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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旅游的最好途径是身心体
验，日益兴盛的文化体验游满足了人们

“求新、求奇、求知、求乐”的愿望，深
受游客喜爱。科技创新更为文化体验游
提供了强大动能，文化体验游与科技的
融合，为游客营造出身临其境和心临其
境的完美体验，也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
重要力量。

文旅体验渐热

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
首批 16家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其
中，北京同仁堂知嘛健康零号店象·食·
养·医现代中医体验基地，把传统文化与
现代生活相融合，构建了烘焙坊、茶饮
坊、咖啡坊、四季厨房等体验和消费的
场景，易于游客了解春种、夏耘、秋
收、冬藏的四季养生理念。这里已成为
北京旅游的新热点，吸引许多游客前去
拍照打卡。

此次北京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为广大
游客体验首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提供
了更为多样、个性的选择。在北京风雷
京剧团，游客不仅可听到关于京剧历
史、服饰、道具等方面的讲解，还可欣
赏京剧表演、学习京剧动作、体验京剧
服饰和京剧妆容，全方位感受戏曲艺术
的魅力。

山东济宁的文化圣地体验游、国学
经典研学游等线路和开笔礼、拜师礼、
成人礼等体验游深受游客喜爱。人们踏
上文化圣地体验之旅，走进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之一，沿着孔子孟子的足迹，
探访儒学之源，体验圣地儒韵。

贵州安顺是传统旅游城市，拥有黄
果树、龙宫、屯堡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门票，如今安顺正
从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转变，从旅游城
市向城市旅游跨越，安顺蜡染馆、娄湖
艺文中心、沉浸式光影演艺《夜书·今生
缘》、实景演出《虹湖之夜》等体验游项
目已成为安顺旅游的新亮点。

领略文化魅力

体验游的吸引力是文化的魅力。很
多传统的旅游资源场所经过文化创新
后，散发出新活力，让更多游客有了深
入了解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创新文化
的渠道。

北京敬人文化纸文化乐园体验基地
整合现代技术和传统技艺，游客可参观
触摸各种纸材、亲手制作手工纸灯、团
扇等作品，在虚拟化电子传媒盛行的今

天，这种体验更能引发纸张所带来的亲
切感。北京红星二锅头酒非遗文化体验
基地融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酒
的体验，游客在亲手酿造新酒的过程
中，感受老北京的京味文化。

2020 年国庆期间，江西瑞金的“浴
血瑞京”等互动体验式红色旅游景区接
待游客占瑞金总旅游人次的 80％，促进
了红色旅游转型升级。“浴血瑞京”是赣
州首个大型红色实景演艺项目，是江西
省首个大型实战演艺项目，全景式展示
了瑞金的苏区历史。

2020 年被列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为游客提供
了沉浸式体验的好去处。街区所有景观
都是唐风古韵，除了 《再回长安》 等常
态驻场演出外，步行街上还有许多小型
舞台，晚上有杂技、曲艺、民乐演奏等
演出，集文化、表演、餐饮、休闲、娱
乐于一体，往来游客置身其中，一秒间
穿越千年梦回长安。

科技创新体验

沉浸体验为文化旅游开辟出崭新的
发展路径，科技创新更是为文化旅游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科技破解了文化旅游
在时间空间的局限，并通过线上线下融
合，营造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模式，旅
游不仅好看更加好玩，游客融入情境
中，大呼过瘾。美团大数据显示，沉浸
式文旅体验已成为各年龄段人群特别是
年轻人能接受、愿参与的时尚休闲娱乐
项目。约有 75%的相关消费来自 20 岁到
35 岁的年轻人，他们对体验感、故事
性、游戏性、艺术感、夜游等元素非常
感兴趣。

科技让红色旅游真正“活”起来。
沉浸体验拉近了游客对红色旅游的情
感。瑞金在不改变革命旧址现状的基础
上，运用 AR、VR 等新技术，整体提升叶
坪、红井等主要景区的布展水平。游客们
惊喜地发现，革命历史融合现代科技，从
聆听历史到触摸历史，从游览历史到体验
历史，大大增强了融入感。贵州遵义会议
纪念馆通过4D全息投影、多通道投影、虚
拟现实等技术，搭建沉浸式体验，让游客
沉浸在特定情境、氛围与主题中，各种视
听效果全方位作用于身心。

目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游有沉浸
式街区、沉浸式主题公园、沉浸式博物
馆、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沉浸式
灯光秀、沉浸式体验馆和沉浸式夜游等
丰富多样的内容，将成为文旅消费升级
的强劲动力。

站在车流如梭的北京街头，冬日的暖
阳正将金灿灿的光芒洒在建筑物、街道和
行人身上，沐浴在这片阳光里，我心中有
了明亮的暖意。在路人的指点下，我终于
看到马路对面不远处，那座雕梁画栋的门
楼和耀目的朱红色门壁上的牌子，是了，
正是地坛公园。

我对地坛的向往缘于史铁生的散文《我
与地坛》，虽已读过多遍，但百读不厌。我不
知自己是被地坛的幽静安详所吸引，还是被
史铁生泛着灵性光辉的文字所感染，早已决
定要找机会去拜访地坛，拜访史铁生，虽斯
人已去，空留苑囿，可我想在那园子里，多少
会找到些故人的踪迹吧。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
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这是 《我与地
坛》 中的句子。迎面是一股幽静而清冽的
纯朴气息。那些高大林立的古柏是这园子
最忠诚的守护者，几百年来，它们护佑着
一座座红墙金瓦的殿堂，荫庇着脚下的每
一棵草、每一块砖，使这园子饱经岁月风
霜而没有废弃，也保留了这样一个宁静的
所在。双腿残废后的史铁生找不到去路，
只能摇了轮椅到这儿来，这里的蜂、蚁、

虫、草都是他的伙伴，这里的暮鸦雨燕在
为他吟唱，他可以坐着或躺着，读书或者
思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每一寸土地和
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车轮印。他在这
里思考着生与死，也思考着怎样活着。地
坛里的四时流转与日月辉光安抚着这颗孤
寂而痛苦的灵魂，他决定活下去试试，他
要与命运搏一搏。

史铁生在幽静的地坛里边读书、边思
考、边写作，他用笔去找寻人生之路，一
步步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并拥有了自己的
一席之地。他活得旷达乐观，从容之至。

走在园中，我一直在追随着那辆轮椅
和轮椅上的思想者的印迹，他走过哪里我
跟到哪里。我的手抚过古柏和草叶，他曾
在这里停留。我看到阳光将园墙斜切下的
阴影，他曾在那里沉思默想。这园子曾是
他的另一个家，是他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
个世界，他在这里度过了狂躁而绝望的青
年时光，也在这里积聚起中年的深厚思
想，他熟悉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也熟
悉他。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他与地
坛融为了一体。

我登上方泽坛的青石台阶，这里是明

清两朝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坛台，史
铁生因无法登临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
我想我应替他去拜谒祭坛。站在坛台上，
青铜方鼎凝重默立，天空辽阔，四野空
旷，微风朗日，如沐慈悲。我忽然感受到
一种灵魂的坦荡，一种信念的力量。是的，
即使一个人的双腿无法涉足，思想却可以凌
驾于高台之上。史铁生虽然坐在轮椅上，却
比很多站立的人灵魂更高，身影更长。他对
生活深沉的爱，对人生真谛的探寻，像正午
的阳光照亮了许多人幽暗的心灵角落，给予
他人极大的精神馈赠，他的思想至今仍引领
人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和终极意义。

我在夕阳的余晖中缓缓步下祭坛，心
里一个声音说，史铁生已永远地离开了地
坛，可是我知道，他也永远地留在了地坛。

相对于北方，南方下雪更多了些许惊喜和
浪漫。地处于长江沿岸的江西庐山，每年降雪
似乎来得更早一点，下雪的消息不胫而走，游客
们纷纷上山赏雪，一睹庐山银装素裹的美景。

雪天，庐山虽没有春的翠、夏的绿、秋的艳，
却处处透露出古典的诗意，如一幅浅淡相宜的
水墨。披上圣洁的雪衣，银装素裹下的丹墙翠
瓦分外迷人，冰雪世界里的玉宇琼楼宛如仙境。

庐山湿度大，云雾多，冬季容易形成雾
凇。雾凇是由于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而尚未
结冰的雾滴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冻粘
而成，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沉积物。庐山
雾凇奇观令人惊叹，雾凇组成的冰花世界，点
点滴滴裹嵌在草木之上，结成各式各样美丽的
冰凌花，有的结成钟乳石般的冰挂。

庐山多常青的松柏。雪花飘落时，在树枝
上垒起一团团棉朵，四周镶着绿边儿，层层叠
叠，错落有致。轻击树身，你就知道李煜词中的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中的“如雪
乱”，是如何的贴切了。雪停日出，树上的积雪

慢慢融化；黄昏后，滴滴水珠便在绿枝间垂成千
万根晶亮的冰条，将树木装饰得富丽典雅。

因为朝着浩淼的鄱阳湖，这里成了一道强
劲的风口，遒劲的寒风把山下的雾气席卷而
来，所以含鄱口的雾凇颇为壮观。由于树木随
着风力的作用，多为倾斜，满树再挂满了冰
挂，树木愈加倾斜了，但庐山的松树是经得住
这寒风冰雪的考验，咬住青山不放松，把这么
美丽动人的景致留给了游人。

相对于含鄱口的大气磅礴，如琴湖的雾凇
就显现出她的玲珑秀美。在如琴湖观看雾凇别
有一番情趣。湖面水汽氤氲，上下翻腾，眼前
白蒙蒙的一片。再看湖心的亭子，倒影在湖面
上，却多了一份朦胧的韵味。最让人眼花缭乱
的是沿岸树木上的冰挂了，绿色的松枝被这洁
白剔透的冰花层层包裹着，就像琥珀般的玲珑
可爱了，加之湖面上升腾的水汽，隐隐约约之
中仿佛置身于天庭世界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庐山分外妖娆，这
也正是庐山冬日风光的奇妙之处。

文化体验游 好看更好玩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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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表演。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游客在河北邯郸天保寨景区“3D星空体验馆”拍照。郝群英摄 （人民视觉）

游客在江苏南通科技馆体验VR海底漫游。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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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如琴湖雾凇

前不久读李敬泽先生的散文
《壶碎》，让我的心情不能平静。

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二十
多年前，某先生无意间打碎了某
教授的一把紫砂壶。当时“只见
主人微笑：‘先生欠了我一把壶，
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宾主相
视一笑。主人顾自取了笤帚簸箕
扫去碎片，先生顾自看书。那一
日，宾主尽欢”。这一刻壶碎得云
淡风轻，数年后却是另一番景
象。后来，主人知道打碎的紫砂
壶乃是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作
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壶不断升
值，主人几乎陷于崩溃。

这篇散文以教授的壶已经碎
裂，市面的壶不断升值为背景，反
映出壶升值人生贬值的反差。主
人放弃壶的审美，将注意力全部放
在金钱上，远离了壶的本质。

说来也巧，前两年我也打碎
了一把壶，而且与紫砂壶大师顾
景舟或多或少也有些关系。

中国是茶文化深厚的国家，盛
茶的器皿也蔚为大观。其中，高品
质的茶具尤以景德镇瓷器和宜兴
紫砂壶为极品，而紫砂壶属陶，较之瓷器更具古风，也因此
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紫砂壶文化。

紫砂艺术不过短短五六百年历史，却逐步形成了独有
的陶瓷艺术，毫不逊色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究其原
因，就是它以传统文化为源，茶文化为媒，工艺美术为根，
强调中国文化元素，其灵魂便是人文趣味。北宋苏轼住宜
兴时，喜欢提梁式砂壶（东坡壶）；明代文人吴颐山的书童
供春，多年侍读，受到文人习气濡染，创制“供春壶”；清代
名手杨彭年干脆与文人陈曼生合作，由陈设计式样，杨捏
制，再由陈于壶身刻制书画，最终入窑烧制成壶（曼生
壶）…… 宜兴紫砂以传统金石书画为主题，构成壶的重要
元素，再赋于工匠的嵌、绘、彩、釉、塑、漆、雕、镂等高超技
术，文雅之气弥漫于器形。由于精妙的艺术素养和熟练的
专业技巧，以及对泥料性能的深入了解和窑温的准确把
握，其紫砂器形自有一股不可模仿的气质神韵。

紫砂艺术和文人的结合，大大丰富了紫砂艺术美的
深蕴内涵，构成如诗如画的艺术风格，使紫砂艺术品极
大地增加了中国文化含量，具有博大精深的气质。

我不是附庸风雅之辈，却也是爱好紫砂壶的真人，
自然也喜欢简单收藏。之所以简单，主要是囊中羞涩，
并不刻意，全凭机缘，只要偶尔能淘得一二价格实惠的
真品，也是不亦乐乎。

幸运的是，我失手跌碎的那把紫砂壶居然有了柳暗
花明的奇遇。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元旦过后的一日周六，天高日
暖，我去一诗人朋友开的茶铺里喝茶聊天，无意间谈及壶
碎之事。她细问是哪位师傅做的，我说是包荣军先生的

“劲竹提梁”壶。她见我甚是心痛惋惜，便神秘地告诉我她
虽是成都人，却在宜兴的铁路医院工作了很多年，跟紫砂
二厂的师傅们都熟悉，包先生正是她的朋友。于是她马上
热心地与他联系，说明原委，包先生居然感念于我这个未
曾蒙面的“知音”，欣然允诺专门为我做一把同样的壶赠
我。这个意外的惊喜让我乐呵了好多天呢！原来，顾景舟
的徒弟是徐汉棠，徐汉棠的徒弟是徐元明，徐元明的徒弟
就是包荣军。呵呵，居然是顾景舟的一脉嫡传，我真是太
幸运了。

劲竹提梁壶，真是一把好壶！竹子，虚心，有节，
这不正是中国的工匠精神吗？至于价格，不也正是这种
精神锻造的市场认同度吗？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壶，爱对了就是福气，
爱错了就是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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