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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古城必定要重见天日，她背负的
历史太沉重，承载的文化太深厚，积淀
的故事太丰富。一个午后，我与朋友相
伴顺着即墨城宽阔的大道前行，一边听
他介绍古城重建的艰难曲折，一边抬头
向那宏大而威武的青灰色城墙望去。一
眼望不到头的城墙高高矗立，像一道硕
大的屏风，把街区一分为二，把景色一
分为二，似乎也把历史一分为二。

即墨，青岛市下辖之域，曾为县，
后为市，2017 年改为区。青岛的建置历
史仅有 120 年，但据 《战国策》《史记》
等典籍记载，公元前567年，齐大夫朱毛
就开始修建即墨城，到战国时期，即墨
故城已非常繁荣，可以与齐国首都临淄
相提并论。秦一统天下后，实行郡县
制，把即墨定为县。当时胶东半岛是胶
东郡，该郡的中心便是即墨。南北朝末
期，即墨一度被废除，但 25 年后又恢复
重建，一直延续至清末。1898 年，德国
强迫清政府签订 《胶澳租界条约》，将即
墨“南边”的海面和 1000 多平方公里的
土地划为“胶澳租界”，这块地方就是后
来的青岛市。

浩瀚历史，犹如长河奔流汹涌澎
湃，撞击人心。

即墨人“不甘心”昔日的辉煌从眼
前烟消云散，不愿让昨日的繁华仅留在
记忆之中，挖掘、开发，让金子重新散
发光亮，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于
是，5 年前，当地人代会通过“一号议
案”——重建古城。

国内外古城成千上万，无不闪耀着
悠远而庄严的光环。古城是历史文化的
象征，是文明历史的延续，又是古代建
筑艺术的展示。当下重建古城的不在少
数，然而一些地方要么心血来潮，要么
盲目追风，结果粗制滥造、昙花一现。
即墨人的“眼眶”高，做事从长计议。
他们把各大院校的人文大咖请来，把各
路经验丰富的建筑专家请来，把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领军人物请来，把国内有名
的木雕石雕彩绘工匠请来。集思广益之
下，一个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求真务
实的思路诞生：对历史，对人民，对后
世负责；做今天的精品，明天的文物。

穿过牌坊，跨过城门，沿古城整洁
而充满历史感的街面漫步，每一块瓦
石，每一根木料，每一方匾额都摆放得
错落有致，自然得体，没有丝毫的“做
作”状，更没有生硬多余之嫌。历史在
这里浓缩，记忆在这里放飞。昔日的县
衙、文庙、城隍庙、财神庙、真武庙、
牌坊街、教堂，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
一一呈现在眼前。那观音阁、三官阁、

魁星阁和火神阁，威武雄壮，各据一
方；那“望海”门、“景岱”门、“临
川”门，向海向峰向河而立，昂头挺
胸，呼风唤雨；那西门外商业大街不绝
于耳的叫卖声，仿佛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古城西南处墨水河小坝上洗衣的农
妇，举杵捶衣，水溅珠落，劳作的身影
似乎至今清晰可见。

我一直纳闷：早已面目全非的古
城，怎么恢复得如此栩栩如生呢？相伴
的朋友为我解疑释惑：这首先得益于一
些老照片的重现。2005 年，一位德国汉
堡大学语言学教授访问即墨，带来了130
多张记录着即墨古城的老照片。正是这
些稀有的老照片，打开了即墨人封存已
久的记忆，震撼了他们的心绪，促使他
们下定了重建古城的决心。另外就是归
功于即墨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尊重历史
的务实精神。那些石雕、木刻、楹联、
绘画，甚至展馆的陈列，都出自国内一
流大师之手。他们不仅严格按照历史还
原，所用的材料也是经过百里挑一，不
出一点纰漏。

“给子孙后代留下的财富，要经得起
时间和实践检验。”这是在古城听到最多
的“承诺”。

古城重建，表面上是历史的重现和
物体的再生，实际是历史与现实的承
载。重温昔日的辉煌与悲壮，会一次次
震撼心灵，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反思历
史。古城里那些精湛的壁画、雕塑、木
刻、楹联、碑石，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
事，关联着即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每一
页，既悲怆惨烈，又英勇无畏。

登上古城墙，向东眺望，仿佛看到
田横岛五百壮士横刀立马、忠贞不渝的
威严群像，阳光下闪闪的刀刃发出瘆人

的光亮。刘邦称帝后召见齐王田横，田
横不愿臣服，途中自刎，留在岛上的士
兵闻讯悉数挥刀殉节。壮士们视死如归
的刚烈壮举让刘邦大为震惊，也甚为感
慨：原来世界上真有宁死而不愿失去气
节的人啊！

在古城还会“听到”震耳欲聋的厮
杀声、哀嚎声，那是“火牛阵”令“敌
人”闻风丧胆。公元前 284 年，燕、秦、
韩、赵、魏等国的军队大举进攻齐国。
当时联军将即墨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在
这危急时刻，守将田单命令手下将全城
的牛都集中起来，在牛角捆上锋利的尖
刀，在牛身披戴上五颜六色的布匹，在
牛尾系满浸透油脂的麻线和芦苇。在一
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火牛”突然冲向敌
人的营帐，把联军吓得屁滚尿流，丢下
武器和营帐落荒而逃。从此，名不见经
传的即墨因这“火牛阵”载于史册，成
为“名城”。如今，每逢庙会、年节等民
俗活动，“火牛阵”都是必不可少的表演
节目。

而即墨古城下功夫最大、最有看点
的，还属文庙。她不但承载着浑厚的历
史文化，还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1898 年正月初一，驻扎在青岛的德
国军队派兵闯入即墨文庙，将孔圣像打
翻在地、四体破坏。当时正处于戊戌变
法前夕，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
维新派策动参加戊戌会试的万余名举人
联合行动，向顽固派施加压力，维护国
家尊严，以挽救中国之危亡，史称“第
二次公车上书”。

由于康、梁等维新派人物的推动，
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引起了不少京师官
员的关注，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对
维新变法起了推动作用。清政府在舆论

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德国交涉，要求驻
胶澳之德军首领向我方赔礼道歉。此后
列强们不得不收敛了嚣张气焰。

现在的文庙，是即墨人举办孔子祭
奠典礼、孩子成人礼、开笔礼等传统仪
式的场所。它不光在传输古老的千年儒
学精髓，还在告诫人们不忘历史，也提
醒人们，据理抗争同样是在继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当走进这三进的院
落，跨过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
圣祠、乡贤名宦祠等“圣殿”时，心里
会萌生一种奇妙的感觉：神秘、神圣、
神奇，又觉得肩头沉甸甸。

重温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溯和感
慨，更大的意义是展望和打造更美好的
未来。古城重建是文化繁荣的象征，彰
显一个地方的实力与潜力。今天的即墨
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综合竞争力排
名位居江北第一县，福布斯中国大陆最
佳县级城市。古城外，新建的居民区高
楼林立，写字楼、商业大厦随处可见，
呈现着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明天，
即墨又将会是什么样？

离开古城，回眸相望，夕阳辉映下
的城墙披挂着耀眼的光彩，斑斓迷人，
更令人充满了期待。

上图：即墨古城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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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居民消
费提档升级，出游意愿
持续高涨，旅游日益成
为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旅游业
正处于新一轮发展黄金
机遇期。2018 年，文化
和旅游部深入推进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引导
和促进各类资源与旅游
业对接，不断丰富新产
品供给，实现旅游供给
更平衡、更充分、更优
质的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重点
推进长江国际黄金旅游
带的发展，深入挖掘长
江流域历史文化、生态
文化、乡土文化、民俗
文化底蕴，加强长江流
域 区 域 合 作 、 协 同 发
展，通过串连整合重点
推出了一批文化旅游、
生态旅游、红色旅游、
乡村旅游、民俗旅游、
研学旅游、自驾车旅游
等旅游精品线路。长江
旅游联盟推出了“长江
三峡+黄山、长江三峡+
九寨沟、长江三峡+华东
都 市 之 旅 ” 等 精 品 线
路；皖苏浙沪四省市相
继推出了长三角城市群

“ 茶 香 文 化 ”“ 江 南 水
乡”体验之旅和十大自
驾游线路等特色产品；
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四城合作推出了长江中游四城
旅游一卡通，一卡游遍四座城市的40多家优质景区，推
动了长江旅游的整合营销与协同发展。

中国旅游不断创新发展理念，通过实施“旅游+”战
略，引导全域旅游纵深发展。乡村民宿建设已成为推进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丰富旅游住宿供给的重要领域。浙
江现有民宿1.6万家，已超过省内星级饭店规模，直接就
业9.8万人，成为乡村产业兴旺、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载体。北京市大力培育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和休闲
度假旅游。天津市推出了红色革命遗址、博物馆、名人
故居主题旅游线路。上海深度挖掘建筑和街区文化，打
造一批“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的都市微旅行精
品。湖南创新举办“锦绣潇湘”文旅创客大赛，搭建文
旅创客开展创新创意活动的新平台。青海推出10条特色
自驾游环线，建成 46 个覆盖旅游重要节点的自驾车营
地。西藏实施“全域旅游重点产品打造专项计划”，推出
林芝康养旅游、那曲研学旅游、阿里暗夜星空旅游等新
产品。广东实施“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
验和农房变客房”的四变工程，开发了一系列“海陆
空”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增加有效供给，丰富旅游新业态产品。根据市场需
要，文化和旅游部着力培育度假旅游、体验旅游等新业
态发展，增加有效供给，以满足多样化旅游需求，先后
推出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浙江省湖州市安
吉灵峰旅游度假区9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截至目前，全
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数量达26家。2018年推出了海南三
亚中国体育庙会、吉林冰雪自驾游等18条体育旅游精品
线路，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的广泛参与。2019 年春节前，
还将继续推出新一批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体育旅游
新业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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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紫砂壶需要养，其实并不是，
用真正好的紫砂，新壶都有温润光泽。”吴小
兔自豪地说，他的紫砂壶，在 80 倍显微镜
下，呈现出晶莹剔透、五彩斑斓的景象，恍
似一幅深邃的星云图。

紫砂泥原料产自江苏宜兴，又称宜兴紫
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紫砂泥矿的

“泥痴”吴小兔，执着于烧制真正的紫砂壶。
他的壶最大的特色在于料，而这些泥料最大
的特色是产于丁蜀当地的原矿，且不拼配。
比如一种天然紫红色的矿料，在地上一划，
痕迹都是血红色的。

评鉴一把好的紫砂壶，离不开形、神、
气，即紫砂壶的外观形象，神态情绪和气质
内涵。而制成一把好的紫砂壶，也主要取决
于三个方面，即料、工、烧。

吴小兔，就是一位把泥料运用到极致的
人。天青泥、大红袍、定窑白、朱砂紫、冷
金黄……30 多种紫砂好料，单一矿料制壶，
是吴小兔的制壶秘诀。

吴小兔，1951年生于陶艺世家，独创单
一矿料制作紫砂壶，他收集泥料、研究制壶
近40年。

吴小兔这样评价宜兴紫砂：“紫砂是什
么？似石非石，石中砂；似泥非泥，泥中
骨。宜兴紫砂又叫‘紫玉金砂’，就是得到好
的原料，做出玉的感觉。”

吴小兔与紫砂结缘，源于 1980 年的一
天，他的外甥拿了一包泥到他家里喝茶。那
时改革开放不久，台湾客、香港人常来宜兴
收紫砂老壶。不少人靠倒卖明清紫砂赚钱，
吴小兔的外甥就是其一。

外甥说，同样是紫砂壶，顾景舟的壶那
时才卖几百元，而邵二泉家的紫泥壶却能卖
6000元以上。吴小兔一琢磨，这就是上等泥
料决定的价值。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
大师，每一位名人，在紫砂泥的料上肯定有
他的专长。为什么他们能在历史上留下来？
就是因为紫砂的文化内涵在料上。”

于是，寻找好泥料成为吴小兔工作之余
的全部爱好。

找原料，吴小兔有自己的标准，他认定紫
砂是陶瓷里有灵性的东西。挑出来的泥如果绯
红得像血，或者雪白得像牛奶，或者像鸡蛋黄
那样的澄黄色，就一定和其他石头不一样，他
认为这就是好料。倔强的吴小兔一直痴迷于

“单一原矿，不相混杂”的本真紫砂。

寻了三年，吴小兔在紫砂原料上小有名
气。1983年，得知吴小兔寻得好料，侄子上
门要了三斤“大红袍”，意欲请名匠制壶。然
而，没过多久侄子带着泥回来说，这泥料是
好泥料，但和水后还是酥的，黏度不够，打
不起泥条，做不成壶。要想制壶，必须拼配。

宜兴一个工艺师也花1000元跟吴小兔买
了 10 斤泥，20 天后，他回来要求退泥，说

“这 20 天中，我没日没夜地研究，就是没办
法做成壶。你的泥再好，做不成器也没用，
废泥一堆。”

吴小兔决定这一辈子都不卖泥了。他不
信自己的好泥料会制不成壶。他开始偷偷学
艺，去丁山各个制壶作坊，站在制壶艺人身
旁仔细学习制壶工艺；他试验各种制壶方
式，逐渐摸索出一套用盔子制壶的方法。

历时数月，吴小兔用单一的朱砂原料做
成了第一把壶，虽然又重又厚，不够精美，
但壶身上那种天然质朴的浑厚感还是吸引来
了台湾的收藏家。“他说我的壶是真正的朱砂
壶，虽然做工不够好，但用料却与明清老壶
有异曲同工之妙。”吴小兔开心地说道。

或许吴小兔不是最优秀的紫砂制作艺
人，但他一定是紫砂泥料的深爱者。像一炉
熊熊燃烧的窑，用一腔热火，硬是在恪守

“天然泥料”和“绝不拼配”的紫砂路上，烧
出了一窑万彩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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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曾是丝绸之
路的要冲。清末民初，奇台商贾云集，商
号林立，一派“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
车进古城”的盛景。如今，奇台作为“一
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全域旅游已经唤醒
古城，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017年以来，奇台以争创全域旅游示
范县为目标，将全域旅游理念融入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建设各方面，深入挖掘自然资
源优势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全域旅游
充当“黏合剂”，与各行各业高度融合，
培育“旅游+文化”“旅游+康养”“旅游+
乡村”“旅游+扶贫”等新业态。

江布拉克，意为“圣水之源”，是隐
匿于天山脚下的人间仙境。近年来，奇台
以江布拉克景区为龙头，打造“天下奇
观·浪漫奇台”品牌，以江布拉克景区创

“5A”景区为龙头，以南部山区和北部沙
漠景点为两翼，古城历史人文观光区、山
区农业观光以及世界恐龙遗迹观光等为补

充的全域旅游初具规模。奇台逐渐成为大
家心中的“诗和远方”。目前，奇台县已
有旅游景区景点43处，其中，国家A级景
区4处。

江布拉克景区已形成以景区为中心枢
纽，周边 7 个乡镇为外围的乡村旅游格
局，为沿线居民创造了 2000 多个就业岗
位。全域旅游带动全县 257 家酒店宾馆全
年客房平均入住率达 86%，1629家餐饮门
店、240 家农家乐蓬勃发展，11 家旅行社
输送游客数量稳步上涨，旅游餐饮住宿业
从业人员增加到 12000 余人，旅游业正成
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此外，奇台在2016年被确定为新疆首
批康养旅游先行先试区，初步构建了全域
康养旅游产业集群式发展框架。努力打造
江布拉克生态旅游品牌，打造康养旅游品
牌是奇台旅游未来发展的方向。

上图：江布拉克麦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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