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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期，舞台作品诸如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的大型演出《美丽中

国·古风国韵》，电视综艺作品如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的《经典咏流传》、湖南

广播电视台的《声入人心》及其同名

音乐会全国巡演，均备受观众喜爱。

无论是国家级艺术院团面向大众打

造的高质量音乐、舞蹈精品，还是由

电视台重磅制作、吸引了众多粉丝的

综艺节目、商业性演出，都选择了大

众化的角度和方式去呈现经典，虽性

质不同却殊途同归，起到普及经典的

作用。它们构成了文化消费市场中一

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 上 的 讲 话 中 明 确 指 出 ：“ 优 秀 作

品 并 不 拘 于 一 格 、不 形 于 一 态 、不

定 于 一 尊 ，既 要 有 阳 春 白 雪 、也 要

有 下 里 巴 人 ，既 要 顶 天 立 地 、也 要

铺 天 盖 地 。只 要 有 正 能 量 、有 感 染

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

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

就 是 优 秀 作 品 。”对 于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来 说 ，打 造 更 多 文 化 艺 术 精

品 ，广 泛 传 播 和 弘 扬 文 化 经 典 ，是

时代赋予的重任。

呈现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

播效果。《美丽中国·古风国韵》将中

国古典诗词乐舞等进行全新编创，

把中国古典文化瑰宝以精美的现代

舞台展现出来；《经典咏流传》以公

众人物演绎中国古典诗词为主，带

领人们“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而

《声入人心》音乐会则走进全国十余

个城市，向当地观众展现歌剧、音乐

剧等西方音乐经典，以流行的、大众

化的方式呈现西方古典音乐的艺术

魅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新的文

化现象，引发观众热烈反响，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人们愿意对文化经典进

行更多、更深的了解，起到了陶冶大

众情操的社会美育作用。

文 艺 是 人 类 精 神 世 界 的 甘 霖。

而文化经典作为其中的核心部分，

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与人文内涵，具

有 深 邃 的 思 想 性 、艺 术 性 ，可 以 更

好地满足大众精神需求，起到温润

心 灵 、启 迪 心 智 的 作 用 。各 民 族 文

化 经 典 都 是 一 座 座 丰 厚 的 审 美 富

矿 ，代 表 较 高 的 文 化 艺 术 品 位 ，包

含 着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诸 多 经 典 艺

术元素，具有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

与意义。因熟知文化经典而使人与

人之间产生的情感共鸣，能够超越

民族、地域、时代等因素的限制，而

产生永恒魅力。

当今过快的生活节奏、过度的商

业包装，也让“快餐式”文化消费占

据了不小市场。有的人静不下心，有

的人缺少时间，致使文化经典有时

很难走入人心，无法全面深入地发

挥其“润物无声”的美育功用。对此，

我们不妨将文化经典与当代流行、

通俗元素充分融合，运用大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推动文化经典在大众

中广泛传播，激发起大众的兴趣，带

动更多人自发地对文化经典进行深

入了解。其中，将文化经典蕴于当代

影视艺术文化之中，或以受众喜闻

乐见的传播方式助推文化经典的普

及与传承，都不失为一种良策。

期待作为“阳春白雪”的文化经

典，不仅能顶天立地，而且能铺天盖

地，从而春风化雨、丰厚心灵，繁荣

文化、滋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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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旅游新需求：赏美景，还要品文化
王珂 靖伟

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人们的

旅游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从传

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模式，

向更加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

旅游”模式转变。深度参与并充分感

受目的地文化内涵的旅游方式，正

成为一种新时尚。

文旅融合
旅游有了新体验

“评弹、昆曲、笛箫、古筝、民歌

民曲，一个厅堂一出戏，不虚此行！”

最近，天津市民王伟晨去了江苏苏

州旅游，“特别喜欢苏州的园林，这

次听说网师园有‘古典夜园’活动，

迫不及待就来了，在园子里边观看

地方表演，边欣赏园林夜景，别有一

番韵味。”

在湖北，兴山县昭君村景区为

游客新增了一台内容丰富的昭君文

化大戏——《昭君出塞》情景剧，包

括迎亲仪式、编钟歌舞、兴山围鼓、

地花鼓等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在山东，位于沂蒙山的一家国

学教育基地，孩子们在幽静的树林

中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听老师讲

国学文化知识。山上每个景点都会

有指示牌，介绍一些历史故事以及

历史人物等知识。

“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再停留

在‘看山看水看风景’阶段，开始走

向‘观文品史、体验生活’的新阶

段。”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从近年来对节假日旅游市场的监测

结果来看，90%以上的游客会参与

各类文化活动，40%的游客会进入

文博场所，“我们既要努力让群众更

多地走近文博，也要加强融合创新，

满足游客新需求。”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主任王德刚认为，文化旅游已经成

为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

重要的市场基础。“在文化产品中

融入旅游需求导向，实现文旅融合

发展，将有利于更快更好地推进文

化产品的创新开发与文化产业的

规模化发展。”

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化旅游产业

委员会主任施俊玲表示，一些地方

建设文艺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文化艺术展览等功能一体化开

发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形成文化旅

游生活综合服务体系，为“文化+旅

游”创造更多新体验。

“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丰

富，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

新热点。体验文化、增长见识，成为

越来越多游客的主要出游目的。人

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

文化需求，成为“旅游+文化”发展

的可靠保障，给文化旅游市场带来

广阔发展空间。

千篇一律
“特色产品”还不够多

“前不久我去上海，在某文化街

想买些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工艺品送

给朋友做礼物，但我发现很难挑到

称心如意的产品，里面卖的一些配

饰挂件或一些盒装的果茶、糖果等，

在长沙同样可以买到。有地方特色

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多一些？”来自

湖南长沙的游客王爽说。

不只是城市文化街，在一些文

化古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沿街

售卖“地方特色”木槌花生酥，店家

现场制作，木槌挥舞捶打间，让人

产生购买欲望。不过，一些去过多

个古镇的游客发现，在不同地方都

有类似制糖的店铺，这让人不禁产

生疑问：这些所谓“特色”，真的是

地方特色吗？

“文化+旅游”发展火热，但也存

在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一些

旅游产品不是寻求创新融合，而只

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实际并没有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跟不上文

化旅游消费升级的需求。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旅游购物

占旅游收入的比例在 60%至 70%，

我国目前还不到40%。不缺购买力，

缺的是入眼入心的产品。

特色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相关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什么样的

文化都可以做出特色来，只有独特、

独有，才能捕捉市场的商机。”施俊

玲说。

中林候鸟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

韩云峰表示，“很多景区都很重视文

化在旅游中的作用，有时却不知道

该怎么用。一些地方甚至拿低俗当

文化，游客意见很大。”

深挖资源
产品供给要创新

日前，在第十四届中国（义乌）

文交会浙江非遗生活馆里，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会上公布

了 100 项浙江省优秀非遗旅游商

品，涉及雕刻塑造、金属加工、器具

制作、纺染织绣、漆器髹饰、剪纸刻

绘、编织扎制、陶瓷烧造等13类。

“从浙北平原，到浙西浙东丘

陵，再到浙南山地，滨海岛屿，山河

湖泊，多姿多彩的地理风貌，形成了

别具一格的文化风情。”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胡雁认为，只

有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走出博物

馆，走进普通百姓的旅行生活，传承

千年的传统非遗文化才能永葆青

春，薪火相传。

“文化+旅游”离不开特色元

素、特色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要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

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施

俊玲表示，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民

族文化等，是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都是文化旅游发展中的宝

贵资源。

早在2014年，国务院就发布《关

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

出，建设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形象

鲜明的特色文化城市。鼓励各地结

合当地文化特色不断推出原创文化

产品和服务，积极发展新的艺术样

式，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传统文化和现代工艺的深度融

合是做大做强文化特色旅游的必然

要求。近年来，苏州博物馆接连打造

出秘色瓷莲花碗曲奇饼干、文徵明

手植紫藤种子等具有自身特色的爆

款文创产品。仅去年，苏博就开发了

文创产品 107 款，销售总额达到

2073万元，同比增长41.8%。

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表示，丰

富的市场资源需要健康有序的市场

运行环境，发展良好的旅游生态。统

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

业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旅游产品供

给，是推进“旅游+文化”持续发展的

关键。 （据《人民日报》）

眼看临近端午，我又念起了当年

奶奶裹的碱水粽来。记得过去每到

端午时节，奶奶就要开始着手裹粽

子的准备工作了，这也是她一年中

最忙碌的时刻之一。

与本地大多数人家裹粽用芦叶

不同，奶奶更偏爱用箬壳。箬壳，即

竹笋成竹过程中，自然脱落的竹皮。

经高温消毒和退毛处理后，置太阳

下晒干，等到要用时，再展平泡在水

中以石头压住，翌日可取用。

传 统 碱 水 粽 无 馅 ，只 是 纯 糯

米。裹碱水粽的第一步就是泡糯米。

奶奶拿一个大盆，将糯米倒在里面

淘洗并浸泡过夜。第二天，奶奶通常

会起得很早，她要赶着做一件裹碱

水粽时最要紧的事——拌碱。既然叫

“碱水粽”，灵魂当然在于碱水。碱水

能使糯米更多的吸收水份，达到良

好的黏弹性。

早年时，纯天然的稻草灰承担起

了食用碱的职责。稻草灰的原料就是

黄稻草，将它们洗净晒干后烧成灰，

倒在纱布上，用滚烫的热水冲过，沥

下的汁水就是最原始的“碱水”了。

奶奶将汁水倒入浸好的糯米中，

仔细搅匀。就像变戏法似的，原本白

白的糯米，此时已变成一种漂亮的

姜黄色。再看奶奶，捏起一张泡软捋

平的箬壳，光面朝内，手一扭，先折

出一个漏斗状的底，舀入一勺糯米，

摁实后再将后半截箬壳一折、一捏、

再一横折，顺手拿起一根细箬壳缚

头，打结扎好。不过数秒，米箩里就

多了一只四角锥形状粽子。

裹好的粽子，一般要等到灶上

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才将粽子放

入蒸笼，整齐排列，一层接一层，加

盖开蒸。蒸粽子是个耐心活，火候把

握很重要。地道的碱水粽，是“焐”出

来的。先用猛火攻上半小时，然后转

文火，慢慢蒸。在火的作用下，灰汁

染透了箬壳，包围了米粒，沁入到米

粒的每一层。待到柴火渐熄，再利用

灶膛的余温将粽子焐上数小时，让

灰汁觅到米粒间极细微的缝隙，渗

透进去，直至完美融合。

蒸粽子的时候，炉膛里不时发

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灶间升腾起

缕缕蒸汽，箬壳夹着糯米的独特清

香渐渐浓郁，弥漫了整个屋子。在经

历大半天的期盼后，碱水粽终于出

炉了。取一只出来，棱角分明，那暗

色箬壳上点缀着不规则的斑点，就

像裹了层豹纹般惹眼。趁热剥去箬

壳，里面的米粒已浑然一体，黄澄澄

的颜色，晶莹剔透的光泽。用粽子的

尖角蘸些绵白糖，咬一口，弹性十

足。细细咀嚼下，灰汁的香混着糯米

的温软，那股清而不涩，香而不浓的

味道，让人回味长久。

与豆沙粽的甜腻、肉粽的油润相

比，碱水粽虽只有一味，但那种纯粹

稻米在碱水中沉浸出来的轻简至

味，已然胜过世上百味。那份满足

感，充溢在我童年的每一个端午记

忆里。

如今，奶奶早已离世，我也多年

没吃过碱水粽了。虽说市场上粽子

的馅料名目越来越多，个头越来越

精致，包装越来越漂亮。然对我而

言，对粽子所有的期待，早已铭记在

那无馅却泛着金黄光泽的碱水粽

间，伴着当年奶奶忙碌的身影，在如

梭岁月中变成了怀念的温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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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 电（记 者 余 俊
杰）5 月 30 日，记者获

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

发布 2018 年文化和旅

游发展统计公报中数

据显示，去年全年国内

旅 游 人 数 55.39 亿 人

次，增长 10.8%，入境

旅游人数 14120 万人

次，增长 1.2%，出境旅

游人数14972 万人次，

增长14.7%。

据文化和旅游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报

选取现行统计年报中

的部分核心数据，并充

分利用部内行政管理

记录以及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等部门正式发

布数据，基本涵盖了文

化和旅游部管理的所

有领域，全方位、多角

度直观展现了 2018 年

我国文化建设和旅游

发展全貌。

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8 年末，

全国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 31.82 万

个，从业人员 375.07 万人。艺术表演

团体 17123 个，比上年末增加 1381

个；全年演出 312.46 万场，比上年增

长6.4%；国内观众13.76亿人次，增长

10.3%。

据悉，下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将

继续编发一系列统计产品，更好地为

社会各界提供全面优质的统计服务。

华阴市举办创建文明
城市文艺演出

本报讯（王渭）5 月 27 日，陕西

省华阴市举办的创建文明城市文艺

演出，掀起了创建文明城市新热潮。

演出在开场舞《采薇》中拉开帷

幕，10 多个精彩节目让观众目不暇

接：武术表演《中国龙》、男声独唱

《撸起袖子加油干》催人奋进给人以

力量；老腔情景剧《忙·文明创建在

路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朗诵

《二十四字歌》等节目紧扣主题，积

极向上；魔术表演《魔手神采》、迷

胡现代剧《梁秋燕·斗理》等本土节

目深受群众欢迎；葫芦丝合奏《映山

红》、陶笛演奏《美丽的神话》、川剧

绝活《变脸》等节目博得观众阵阵掌

声，节目在《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

落下了帷幕。

近年来，华阴市委、市政府带领

华阴市市民，积极实施“旅游立市、

产业强市、文化兴市、生态美市”的

发展战略，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改

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

不断提高。该市先后荣获国家卫生

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单位、中国十大

文化生态旅游城市、中国最具魅力

的文化旅游百强市、最美中国绿色

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中

国秋千文化之乡、省级首批旅游示

范市、省级园林城市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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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心之美——梵蒂冈
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
亮相故宫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 施
雨岑）5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与梵蒂冈

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传心之美——梵

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亮相神武

门展厅。

据介绍，策展团队从梵蒂冈博物

馆的藏品中精选出 78 件展品，涵盖

了天主教艺术、佛教艺术和世俗艺

术三个方面。为了使展览内容更为

丰满生动，故宫博物院提供了与梵

蒂冈博物馆展品相关的 12件文物共

同展出，其中包括 2件珍贵的国家一

级文物。

本次展览不单独收费，观众可凭

故宫博物院门票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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