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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商结合共同发展

不久前，笔者在浙江嘉兴的西塘看到，小小的
古镇内民宿遍地，游人如织。“和酒店不同，民宿想
要做到的就是给游人以家的温暖。消费者可以在民
宿里消磨时间，喝一盏掌柜泡的功夫茶，或者在夕
阳西下的时候去水街转转，等大家回来我们的古琴
雅集就开始了。”民宿“云来集”的店长小梦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据北京旅游协会秘书长刘思敏介绍，民宿从英
国的家庭式招待而来，意即“宿在民居”，民宅、休
闲中心、农庄、农舍、牧场等都可以归纳成民宿。

“民宿主要有三大类：以普通农家乐为基础的乡
村民宿，以福建鼓浪屿为代表的城市民宿，还有像
云南大理等古城镇旅游带起来的特色民宿。它们跟
互联网结合，把存量的资源进行供需对接，很快形
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刘思敏表示。

近年来，民宿作为新型非标准住宿业态的经济
形式在各地蓬勃兴起，凭借着“本地文化”“艺术设
计”“独特体验”等标签吸引着海内外众多游客。业
内人士表示，客观上看，文化与情怀并不是民宿的
最终归宿，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民宿的发展仍受
制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只有牢牢把握民宿
日益走红所折射出的民众休闲娱乐消费多样化、个
性化的特征，并进一步与互联网思维融合，才能走
出一条文化艺术传播与经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发展
之路。

特色民宿反哺景点

在中国，不少地方的民宿通常与著名景区相伴
而生，同时也在改变着景区主导的传统旅游消费模
式。

例如，前文所述的“云来集”民宿依托嘉兴西
塘当地的特色文化和自然景观，打造了一系列江南
水乡风光和古徽派建筑相结合的特色民宿，提升了
旅游的文化内涵与消费深度，改变了传统“酒店+景
区”的消费模式。

事实上，特色民宿反哺景点，已经成为众多知
名景区的一道新风景。业内人士指出，不论是自然
风光类还是人文风光类的景点，都有很多与当地特
色结合的民宿，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民宿开发经营
的主要模式。

特色民宿融合当地文化和风光也确实会给游客
更好的体验。《2017 年上半年民宿旅游报告》 显示，
在被问及为何选择民宿作为休闲住宿落脚点时，有
64%的消费者将“民宿具有地方特色”作为最主要的
原因之一。

民宿直观在于“宿”，内核在于“民”。可以
说，只有融入有别于城市的生活形态，民宿才能最
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特色、发挥自身功能。

“比如，云南有一家民宿管理公司，他们不进行
直接投资，只做民宿的管理、运营，重点在于与当
地居民进行合作。这一模式不是空谈情怀，而是更
重视专业。”刘思敏说。

健康发展仍需引导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线短租市场在 2012
年加速起步，市场规模为1.4亿元，2015年市场交易
额达到42.6亿元，2017年预计交易规模将达到103亿
元。由此可见，民宿正迎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与此同时，政府亦对民宿积极引导扶持。不久
前，《北京市旅游条例》正式实行，其中明确提出了

“完善民宿经营管理，鼓励乡村民宿发展”，对管理
经营民宿的基本条件、行为规范、政府服务等内容
做出了进一步规范和指导，以期促进民宿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需要看到，中国民宿产业发展很快，但还谈不
上特别成熟。目前，‘伪民宿’和‘类民宿’常常与
真正的民宿相混淆。‘伪民宿’以民宿之名，行连锁
酒店标准化运营之实，从形式、内容到运作方式讲
都不能算真正的民宿。‘类民宿’就是类似于民宿的
住宿服务，比如有情怀的城市居民去改造空心村，
形成超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民宿，但严格讲这也不能
算纯粹的民宿。”刘思敏说。

刘思敏进一步指出，民宿盘活了市场存量资
源，让生活方式本身成为旅游内容。“因为是存量资
源，所以边际成本是固定的，顾客也可以进行生活
方式的深度体验。民宿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旅游资源
多寡和成熟程度息息相关。像北京这样逐渐成熟的
旅游目的地，就需要政府引导规划，稳步推进民宿
经济发展。”他说。

近日，黄梅戏 《邓稼先》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成为安庆市
传承戏曲文化、推进文艺创作的又一个成功样本。

据了解，经过打磨第10稿的黄梅戏《邓稼先》，讲
述了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之间感人肺腑、生死相守的
故事，生动诠释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无怨无
悔的奉献精神和崇高追求。“‘两弹元勋’邓稼先是安
庆人，我们有责任用黄梅戏这种安庆特有的艺术形
式，呈现他的感人故事和高尚精神。”安徽再芬黄梅文
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再芬说。

深挖“六尺巷”故事的反腐倡廉题材黄梅戏 《大
清名相》，荣获第22届曹禺剧本奖；讲述当代大学生艰
苦创业故事的黄梅戏《青山鉴》，亮相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这些新戏不再拘泥于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而是注重从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中提炼主题，潜
移默化地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因而受到业内专
家和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获得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

近年来，为弥补学校教育“重共性、轻个性”的不足，
安庆市一些院团正尝试回归“师带徒”的传统戏曲人才
培养模式。今年6月，作为安徽省和黄梅戏剧种唯一入选

剧目，黄梅戏《大清名相》成功亮相在宁夏举办的第15届
中国戏剧节。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带领徒弟王琴、
马丁、熊东旭、虞文兵同台献艺，通过演出达到年轻演员

“练兵”的目的，成为一时佳话。
同时，安庆市还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

周”的模式，搭建“国字号”的中国 （安庆） 黄梅戏
艺术节和“特色号”的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两
大演出活动平台，并成功打造了“黄金周、黄梅戏”

“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文化旅游品牌。
文艺作品只有真正“走下去”，面向基层、深入群众，

才能持续产生影响力。为了推动地方文艺尤其是黄梅
戏“走出去”，在更广阔的的舞台展现风采，当地政府还
支持黄梅戏优秀剧目巡演推广，并给予相应补助。

安徽省新创剧目进京展演、再芬黄梅合肥演出
季、上海“名家名剧”演出、中国戏剧节……经过不
懈努力，安庆市创排的 《徽州往事》《半个月亮》《寂
寞汉卿》 等优秀剧目不断参加各种展演活动，逐渐获
得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国家一级演员王琴凭借在 《半
个月亮》中的精彩表现，荣获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更凭借在 《徽州往事》

中的精湛表演，在第 27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
中，为黄梅戏和安徽省摘得第一朵“二度梅”。

“我们不仅要唱经典大戏，还要创新戏、传新戏，
在演出新戏的过程中培养演员，邀请专家为新戏‘把
脉’，从而让新戏走进观众、走进市场。”安庆市黄梅
戏艺术剧院院长余登云说，《大清名相》自2015年首演
以来，已经在北京、合肥、深圳等地演出逾百场，正
是在不间断的演出中，不断打磨完善，形成品牌效应。

（据《安徽日报》）

最近，来自故宫博物院的168
件乾隆年间的文物，与来自浙江
省博物馆、浙江图书馆、常州博
物馆等机构的数十件文物构成的
共计200余件展品在紧邻乾隆行宫
旧址的浙江省博物馆展出，成为
近来文博界的又一盛事。

事实上，早在 2016 年，故宫
博物院便与成都市博物馆合作举
办了乾隆特展，也是故宫博物院
首次在国内举行的帝王综合主题
展览，更是西南地区的首个“乾
隆大展”。在乾隆特展举办期间，
吸引了约六七十万人次观展，最
高一天达到了 3.4 万人次。今年，
这一主题特展又来到了跟乾隆皇
帝颇有渊源的江南地区。

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的发
展摆脱了人们心中对于博物馆刻
板的既有印象，而是开始有了更
为鲜活和生动的面貌。前段时间
大热的专题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
文物》，让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
博物馆从业人员对于文物保存与
修缮的真实功夫，而在数字技术
支持下应运而生的各类手机软
件，更是让传统文化遗产有了更
为广阔的展现形式，甚至于故宫
博物院发行的各类文化创意产品
都有着令人赞不绝口的文案。

故 宫 博 物 院 院 长 单 霁 翔 认
为，文物建筑、文化藏品是有生
命历程的，而且在当今时代是可
以为人们服务的，所以应该让故
宫里的文物“活”起来。也就是
说，评价一个博物馆好不好，就
要看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在多大

程度上为人们的现实生活作出贡献。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博物馆几乎就是“收藏

文物并用柜子摆出来”的地方，而造成这种印象的
主要原因是很多展示环节过于固定和呆板，不流动
的同时也忽略了文物背后所隐匿的文化内涵。实际
上，现代博物馆已经不再单纯是文物标本的收藏、
保管、展示与研究机构，更应该是一个为社会和公
众提供传统文化资源与知识的教育机构。评价一个
博物馆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收藏和研究的水平，更
要看其是否能够进行知识的传播并提高人们参与学
习的积极性。

博物馆展览是以传播和教育为基础、集知识与
审美为一体的大众传播工程。前述乾隆特展项目就
很好地体现了博物馆展览的知识传播与文化展示功
能。这样的综合展览主题更鲜明，也更有思想性和
震撼力。

在人们的生活里，还能瞥见踪迹的传统文化就
是口耳相传的民众知识，它们依然能够凭着底蕴与
精神代代相传。同时，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传统
文化虽然已经盖上了历史的封印，却成为追忆过去
的一种资源和途径。可以说，当陈列开始四处流

动 ， 当 文 物 开 始 展 示 文
化，现在的展览就是过去
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也将
成为未来的展览。

（据《光明日报》）

中国民宿为何日渐走红
王俊岭 张 莹

图为西塘民宿“云来集”内景。张 莹摄

暑期之中，文化休闲消费升级，作为外出旅行重要载体的“民
宿”也开始日渐走红。据了解，“民宿”发源于英国，是指利用自
用住宅空闲房间为外来游客提供住宿消费的一种形式。近年来，
民宿与互联网思维、文化IP理念相结合，呈现出艺术与商业融合
发展的色彩。专家指出，在现代居民文化休闲消费多样化和精细
化的背景下，民宿依托当地特色文化和自然景观所带来的独特消
费体验，是其日益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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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汗盐湖：生态旅游别样美
位于青海省的察尔

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盐
湖。该盐湖不仅资源储
量丰沛，而且旅游资源
也极其丰富，包括多彩
盐田、神奇盐花、万丈
盐桥等。据了解，规划
区面积约 4000 平方公
里的察尔汗盐湖国际生
态旅游区将于近期开工
建设，将打造盐湖观
光、自然探秘等生态旅
游项目。

图为 8 月中旬，全
国各地游客来到青海省
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
感受碧绿色波浪和银白
色盐滩。

本报记者 姜 峰
摄影报道

河北张家口：
宣化古城恢复风貌

贵州毕节：

彝族民众过“火把节”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宣化古城是中国北方现存古城
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城池，为明长城“九
镇之首”。目前，当地已完成清远楼、时恩寺、高远门、角
楼、马道等20多项保护修缮工程，初步恢复了古城“京师
锁钥”的风貌。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日前，彝族民众迎来30年一遇的“闰六月火把节”。贵
州毕节百里杜鹃彝族的99位“毕摩”，以隆重的仪式将去年
的火种恭送圭山，再以虔诚的仪式在圭山取回圣火，为百
里杜鹃各乡各族人民祈求平安幸福。图为彝族民众在举行
取火仪式。

王纯亮摄 （人民图片）

图为黄梅戏《天仙配》舞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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