草，挤挤挨挨密密匝匝地
晃成一片海，在天地间连绵回旋、奔
涌而去。草原的狂欢，此时已无法用
眼睛来铺排，不妨张开两耳，听听草
原的心率。

驾车北行，从海拉尔到陈巴尔虎
草原，渐进草圃的深处，似乎所有的
景色都不见了，只剩下铺天盖地的碧
绿，漫过山岗，一直铺到天边，只觉
得自己是浮游在浩瀚的绿色大海里，
随浪升沉。起伏的静谧之中，丝丝絮
语入耳，虽躲躲闪闪，羞羞答答，却
被微风“出卖”：倏忽间，青草婆
娑，声息曼妙，如层层碧浪不断卷
涌，顺风悠旋，离天很近了……

于是，躲开其他人，找一块草坪

悄悄躺下，闭眼凝听属于大地的细语
轻言，看草原，更要听草原，听草原
的声音不仅用耳，还得用心。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风带着这片沃土的呼唤和应
答，在静谧湖泊悠悠的流淌中，赋予
草原生的涌动，深抵地心的黑褐色泥
土里，包藏着清晰而悠长的生命信
息，一个又一个的呼号着。

沃土、夏风、飞鸟、河流、牛
马，甚至虫蝶，都在歌唱，歌唱天时
地利，歌唱生命轮回。仿佛一个庞大
的乐队，每一株青草都摆出牧童的架
势，晶莹的露珠是它们的乐谱，迎着
优雅起舞的蝴蝶，滚动出不同的音
符，那乐音如同蜜蜂般穿梭来回，盘
旋、俯冲、追逐。散淡的牛羊也加入
了音乐的海洋，哞哞咩咩的叫声，是
它们的蒙古长调，悠扬绵长。奔跑的
马群轰轰地响起，如同磅礴的架子
鼓，声似雷霆万钧，乐音密布，恰似

大海咆哮，一瞬间，俱寂引爆，绿波
飞洒。这世间绝响，无异天籁。

人们都爱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名字
中加上一个“大”字。确实，呼伦贝
尔草原是中国面积最大，也是保存
最好的原生态草原，在世界上也是
堪称最辽阔最肥美的草原之一。历
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描述它：假如
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
么，呼伦贝尔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
后台。这里饱含着岁月的沧桑，更
凝固着历史的声音。于是，在金帐
汗敖包山，在用石块垒成的飘扬着红
色、白色经幡的拱形敖包旁，身穿法
服的萨满师引着人们顺时针绕行，嘴
里念着古老而神秘的咒语，亘古的声
音，传奇的声韵，野性地奔跑在这片
圣地的天地间。

草原这片海，不仅涌动着斑斓细
碎的万物声息，更回荡着最原始质朴
的韵律。草原的歌，是牧者骑着马，

立在草丘上，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唱
出的。那歌声，不徐不疾，缓缓送
出，每个曲调，每句歌词，都拉得长
长的，远远的，似乎已越过起伏的草
丘，搭上飘浮的流云。这牧者浑圆嘹
亮的歌声，一直这样流淌着，地上的
骏马听得见，天空的飞鸟听得见，心
中的人儿更听得见。

袅袅炊烟在牧者的蒙古包中升
起，大地重归悠远宁静。在草原，听
觉和味觉一样会复苏，吃着鲜嫩的手
把羊肉，喝着醇香的混着奶豆腐的奶
茶，想起那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
诗句，这曾是古人的梦想，而蒙古族
人的生活，岁岁年年，都是这样悠
然。于是，喝杯纯正的马奶酒，吼几
嗓豪迈的蒙古歌，围起篝火跳起舞，
用新出的热汗洗去旧日的疲惫，然后
在蒙古包里一觉睡到天明。

持续的高温带火了江西省上饶县郑坊镇千亩葡萄基地乡村旅游采摘
乐，同时也给葡萄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果农郑兵胜家的葡萄园里，每天慕名前来现场感受葡萄采摘乐趣的
游客络绎不绝，平均每天可现场销售葡萄4000余斤。

图为游客在葡萄基地采摘、购买葡萄。 卓忠伟 罗春英摄
呼伦贝呼伦贝尔尔““听听””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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