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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国人大多有这样的
想法：冬天是旅游淡季，不适合旅游，
何必出去受冻，最好宅在温暖的家
里。但近年，原本寂静的冬季变得越
来越热闹了。冰雪游、温泉游、海岛游
等丰富的出游体验把冬季旅游这把
火烧得越来越旺。“猫冬”已逐渐成为
中国人过冬的历史记忆了。

中国幅员辽阔、气象万千，同是
冬季，景致却迥然不同，北方冰天雪
地，南方温润如春，此时玩冰雪恰好，
泡温泉更妙。

冬季，气温反差大，形成冷热“两
极”的独特旅游资源。夏季时，全国
各地景致差异不大，而冬季的反差很
大。冬季是地域差异的放大器。海
南和黑龙江分别占据了中国地理版
图意义上的南、北两极，气温相差四
五十摄氏度，冬季旅游资源差异巨
大。黑龙江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海南
阳光沙滩，温暖湿润。

今冬，中国多地已纷纷开启了冰
雪季、温泉节、海岛游等冬季旅游大
幕。据各大旅行社在元旦后的最新统
计，温泉游、冰雪游等主题旅游线路
成为中国游客冬季出游的“热门之
选”。三亚、厦门、广州等南方城市和
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北方地区均迎
来旅游旺季。喜欢追冷的游客可以尽
享冰雪的动感激情，喜欢逐热的游客
也能体验温泉的舒适惬意。一冷一
热，反差越大，对游客来说吸引力就
越大。

中国的冬季旅游开局喜人，未来
如何继续出彩？笔者认为，首先，要树
立冬季是旅游旺季的新观念，并可依
托春节等多个节庆，点燃旅游旺季。
冬季包含圣诞、元旦、春节、元宵节等
多个节日，游客的节假日多，出游机
会多，消费热情高。比如，春节时中国
各地浓厚的传统民俗文化风情，就是

冬季旅游一道别致的风景。冬季旅游可把南北冷热的气候差
异和不同地域的节庆文化、民俗活动的差异融合发展，打造
主题鲜明、娱乐性强，参与度高的冬季节庆旅游产品。

其次，要抓住差异，做出特色。旅游的实质是一种以体验
不同的、有特色的、符合个体吸引力的行为。只有打造出特色
旅游产品，才能增强冬季旅游的吸引力。目前，东北和三亚的
冬季旅游市场较为成熟，旅游产品形式多样，从观光旅游过渡
到休闲旅游，东北以运动休闲为主，三亚以度假休闲为主。其
它地区现有的冬季旅游产品则多为观光类产品，产品需要升
级。在差异中如何做出特色？比如同样是发展冰雪游，黑龙江
可以冰雪加体育时尚，吉林可以冰雪加装备制造，内蒙古可以
冰雪加民族风情，新疆可以冰雪加丝路文化。

此外，冬季旅游要打造有影响力的世界旅游品牌。中国
的冬季旅游要想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必须要形成独具特色
的品牌。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冰雪旅游峰会上，黑
龙江、北京、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市联
合向海内外发布了“北国冰雪”五条北国冰雪精品线路，以冰
雪年味、活力激情、冰雪艺术、休闲度假为主题，带领中国冰
雪旅游走向海外市场。

我们的查济之行，是驱车从古徽州上
路，过太平湖，穿桃花潭，沿崎岖山区公路，
一路蜿蜒颠簸，直达这座“养在深山人未
识”、“不是徽州胜似徽州”的千年古村的。

查济古村，是以“查济古建筑群”而名
闻遐迩的。它位于安徽省泾县西南的山野
中，岑溪、许溪、石溪三水汇一的查济河迤
逦穿村而过，钟秀门、平岭门、石门、巴山门
和青山塔、如松塔、巴山塔构架成“四门三
塔”古迹，30 余座古桥沿河溪建造，用石板
铺砌的巷道纵横迂回遍布全村，元明清古
建筑，总数达到 240多处，是中国现存最大
的古民居群之一，素有“三水村中流，三塔
拱四门，百桥跨河溪，两岸古建筑”的美称。

如今的查济古村的风貌，仍然保持着
明成化甲辰年（1484 年）时绘制的村图模
样，堪称华夏一绝。全村现有建筑 114组，
全都清一色“白墙黑瓦马头墙”的徽派古建
筑风格，祠堂建筑多为三进四厢布局；普通
民居则多为三合院，以三间两厢构成，主建
筑为两层。“查济古建筑群”的时间跨度较
大，建筑类型多样，单体建筑造型及雕刻精
美。建筑组群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有很
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早
在2001年，“查济古建筑群”就被授予“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
间。祠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
天”，正是查济古村的诗意写照。在查济
古村的村口广场上，突兀竖立着一块巨
石，上边镌刻着“安徽美术家村”六个大
字。这里是全国诸多美术院校的写生基
地，村中应运而生建造的众多旅店客栈的
门前墙壁上，就密密麻麻地悬挂着各地美
院写生基地的牌匾，我粗略地数了一下，
大概不会少于60家，而每年来此写生的莘
莘学子与游客的数量也早已突破15万，所
以被誉为“中华写生第一村”。也因此，
小小查济村，便出现了“游客在村中观看
写生着风景的学子们，写生着风景的学子

们观看风景中的游客们”的“互为风景”
景象。

“偷得浮生半日闲，逃进古村画图
间”，查济古村之于我这个都市中人来
说，不啻就是来追逐时下愈益弥足珍贵的
世外桃源般的安静的——来看这里原汁原
味未受污染的山寨风光，来看这里保存完
整的明清建筑群，来感受几百年前古人追
寻历史的足迹，来感悟那些没有过多修饰
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质朴与淳朴，来亲身感
受一番这里的山寨之人的原生态田园生
活：吃自己种植的菜，抓小溪里野生的
鱼，饮古老村井之中的水，吃自家豢养的
鸡鸭牛羊猪，吃山里采撷的野生猕猴桃、
柿子、山楂等水果。

村不在大，有水则灵。查济村的小溪
水是环绕着古村潺潺流淌而去的，因此使
得横架于小河上的一座座古桥，石拱桥，
小木桥，平板桥，古树桥……也便成为了
入画美景，成为了写生学子们的最爱。几
乎每一座古桥，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镇
口桥，明万历年间由理学名家查铎修建，

查济人为纪念这位给家乡带来荣耀的祖
先，亲切地称此桥为铎官桥。红楼桥，为高
拱桥，始建于明代，清嘉庆年间重修，长 8
米，宽 5 米，拱高 10 米，因其南右侧曾建有
一座二层红楼而得名；天申桥，建于明崇祯
年间，为平拱双桥，是兄弟俩向母亲尽孝而
建，桥名出自于《诗经》……

一路徜徉，一路听着村中友人的导
游，一路尽情放飞着久违多时的怀旧情
思，就被藤萝缠满古桥面的石拱桥下的浣
衣村姑们的棒槌声声敲出了词牌名，就被
古宅老屋白墙黑瓦上空袅袅扶摇直上的炊
烟的柴火芬芳牵引出乡愁吟，就被石板路
边几级石阶上的古老村店里的琳琅满目的
山村土产激发出购买欲，就被爿爿古宅门
前的“春为花世界；党是福源泉”、“春
和；景明”和“隔岸共鸡唱；天涯同琴
音”之类的楹联润红出意识流，就被遍布
全村的画架、画板以及写生簿上面的村景
写真体验着目不暇接，就被村中石板路上
平平仄仄、蜿蜿蜒蜒地蹒跚着的高跟鞋
们、耐克鞋们逗引出穿越感……

从北京驱车两百多公里，我们来到河北省蔚
县的暖泉古镇。它始建于元代，明清时期达到了
巅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以泉水、集市、古建
筑及民俗文化而闻名。古镇内村、堡、街、巷格局
至今保留完好，瓮城、堡门楼、堡墙、堡壕、戏楼、
牌楼、宅院保存完整，亭、台、楼、阁等古老建筑比
比皆是，华严寺、地藏寺等寺庙遍及全镇。此外，
小镇之内更汇聚五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
俗文化，因此，暖泉古镇又被誉为“河北民俗文化
第一村”。

暖泉古镇不仅有高跷、秧歌、点彩剪纸、拜灯
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五百多年传承历史
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打树花。打树花算是中国
最原始的焰火表演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冶炼
工艺快速发展，工匠往往会倾倒多余的铜汁，在
地面和墙面上留下星星点点的金属物，异常好
看。逐渐的，打树花与冶炼脱离，成为了一种焰
火表演。而打树花由于也被人们认为是可以驱
逐鬼怪、祭祀神仙的方式，随着崇敬元素的不断
加入，成为传统社火活动之一。

目前，中国的山西、河北都保留了打树花的
传统，特别是在暖泉古镇，更是完整的传承了这
一古老的技艺，并作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了起来，每逢元宵佳节期间“打树花”的习俗一

直延续至今。打树花主要是用熔化的铁水泼洒
到古城墙上，迸溅形成万朵火花，因犹如枝繁叶
茂的树冠而得名，其壮观程度绝不亚于燃放烟
花。

关于打树花，当地还盛行一个传说。据传当
年暖泉镇有好多铁匠作坊，每逢年节，富人们燃
放烟花庆祝，铁匠们也同样渴望着热闹喜庆，但
铁匠买不起烟花，他们从打铁时四溅的火花中得
到灵感，把熔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堡城门上方的砖
墙上，好似朵朵烟花盛开。

这项古老的技艺操作起来相当之难。因为
打树花对艺人的臂力和泼洒技能都有很高的要
求，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打树花又被称为
勇敢者的游戏。也正是因为超高难度的技巧，才
令打树花一直都没办法大范围推广，只能靠老匠
人的手口相传，才得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至今。

随着新春的临近，选择到蔚县的游客日益增
多。如今，打树花从城墙门搬进了树花广场，表
演已不受天气、季节的影响，也因旅游业的兴起
焕发着新的生机而得以保护。现在再到暖泉古
镇去看打树花，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焰火本身，
更可欣赏到结合更多民俗的舞台剧表演，其素材
均取自中国传统题材或是民间故事，更增加了可
看性。 暖泉古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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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慕天池鸟 甘做温泉人

温泉旅游岂可一洗了之
赵 珊 李雪梅

在元旦假期，温泉游人气爆棚，成为今冬旅游的

最大热门之一。“不慕天池鸟，甘做温泉人。”明代旅

行家徐霞客沉浸在温泉沐浴中，乐不思归；宋代的王

安石则称温泉为玉池水，“来客争解带，万劫付一

洗。”他在《温泉》一诗中如是写道沐浴温泉的轻松与

畅快。中国温泉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历代文人骚客

多有咏叹。

如今，温泉旅游备受中国游客青睐。冬季旅游
时，在蒸腾的温泉水中浸润，在氤氲的雾气中养神，
自有一番别样的轻松与惬意。

游暖泉古镇 看绚烂焰火
冯 婕

安徽查济：中华写生第一村
江志伟 文 汪 苹 图

游客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三马坊易源温泉泡温泉。 武殿森摄 新华社发游客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三马坊易源温泉泡温泉。 武殿森摄 新华社发

小朋友们在贵州省贵阳市贵御温
泉嬉戏。 张 晖摄 新华社发

小朋友们在贵州省贵阳市贵御温
泉嬉戏。 张 晖摄 新华社发

温泉游出现冬季热

54 岁的赵女士是温泉的忠实消费
者，每年冬天都要泡温泉。“我喜欢有药
浴功能的温泉。”赵女士说。职场新人
小秦认为“新疆温泉类型丰富，周边自
然环境好”，温泉游乐项目也给他留下
深刻的印象。

北京小汤山地热资源丰富，素有
“温泉古镇”之称，康熙曾在此建汤泉行
宫。红栌温泉山庄是小汤山众多温泉
山庄之一，其负责人介绍说，近几年，游
客数量一直在增加，以家庭和老年人为
主，回头客很多。老年人主要是来休闲
养生，泡温泉的客户基本上 70%的池子
都要泡一遍。这里的温泉旅游还配有
鱼疗等，虽然要额外收费，但六成以上
的消费者都会选择。

在中国，冬季泡温泉如今是越来越
趋于大众化的休闲旅游度假方式。温泉
游产品从过去的单一品类，逐渐演变为
集“温泉+养生”、“温泉+度假”、“温泉+亲
子”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温泉游产品。

东西南北，中国大陆的温泉旅游开
发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贵阳推出冬
季旅游“温泉季”，福建连城打造红色温
泉旅游小镇，陕西也推出温泉体验季活
动。辽宁省重视温泉旅游发展，参加世
界温泉论坛大会交流东西方温泉思维，
加快中国温泉产业升级及全球化。

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秘书
长张越说，温泉被冠以旅游的概念后，
作为一种休闲度假的产品，发展很快。
现在中国成规模的温泉旅游目的地大
概有一千多家。冬季温泉生意不错。
很多人都是全家一块儿去泡温泉。这
是一种既能放松、养生，又能亲子亲水
的旅游项目。

温泉热中有不足

强大的市场感召带来中国温泉旅
游的迅猛发展，但在火热的温泉旅游背
后也暴露出温泉文化缺失、二次消费不
足、管理服务不到位等若干问题。

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专家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捷认为，中国形成
了温泉的洗浴文化，但没有形成温泉的
医疗养生文化。他表示，温泉产业可分
为三大板块，温泉医疗是温泉产业的核
心，可用于治疗内分泌失调、植物神经
紊乱等各种慢性病。温泉度假以预防
医学、大健康为核心，将温泉与养生养
老融合。第三部分是温泉旅游。他表
示，中国的温泉旅游正在不断提档升
级。

湖北大学旅游系教授李志飞认为，
对于很多旅游者而言，温泉依然只是可
参与的旅游景点，而不是一种生活方
式。由于温泉文化的缺失，目前中国温
泉旅游的开发还处于简单粗放的阶
段。李志飞说：“国内大量温泉景区主
要依靠门票等首次消费，泡温泉过程中
的二次消费不足。”高温温泉可以开发
地暖，可以开发温泉系列的化妆品、保
健品，温泉还可以开发成饮用水。温泉
尾水可以用于景观用水和农业用水，开
发温泉农业的小业态。王捷说：“我们
对于温泉健康的价值、多样性价值的理
解不够，对温泉的循环利用不够，保护
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够。”

除此之外，温泉管理和服务也是中
国温泉旅游发展的问题。李志飞认为，
中国温泉旅游的服务、卫生消毒和水质
的把控、环境容量的控制都有待提升。

返璞归真是趋势

温泉文化的核心是健康，中国温泉
旅游在做好管理服务的同时，应该向温
泉医疗、温泉康养迈进。王捷说，与中
国的温泉文化相比，日本的汤治温泉文
化和欧洲的 spa温泉文化在世界中拥有
颇高的知名度，且都将健康、医疗作为
其文化核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
究所所长王晓葵在日本读书工作多年，
他表示，中医（日本称汉方）推荐的温泉
疗法推动了日本温泉的普及。早在江
户时代，泡温泉就逐渐进入市民生活，
成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王捷称，欧洲
的spa温泉文化把温泉当做疗疫之水，青
春之水，健康之水。他们用温泉水的医
疗特性、温泉地的气候条件来打造温泉
医疗小镇，欧洲现在有1000多个国民温
泉度假小镇。

虽然存在种种不足，但温泉资源丰

富、市场空间大就是显著优势。王捷说，
中国是一个温泉资源大国。大概有5000
多处温泉资源，占到世界总量的1/4。“去
年日本温泉过夜消费人次是1.3亿，平均
一个日本人一年至少一次多。相比之
下，中国的温泉过夜客人不到1个亿，我
们还有90%的发展空间。”王捷说。

张越认为，温泉的包容度很大，中
国温泉的产品度很丰富，已经融入到旅
游的各个要素里面了。“我们现在准备
做一个国家的康养旅游的温泉标准，从
行业上引导和推动温泉康养产品和行
业发展。”张越说。李志飞认为，中国发
展温泉旅游具有地域多样的优势以及
文化附加优势。其中，丰富的地域文化
和历史文化都可以增加温泉景区的文
化附加值。

“作为世界三大温泉文化体系之
一，正在构建的中国温泉养生医疗文
化，主要是把温泉和休闲娱乐和中医养
生以及现代医学组合的一个综合体
系。”王捷说，中国温泉产业的发展必然
向综合性、多样性和全产业发展。追求
放松快乐的温泉旅游仍然会是主流产
品，但是温泉度假、温泉养生、养老度假
会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热点和重点。

关注冬季旅游多样性①

写生村一瞥

打树花打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