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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雪峰白云飞，蓝月湖波翠如翡。”
人们经常说：不到丽江，枉到云南。

7 月 10 日，丽江迎来一批特殊游客。刚
刚参加完前一天举行的第四届海外华文新媒
体高峰论坛，来自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又踏上探访丽江
的采风行程。

逛智慧小镇
“在数字古城建设上，丽江走在前面”

丽江古城，是采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
站。走过古城水车，踏上石板路，就进了丽
江古城。四方街上的青石板还在诉说着茶马
古道的往日岁月，5G覆盖之下的城区已按捺
不住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激情。

在采风中，不少华媒人置身丽江古城的
古街、古桥、古建筑，却感受到丽江有着一
颗年轻的心——智能管理、智能服务遍布景
区的每个角落，古城内随处可见显示各区域
游客数量的电子屏；为游客提供免费药品、
轮椅租借服务的智能急救站；扫一扫便能带
着“萌蛙”游丽江——这些都让前来参观的
华媒人对丽江古城的数字化建设有了更直观
的认识。

香港紫荆杂志社社长助理魏东升告诉记
者，在参观过程中，丽江古城三个特点令人
印象深刻：一是有景。除了“小桥流水人
家”的美景之外，具有东巴文化建筑特色的
古城风貌，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二是有情。
在古城游览时，有一句话在他脑海里油然而
生，那就是山美水美人更美，热情好客当属
丽江人。三是有序。据了解，每天 5 万左右
的游客在古城出入，但这里秩序井然，环境
干净整洁，这得益于现代化管理手段。

随后，一行人来到丽江的数字古城5G展
馆。这里集中展示了智慧消费、智慧环保、
智慧消防等数字古城建设的应用。海外华媒
人还在现场体验了景区VR直播。

西班牙华侨快报新闻主任、西班牙新丝
路协会会长向静，曾走过上百个欧洲古城、
古镇。她说，欧洲很多古城在传承与保护上
做得特别好，丽江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棒。
而在智慧古城和数字古城建设上，丽江走在
前面，是个非常出彩的例子。

许多华媒人也有着相同的感受。一天的
采风活动，让他们近距离领略了丽江古城的
神韵，感受到这座古城的现代科技元素。

品纳西风情
“我要把纳西文化介绍给国外朋友”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纳
西族人口为 326295，绝大部分居住在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市。采风行程中的丽
江博物院、纳西创世纪文化体验中心、纳西
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东巴秘境，都能看到
纳西文化的悠久传承。在丽江古城里，华媒
人发现，每家商户的店名、楹联，几乎都以
汉字和东巴文同时标识。

华媒人被丽江浓厚的纳西文化深深感染。
在纳西创世纪文化体验中心，日本东京TV株
式会社会长吕娟见到现场书写东巴文字的表
演，也参与了进来。有一定绘画和书法功底的
她，看了一眼就临摹出东巴文的“福”字。吕娟
兴奋地说：“我要把这幅字带到日本，把纳西文
化介绍给日本朋友。”

让华媒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在纳西创世
纪文化体验中心结合VR（虚拟现实技术）经历
的纳西奇幻之旅。通过神与神斗、人与神斗、人与
自然斗的三大板块12个场景片段，以虚拟现实
手法带人们走进寒冷的雪山，穿越时空的大门，
到上古时代“触摸”《开天辟地》《鹏署争斗》《纳西
今生》等瑰丽神奇的纳西故事。

西班牙 《侨声报》 社长戴华东表示，现
代科技手段让纳西文化更加真实可感、更具
吸引力。

据了解，这种文旅融合的体验中心在丽
江已经迎来井喷式发展。

玩丽江文创
“让古文化活了起来、动了起来”

此次采风中，华媒人还参观了丽江双创
园、丽江启迪K栈众创空间。

一走进启迪 K 栈众创空间，大家就被这
里颇具纳西文化特色的各类文创产品牵引
了目光。新西兰彼岸国际传媒总裁兼董事长
陆欣讌忍不住在一家在此入驻的文创企业购

买了用东巴文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的挂件。第一次来丽江的新加坡报业控
股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罗文燕，也对纳
西文化产生浓厚兴趣，选购了文创产品。

对丽江而言，创新创业的一大资源便是
这里的人文历史底蕴和秀美自然风光。众创
空间以“丽江古城”“纳西文化”为打底，
依托丽江及丽江周边区域特有民族特色及优
质文创土壤，为丽江市中小创业者提供从培
训、孵化、融资到上市的全链条服务。丽江
启迪 K 栈众创空间负责人何森介绍说，2018
年 5 月正式入驻丽江市双创园以来，丽江启
迪 K 栈众创空间已经孵化项目 75 个，主要
包括文化创意、教育培训、旅游服务等多个
行业。

向静表示，丽江双创园文创特色显著，

每一家小店都是一个文创项目，都承载和展
示了非遗文化。

双创在纳西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着
巨大作用，让古老文化走进现代生活，成为
其中的一部分。

华媒人还一同参观了萌蛙文创体验馆。
“丽江萌蛙”是丽江最新打造的古城 IP 形
象，来自丽江巴格图图腾中为人们指引方向
与时令的神蛙。在下载“丽江萌蛙”手机
APP 之后，扫描丽江古城内“我是萌蛙，我
要带你寻找丽江的美好”提示板，萌蛙便跃
然屏上，带你走进丽江古城首推的景点，领
略当地历史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丽江创新的脉搏超乎华媒人的意料。瑞士
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赞叹，没想到丽江既淳
朴又现代，它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一

座富有创新活力的城市。创新让古城、古迹和古
文化活了起来、动了起来。

游诗意美景
“像一本翻不完的书，越看越有韵味”

从东巴秘境到拉市海玫瑰庄园，从黑龙
潭到玉龙雪山景区，采风团一路走，一路
看，一路赞。

不知不觉，汽车两侧窗景变换，绵绵细
雨中，远处的玉龙雪山云雾氤氲，若隐若
现。13座山峰由南向北纵向排列，海拔均在
5000米以上，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条银龙腾
空而出，玉龙雪山因此得名。

华媒人来到玉龙雪山东南隅的东巴秘境
景区参观。高原牧场、秘境花谷、天空栈
道、龙潭飞瀑等景色渐次出现，移步易景，
美不胜收。“遥看玉龙曾有雪，遥想纳西有人
家”，一幅奇美的丽江画卷徐徐展开，吸引着
华媒人的镁光灯。

对美国亚省时报社长甄凯婴来说，这次
采风是故地重游。但她依然惊喜地发现，印
象中的拉市海庄园变了，这里新出现了一大
片美丽的玫瑰花园。甄凯婴拍了一组照片，
在朋友圈“打卡”——“时隔11年再到拉市
海，玫瑰园很新鲜。小雨中，阵阵花香沁人
心脾。”

“像一本翻不完的书，越看越有韵味。”朱
爱莲描述自己对丽江的“初体验”。

在阿根廷华人在线副总编辑万学栋看
来，大美丽江正是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我
到过中国许多城市，深刻感受到，中国各地
都在加大力度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尤其
注重恢复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这是一个巨大
的进步。”

“观景天降雨，尘埃难附体。跬步致千里，
心静在自己。”来自老挝《中华时报》的姚勇情不
自禁吟出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七彩云南，大
美丽江。丽江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姚
勇由衷感慨，“此次采风中，我沿路看到，来丽江
参观游览的人越来越多，但这里依旧山青水秀，
保持着一种天然纯净的古朴之美。”

赏精彩演出
“能唤醒乡愁的地方便是此心安处”

许多华媒人是第一次来到丽江。在烟雨
蒙蒙中游丽江，他们都感受到丽江的魅力四
射。论坛组委会为大家精心安排了多场精彩
演出，包括《丽水金沙》《印象·丽江》《丽江
千古情》。

生态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让华媒人
印象深刻。“白鹿当坐骑，红虎当犁牛，野鸡来
报晓，狐狸做猎犬”，演出在位于海拔 3050 米
的全球最高实景演出场地——玉龙雪山景区
甘海子，以天为幕、以地为舞台、以雪山为背
景，是与山、与自然、与祖先的对话，展现了纳
西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豁达。

“《印象·丽江》是玉龙雪山下的一场视
觉盛宴、一次灵魂洗礼，让现代都市人远离
城市的喧嚣，放下尘世的困扰。”向静告诉记
者，这是文创产业一个成功案例，是创意让
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丽江之
行，东巴文化体验之旅，让向静感受到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样才能既传播中华文化
又赢得世界的尊重”。

《印象·丽江》主题曲是《回家》，这让许
多华媒人内心泛起涟漪。陆欣讌告诉记者，
在外打拼的人为什么想回家？因为家里有山
有水有亲情。习近平主席一句“留得住青山
绿水，记得住乡愁”，拨动了无数海外华侨华
人的心弦。“乡愁是一种情结，能唤醒乡愁的
地方便是此心安处”。

下图：丽江古城俯瞰。 赵子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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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齐聚古城采风

“丽江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
本报记者 石 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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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加采风活动的部分华文媒体代表在丽江古城大水车前合影留念。 （除署名外均为谢明摄）图为参加采风活动的部分华文媒体代表在丽江古城大水车前合影留念。 （除署名外均为谢明摄）

▲华文媒体代表 （右二） 在纳西创世纪文化体验中心学写东
巴文“福”字。

▲华文媒体代表在丽江的数字古城 5G 展馆体验景区 VR 直
播。

▲华文媒体代表在丽江的数字古城 5G 展馆体验景区 VR 直
播。

▲华文媒体代表 （右） 在体验用VR全景展现的纳西史诗《创
世纪》后，对纳西族工作人员进行采访。 杨浩明摄

▲华文媒体代表和游客一同观看生态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
江》。

▲华文媒体代表和游客一同观看生态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