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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现在太火了！”
提到观看博物馆展览要排长队的现

象，喜爱逛博物馆的叶襄表示：“如今想
看一场精品展览，得提前搜集信息，参考
网上的参观攻略，否则那些大展与精品展
就很难看到。每次遇到精彩的展览，外面
都有很多人在排队。”

2016 年，在某视频网站上，3 集电视
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走红，点击量
超过数百万，累计有 8.4 万弹幕评论，热
度不减。后来的 《假如国宝会说话》《国
家宝藏》 等节目，也受到人们的极大欢
迎。人们对于文物和博物馆的热情被点
燃，去博物馆过周末也成为很多人的主动
选择。中国人开始爱上博物馆了，博物馆
旅游也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

体验中感受历史记忆

“随着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文化和
旅游的融合发展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博物馆旅游也将迎来一个爆发期。” 中国
旅游研究院文化旅游研究基地副主任、

《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 2017》 执行主编
肖建勇给出这样的判断：“旅游是一种场
景制造业，文化是一种内容制造业，文化
旅游的本质即场景文化体验。博物馆旅游
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重要业态，场景文化
体验营造直接关系其成败。”

如今，博物馆单调的讲解方式和走马
观花式的参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人们更想在体验中感受文物承载的历史记
忆。如果博物馆能在场景体验和文化体验
上下功夫，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人发自内
心的热爱。

“我在厦门旅游时，遇到了一家私人
的花茶博物馆。博物馆其实是在讲述这个
家族做花茶的历史。他们不收门票，也不
推销产品，但会教你如何烘茶、泡茶与品
茶。那个花茶香实在是太诱人了，最后我
又 多 走 了 几 十 米 ， 去 他 们 小 店 买 了 花
茶。”谈及旅途中逛博物馆的经历，在北
京上大学的徐宁欣非常兴奋。

平时，她也喜欢逛北京历史类的博物
馆，尤其喜欢首都博物馆的民俗展。“民
俗展中那些泥塑人，尤其是老北京茶馆的
小厮塑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表情
与动作非常生动，和电视剧里演的不像，
却很像我们身边的人。看了之后，我会
想，原来这就是老北京生活，原来老北京
的人是这样子喝茶的！”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的符号，博物馆及
其馆藏文物是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文
化记忆的传承。除了做好考古研究、文物
保护工作，博物馆的一大职能还在于向人
们传递文明记忆，用优质的展览讲述文物
背后的故事。一次令人难忘的博物馆之
旅，必然是让人获得了某些未曾了解过的
知识，又或是深刻的感受或体验，而不能
让人空有走马观花之感。

连接线上与线下

打开微信小程序“知亦行博物馆”，
就能看到北京地区目前正在进行的展览。
点开介绍页面，里面有关展览的信息非常
丰富，包括时间、地点、费用、展览介绍
等。而那些已经结束的展览如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张大千艺术展”，网友们依旧可
以在小程序中查到相关信息，并欣赏艺术

大家的一小部分作品图片。除了展览信
息，小程序中还能容纳很多功能，比如推
荐相关文章和书籍、按照地域和日期进行
检索等。

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使得博物馆旅游
场景从线下扩展到线上，同时，线上的推
广也给线下带去更多的人流量。目前，有
相关企业专门面向那些喜欢博物馆、喜欢
展览的人群，利用自媒体平台、组织社
群、开通网络直播、打造手机移动客户端
和小程序等形式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线上展
览服务，连接线上与线下。

在博物馆旅游变得更加火热的今天，
很多人都在从事着与博物馆相关的事业。
他们利用网络科技给人们带来更多看展览
的便利，也将博物馆之美、博物馆蕴含的
文化内涵以及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
给更多的人。“我们并不是要起替代的作
用，而是想通过线上的渠道吸引更多人花
时间投入到博物馆的展览中，提升自己的
文化生活品质。”知亦行 CEO 王洋这样说
道。

在 《中 国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17》
中，肖建勇认为，当前文化旅游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量已由有限资源转化为无限创意
和科技创新。在博物馆旅游中，展览形式
和观展方式的创新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创
新，最重要的还是博物馆旅游产品创新。
未来博物馆旅游发展也应该遵循这一道
路，充分挖掘博物馆馆藏文化，毕竟文物
背后的内容而非仅仅是器物本身，才是最
吸引人和最能打动人的。

走下神坛，走进生活

清明节期间，苏州博物馆的游客数量

一直居高不下。在市级博物馆中，苏州博
物馆的发展，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除了
贝聿铭设计的建筑，苏州博物馆在展览设
置上也极具特色。走一圈下来，苏州博物
馆的展品数量并不算多，但有心人会发
现，这里的展览主题都是当地特色，突出
苏州文人气质，与整个城市的历史形象与
定位相符合。

在苏州博物馆的“吴中风雅”展览
中，一共有雕镂神工、文房雅事、闲情偶
寄、迎神纳财、锦绣浮生等 9 个小展。通
过书斋陈设、文案用具、穿衣戴帽、古玩
字画、斗虫听鸟之器具、迎神纳财的习俗
等展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古代文人
的生活，文人气质呼之欲出。虽然馆藏文
物量比不上其他大型综合博物馆，但苏州
博物馆做到了小而美，真正突出了自身特
色，讲好了自己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肖建勇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博物
馆旅游发展好的地方主要做的是增量，而
非存量的调整，不是触及文物保护的底线
和红线，而是在文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上，更好地激活和挖掘文物潜在价值。”

博物馆不能只是关上门保护文物，更
要坚持开放和共享理念，打开门讲出文物
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背后的各种潜在文
化资源，不断把资源转化为产品。让文
物、遗产和文字都活起来，走下神坛，走
出密室，走向生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应是博物馆旅游所
承载的使命。

上图：苏州博物馆“吴中风雅”系列
展览之书斋长物。 来自网络

下图：2017 年 9 月 15 日，《千里江山
图》全卷在故宫午门开展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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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馆 旅 游 火 了
刘发为 范 佩

2011 年起，每年 5
月 19 日为“中国旅游
日”，是以 《徐霞客游
记》 开 篇 日 为 标 志 ，
这很有意义。徐霞客
作 为 “ 旅 游 地 学 鼻
祖”的意义更应突出
强调，这样使中国旅
游日有了倡导科学旅
游的含义，能够使中
国旅游上升到新的境
界。

徐霞客一生出游
考察 34 年，游迹遍布
全国 19 个省区市。他
一改中国文人游山玩
水 、 吟 风 咏 月 的 习
俗，而是在游览中用
心 观 察 山 水 形 态 特
征、分布规律及形成
演变机理，并将实地
考 察 所 见 如 实 记 述 ，
写就了科学著作 《徐
霞客游记》。

徐霞客在游览中
发现了许多地球科学
原理，如对流水侵蚀
和 堆 积 机 理 的 论 述 ，
比 欧 洲 学 者 早 100 多
年。他对流水侵蚀作
用创造了“水淘”“水漱”“水激”“水啮”等科学
术语，既形象直观又生动具体。他还系统地论述
了河流垂直侵蚀、侧向侵蚀、搬运作用、堆积作
用，正确地论述了流域和分水岭的原理，详实地
记述了流水侵蚀形成的河谷地貌、河曲地貌以及
河流堆积作用形成的矶、嘴、洲、滩等河流堆积
地貌。其对喀斯特地貌命名、分类、区域分布、
特征对比以及形成演化的论述，比欧洲学者早200
年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喀斯特岩溶学奠基者。其
对岩层褶曲、断裂现象的记述也比欧洲学者早一
个多世纪。此外，对火山、地热、泉水、瀑布、
花岗岩地貌、砂岩地貌 （如丹霞地貌）、金属、非
金属、燃料矿产都有大量记述，对气候、气象
学、环境学都有独到见解。所以，徐霞客不只是
地理学的先驱，也是地质学的先驱。

早在1988年，地理学大家任美锷曾指出：“徐
霞客游记的最大价值，是在于他对地学的贡献。”
因此，将其定位为地学的先驱更为恰当。由于他
在旅游中发现了众多的地学现象和地学原理，是
用地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旅游的，应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旅游地学家，把其定位为“旅游地学鼻
祖”是最恰当、最准确的了。

“旅游地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地学家把
地球科学引入为旅游服务而创立的一门新学科，
现在终于找到了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徐霞客成为
旅游地学的鼻祖，这是中国旅游地学界的光荣。

旅游界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教育功能，寓教于
游，在工作过程
中普及科学文化
知识，以提高全
民科学素质为己
任，开启中国科
学旅游的华丽篇
章。

跟
着
徐
霞
客
去
科
学
游

陈
安
泽

初夏，从云南保山市驱车两个半小时，才抵达百公里之
外的善洲林场。一路上，我在静静思考，在以奇诡的自然风
光名满天下的彩云之南，在拥有无数人神往的高黎贡山和怒
江大峡谷的滇西，树，应该是见得不能再多的东西了。为什
么杨善洲——一位退休后种树的老干部，能够赢得举国上下
景仰？

这一趟行程，我终于明白了。
汽车在杭瑞高速公路上疾驰半小时，自蒲缥收费站驶入

保山市隆阳区蒲缥镇地界，在蜿蜒的县道上过施甸县城，
向更远的山中林场进发。双眼紧盯着窗外，害怕错过美景。
可惜，道路两旁的大山，大多植被稀疏，红色的黄色的土壤
裸露在外，就像“瘌痢头”。同行的朋友说，这些大山原本
是原始森林，后来大炼钢铁、烧柴做饭都给砍掉了，至今都
很难恢复。

再前行20分钟，才见到一路上不停寻找的绿色，终于进
入善洲林场了！

当地人都尊称杨善洲为“老书记”。瘦弱的老书记，
1988 年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那一年，他 63 岁。没有
享受一天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便带着二三十人来到海拔
2000米、满目荒芜的大亮山高处，自己动手搭建四处透风的
窝棚，开始种树。这一干，就是30年。

如今，林场面积已达5万多亩，另外有800亩茶园，300
多亩果园，发展保护水源316处。大亮山林场的建设使周边
80多个自然村受益，除解决了当地人畜饮水、烧柴、割草等
问题，粮食亩产也提高了两倍多。这里动植物的多样性正在
慢慢恢复，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护。2010年春，云
南大旱，许多地方饮水困难，大亮山附近的群众依然享受着
从大亮山流下来的清泉。

巧的是，此行见到了跟了杨善洲30年的老场长自学洪。
带着草帽、身着绿军装，73岁的老场长精神矍铄，点起一根
香烟，语调平和地向我们诉说当年和老书记一起种树的艰难
岁月。老场长已退休多年，曾是杨善洲事迹报告团成员，走
遍全国各地，讲述老书记的故事。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仍担
任杨善洲干部学院的客聘教授，向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员们讲
述着那段永远无法忘怀的故事。

站在山巅，看着无尽林海覆盖的大山，真不敢相信：30
多人，30年，竟然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

善洲林场之行，虽然匆忙，但心灵的震撼永远不会消
失。

感慨于老书记的清廉：妻子、女儿都留在农村，没有享

受到他的一丝“树荫”；20 万元奖金中的 16 万元捐给了学
校、林场和困难家庭，仅留下4万元给跟自己吃了一辈子苦
的妻子。

感慨于老书记的大爱：2008 年 11月 11日，在大亮山林
场施甸办事处会议室里，杨善洲将辛苦20年创办的大亮山林
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并拒绝了
10万元奖金。

更感慨于老书记的执着：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在那样
一个极度艰苦的环境，他如何能带领一群人坚持下来？

引用几句流传于世的老书记生前格言，朴素而感人——
“我在保山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前就有改造荒山的愿

望，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却我种树的心愿了。”
“栽下一棵树，山就会绿一小块，栽下几棵树就会绿一

片。我不相信这山绿不起来。”
“在大亮山上白天栽树，晚上烤火，不也是一种很好的

生活方式吗？”
返回的路上，再次仔细打量满眼的大山；回北京的飞机

上，仔细俯瞰下面的大地，心中升腾起一股对老书记的崇敬
之情。杨善洲精神的可贵，在于其中饱含的信仰与坚持。这
一方水土的绿色，不正是美丽中国在广袤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吗？

上图：春天的善洲林场。 郭金灿摄

到了才知杨善洲精神的可贵
本报记者 胡继鸿

长生洞坐落在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梅村镇黄田村徽坑，距贵
池 城 区 28 公 里 。 这 里 群 山 环
抱，山清水秀，风景绝美。附近
有条发源于深山的龙舒河，一路
蜿蜒而下汇入秋浦河中。

长生洞历史久远，以 《老
子·第七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而
名。洞口不大，顶部奇石倒悬，
布满苔藓和剑叶凤尾蕨。洞内地
下水发源霄坑村，水流涌出，清
澈明亮，常年溪流淙淙，既灌溉
洞口外面的几百亩良田，也是当
地村民生活用水主要来源。

五月的室外已是热浪扑面
了，可刚进洞口就感觉寒气逼
人。村民们说：夏季这里就像个
大冰箱，下雨时洞口雾气缭绕，
十分壮观。

长生洞实为暗河，每日有
5000吨排水量的地下水源，雨季
水量更大，游览此洞必须乘皮划
艇。洞内很开阔，暗河边伴着一
片沙滩，洞顶巨型石岩上挂满蝙
蝠，地上满是蝙蝠粪便，数量庞
大。蝙蝠粪是很好的农作物肥
料，经过加工的蝙蝠粪被称为

“夜明砂”，是中药的一种，具有
清肝明目、散瘀消积之功效。

曾经有多个专业探险组织探
秘过这个“超级洞穴”。他们划
艇、单绳升降、攀岩、泅渡、潜
水，进入洞穴深部探险。

经探测表明，长生洞共有三
层，属于落水洞，地壳经过亿万
年的运动，整个洞穴已经被顶起
到山体中部。洞内水源好，不仅
有利钟乳石发育，还使洞内形成
无数个深潭，多个钙化池，小型
溪涧点缀其中，因此十分奇特、
壮观。

洞内一片黑暗，幸亏有强光
头灯照明。洞壁上布满大自然雕
刻的奇妙图案伴我们一路前行。
这些经过水漏和冲刷，形成一幅
幅精美的画图，仿佛进入地下迷
宫。

划着皮划艇，每到一个钙
化池边，必须要抬艇而过再划
行。来到洞底较为开阔的溶洞
中，垂吊的巨型钟乳石多了起
来，有的薄如飞翼，高度接近
百米；有的如罗马柱，粗细不
一。洞厅顶部有瀑布垂直泻
下，斜坡上自然形成一个大型
沙滩，巨型钟乳石垂于其上。
洞厅内高低起伏，巨石形成的
山峰林立，二层和三层洞穴怪
石嶙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使这些各种形态巨型钟乳石，
美轮美奂，无与伦比。探险灯
光所及，水中皮艇、洞中“雪
山”“瀑布”石景倒映其中，使
人仿佛到达一个奇幻的地下世
界。

这次探洞，最大的感受是
黑暗和丧失方向感。黑暗、幽
闭给我带来的紧张和恐惧远远
大于我对洞穴奇形怪状景象的
好奇。此外，我也感受到探洞
的魅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
会看见什么，会发现什么……

出 得 洞 来 ， 外 面 阳 光 明
媚，空气清新，第一次真正体
会到：阳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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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城行②云南边城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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