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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2021 年，由文化和旅游部推荐的安

徽黄山西递村和浙江湖州余村成功入选

首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

村”，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提升中国乡村

旅 游 国 际 影 响 力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同 时 ，

“最佳旅游乡村”对促进国内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发

挥出积极作用。下一步，乡村旅游应如何

发展？如何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打造

乡村旅游目的地，拓宽乡村旅游发展视

野，以及提升乡村旅游宣传推广能力？

在 9 月 13 日 至 17 日 由 文 化 和 旅 游

部资源开发司主办的 2022 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镇培训班上，多位专家通过理

论教学、案例分享、现场交流等形式，与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代表、文化和旅游部门乡村旅游

管理人员等约 100 名学员就以上问题进

行了交流。

在乡村营造美丽自然景
观中的高品质生活

如何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旅

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

晓军说，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已发展到乡

村生活阶段。乡村生活是乡村旅游的最

高阶段，因此要围绕乡村生活的打造，去

寻找资源、保护资源、创造新的内容。要

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普查，梳理区域乡

村旅游发展的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

化资源，其中地名文化是很容易被忽视

的文化资源。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界定，村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一个

村名都有其文化内涵，可能反映了当地

独特的地形地貌，或者取材于某个历史

典故。

张晓军认为，资源普查单纯依靠当

地村民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要吸收返乡

和 入 乡 人 员 ，与 村 民 一 起 ，以 适 当 的 形

式，对当地文化进行收集、整理、保护、创

新和传承。乡村旅游的发展，意味着乡村

主体需由原来的村民变为外来人员和村

民共同形成的新群体。

江苏省无锡旅游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徐

立新认为，长期以来，乡村旅游从业者有一

个错误认知，认为乡村旅游要给来自城市

的客人看乡村的原生态生活，但事实上，乡

村不卫生的环境、蚊虫的叮咬、房间里的霉

味并不是城市游客想要的乡村生活。到乡

村旅游的客人追求的是美丽自然景观中的

高品质生活。以西溪湿地度假村为例，这里

虽然有大面积的湿地，却几乎看不到蚊子，

因为当地借助科技和生态手段，采取了一

系列消灭蚊子的措施，例如种植驱蚊植物，

在水中投放杀蚊灯等；在卧室里使用了黄

麻床垫，既可以除湿防霉，又能防虫防火。

张晓军认为，要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

求，就要对乡村进行改造提升，让现代艺术

进入乡村。用艺术家的眼光和思维将乡村

变得更有品位。

为 4 亿新生代打造沉浸式
时尚乡村生活

徐立新观察到，疫情让旅游从业者认

识到本地游的巨大市场潜力。本地游是人

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首先

满足本地游客的需求，其次通过接待外地

旅 游 者 增 加 旅 游 利 润 。 如 何 吸 引 本 地 游

客，让他们只要有时间、有经济条件就想

来？让来过的人还想再来？徐立新认为，

要从微度假、微康养、乡村旅居三个层面

来发展乡村旅游。要为本地游客提供更多

的 公 共 空 间 ，创 造 出 更 多 能 让 人“ 打 发 时

间”的地方。

在徐立新看来，对乡村生活进行创新，

就要把乡村与时尚生活结合起来，尤其要

关注 4 亿新生代喜爱的时尚生活。徐立新

说，4 亿新生代是旅游消费的主体，要吸引

这部分消费人群，就要打造具有“颠覆性创

意、年轻化消费、沉浸式体验”的乡村旅游

产品。举例来说，可以用“元宇宙”的基本理

念和游戏的思维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用

年轻人喜欢的游戏来引流，将年轻消费者

吸引到线上，再把线上游戏里最受欢迎的

东西搬到村子里，形成线上和线下的实体

对应，让他们感受到线上和线下虚实结合

的沉浸体验，再将业态植入其中。”

发 展 具 有 国 际 视 野 的 乡
宿产业体系

张晓军强调，民宿是乡村旅游的首位

产业。民宿是文化旅游产品，对应的是全域

市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由于跨

省旅游和国际旅游受阻，旅游体现出本地

化、周边化、城郊化、微度假等特征，因而民

宿也应聚焦本地市场。但跨省旅游和国际旅

游一旦恢复，民宿和乡村旅游市场将是全域

市场和全球市场。因而，民宿应按照旅游国

际化要求进行转型和升级，建立民宿国际化

的标准，来提升民宿水准。

此外，张晓军认为，民宿不是单纯的住

宿产品，还是文化旅游产品。民宿销售的是

所处区域的社区文化，因此民宿从业者需

要对当地文化进行认真梳理，包括历史文

化、当代文化和人物文化。

未来民宿的发展，徐立新认为有 3 个

趋势：一是从政府主导走向需求主导。民宿

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光靠情怀，没有商业逻

辑是不行的。二是更强调服务，需在保障卫

生、安全、品质等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发展

民宿主人的个性化服务。三是从单体民宿

到民宿聚集化、产业化、特色化发展，同时

与乡村振兴政策和产业资金相结合。

虽然民宿是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柱，但

张晓军认为，乡村旅游住宿业发展不能只

依赖民宿，而是应发展以民宿为引领的乡

宿产业体系——农家乐、农宿、民宿、度假

村、营地、帐篷酒店/树屋酒店、星级酒店。

“因为民宿只是一种业态，而乡村旅游的业

态应具有包括民宿在内的诸多住宿业态、

包括景区在内的诸多旅游业态和包括‘非

遗’在内的诸多文化业态。我们面对的市场

既有本地市场，也有中远程市场，还应该有

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张晓军说。

IP 产 品 是 乡 村 振 兴 宣 传
推广的爆发点和生命力

当下，乡村旅游资源宣传正由山水人

文资源向创意资源倾斜，旅游市场也在由

观光游市场向休闲度假游市场转变。在“万

物皆媒”的时代，乡村旅游内容传递的价值

观更为关键。

位 于 江 西 省 婺 源 县 东 部 江 湾 镇 的 篁

岭，是一座有近 600 年历史的徽州古村，有

着丰富的文旅资源。篁岭在原有资源的基

础上，加入新创意，打造了“网红柿子村”，

利用古村网红柿子树的热度，引进大柿子

树，将柿子包装成“爱马柿 ”品牌，从种柿

子、观赏柿子，到晒柿子、卖柿子，形成了完

整的活态乡村“晒秋”产业链。

然而，并非每个乡村都有得天独厚的

资源条件，文旅资源缺乏、品牌缺失，是大

多数地方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上海

景域驴妈妈集团总裁助理、区域总经理李

玉铎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找优势、找市

场和找定位。”以山东平阴为例，当地缺乏

突出的文旅资源，但有阿胶和玫瑰产业。平

阴 的 新 定 位 是“ 中 国 首 个 女 性 友 好 目 的

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为女性量

身打造的旅游体验产品。

“IP 产品是乡村振兴宣传推广的爆发

点和生命力，但宣传只是锦上添花，乡村振

兴应着力于产业兴旺，而产品则一定要有

美学效应。”李玉铎说。

拓宽乡村旅游发展视野 打造乡村时尚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秋分，在每年公历 9 月 23 日或 24 日

交节。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长度几

乎相等，又处在秋季当中，故名“秋分”。

《春 秋 繁 露》总 结 了 秋 分 的 特 点 ：“ 秋 分

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北 京 联 合 大 学 北 京 学 研 究 所 研 究

员、“我们的节日”北京工作室负责人张

勃介绍，秋分的三个物候是：一候雷始收

声，二候蛰虫坏（音同“培”）户，三候水始

涸。此时节，雷声渐渐远去，小虫子开始

为越冬作准备，藏入穴中并用细土封住

洞口，雨水逐渐减少，水洼渐渐干涸。

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黑夜越来

越长，昼夜温差也逐渐加大，气温降低速

度明显加快，正如郁达夫在《故都的秋》

中所写的那样“一层秋雨一层凉”。

秋分祭月

张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秋分

是最早出现的节气之一。考古学者在距

今约 4000 年的陶寺遗址中发现，那时便

已有了可以测定秋分节气的观象台。据

《尚书·尧典》记载，尧曾命羲仲、羲叔、和

仲、和叔分赴四方，专门负责根据观测日

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所谓：乃

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 时 。其 中 还 提 到 日 中、日 永、宵 中、日

短，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二分二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重

要 节 点 ， 因 而 秋 分 在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占

有 重 要 的 位 置 ，自 古 便 为 官 方 所 重 视 。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研究”首席专家萧放告诉记者，

秋分在上古是祭月的重要日子，“朝日

夕月”说的就是古人春分祭日，秋分祭

月的传统。《礼记·祭义》 记载了周人

“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祭礼。坛，在

上，代表了“光明”；坎，处下，意味着

“幽静”。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学

院 副 教 授 袁 瑾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记 者 ，

据唐代孔颖达的解说，周人“朝日夕月”

的祭礼，是在春分日的早上于东门外祭日

神，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神。秦汉

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据《史记·封

禅书》记载，汉武帝时亦举行“朝日夕月”之

礼，用牛祭日，用猪、羊祭月。

袁瑾认为，这种礼仪大约与古代社会

神权控制有关。《国语》 记载了颛顼“绝

地天通”的故事，说的是上古时代民神杂

糅，人人皆可通天，社会混乱不堪，毫无规

则 可 言 。于 是 颛 顼 命 令“ 南 正 重 司 天 以 属

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人民有所求告

须得告知黎，黎再通过重黎向上天祈求，这

便是“绝地天通”。此后平民不能直接与上

天沟通，与神沟通的权力便收归于“王”。如

日月一般代表阴阳的神，也只有皇室才能

与之沟通，一般百姓则无缘祭享。

北魏、隋唐以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

祭月的仪式。《宋史》 记载：“秋分之时，

昼夜平分，太阳当午而阴魂已生，遂行夕

拜之祭。”《太常记》 云：“秋分祀夜明于

夕月坛。”萧放解释说，“夜明”指月亮，

因 月 亮 在 夜 晚 放 光 ， 所 以 又 被 称 为 “ 夜

明”。古人认为，日为阳，月为阴，秋分

后，阴气渐重，由月神主掌大地，所以要

向月亮祈福，求月神保佑，因此秋分曾是

传统的“祭月节”。如今，位于北京西城

区的月坛，原名“夕月坛”，其始建于明

嘉靖九年（1530 年），便是明清两代皇帝秋

分之夜祭月的所在。

“秋祭”之时

秋分时节，古人还有扫墓祭祖的习俗，

称作“秋祭”。萧放告诉记者，秋祭的民俗与

清明祭祖有些相似。一般秋祭的流程是，扫

墓祭祖前先在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杀猪、宰羊，请鼓手吹奏，由礼生念祭文等。

根据族谱记载，湖南邵东朱氏在春秋两季

举行庙祭，秋祭在秋分前后。庙祭为族内大

事，届时要打开宗祠正门，在享堂悬挂先祖

遗像和功名匾额，还要安排戏班在祠堂唱

戏。台湾中部赖姓宗祠五美堂也要在秋分

举行庙祭。根据山东《东平县志》记载，凡世

家望族多建宗祠，供奉本族祖先，“神主自

始祖以下高祖以上，按照穆支派依次序列，

每年春秋致祭，多以春分、秋分二节⋯⋯”

顺天时，忙“三秋”

张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古人十

分注重顺天应时，讲究时令，强调人的行为

应该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在昼夜平分、寒

暑平均的秋分时节，古人更尊重公平、寻求

公义，会校准度量衡等各种准器，《礼记·月

令》就提到“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

钧石、角斗甬。”在秋分时节，古人还会给予

老人特别的照顾。《礼记·月令》记载：“是月

也，养衰老，授几杖。”

萧 放 介 绍 ，秋 分 之 后 ，人 们 也 进 入 了

“三秋大忙”——秋收、秋耕、秋种。俗语曰：

“秋分有雨来年丰 。”农人相信，秋分日宜

雨，有雨来年就有好收成。张勃说，此时，庄

稼即将迎来丰收，人们开始修仓库，以便储

存粮食，正如《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

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官

府也要求百姓积聚菜蔬，及时种麦，不误农

时，所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

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此外，秋分也是人们尝新的时节，此时

可以品尝到芋头、菱角、毛豆等新鲜的应季

食材。秋分节气也是桂花繁茂的时节，桂花

糕、桂花圆子、桂花茶等桂花制品都是人们

喜爱的时令美食。

秋分时节庆丰收

张勃介绍，在今天人们的观念里，秋分

更是一个成熟的时节，是人们在春播夏耘

的 辛 勤 劳 作 后 感 受 收 获 的 喜 悦 的 时 候 。

2018 年，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立为“ 中国

农民丰收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一个新的节日，

但农人在秋分庆祝丰收自古便有。张勃介

绍，农人在收获的季节通过多种多样的形

式和活动庆祝丰收、表达喜悦，同时也向大

自然的风调雨顺表达感恩的习俗。《诗经·

豳风·七月》就有“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

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描述的就是

先秦时期庆祝丰收的热闹景象。而“酒熟送

迎便，村村庆有年”的秋社日，更是古代农

民庆祝丰收的节日。传统民俗大节中秋节，

也具有庆丰收的文化意蕴。

张勃认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可

以延续古人庆祝丰收、感恩自然的文化精

神，从而形成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性关系。

由于“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秋分，所以还

应当考虑将各地流行的秋分习俗如剥枣、

送秋牛、吃秋菜、喝秋汤、做秋福等纳入丰

收节民俗活动中，这样既可以丰富节日内

涵，又能为其奠定坚实的传统根基。

秋分：秋忙时节迎丰收

□ 陈 斌

自 21 世纪初期，东北某省首先推出
省级地方品牌产品后，一些省市也开始
陆续推出地方品牌产品，并分别冠以某
某礼物、某某有礼、某某好礼、某某好物、
某某伴手礼等名称。近 20 年来，几乎每
个地方的品牌产品刚出现时，都得到了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媒体纷纷报道、企
业参与。但往往在热闹了几年之后，地方
品牌产品有的缩小规模，有的勉强维持，
还有的甚至销声匿迹。

近几年，随着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
的发展，地方品牌产品愈发受到各界关
注，越来越多的地方品牌产品也随之而
生。然而不少地方品牌又在重复其他地
方出现过的问题，其中共性的问题首先
是地方品牌产品的概念不清，导致参与
企业的定位不清。

经常出现由专家、管理者评出的地
方品牌产品，无论企业怎样宣传，产品销
量都高不起来。而被专家和管理者“嗤之
以鼻”的、没有被授予地方品牌的产品反
而有些在市场上销售火爆。某地甚至出
现这样的情况：把多年以来评出的地方
品牌产品按照销量排行，参与奖或纪念
奖的销量最大，铜奖次之，最惨不忍睹的

反而是金奖产品。其问题便是出在地方品
牌产品的概念不清。

地方品牌产品根据购买目的来分类，
主要包括公务礼品、商务礼品、大众礼品
等。根据分发场景进行分类，主要包括节庆
礼品、会议礼品、政务礼节礼品、商务礼节
礼品、大众日常交往礼品等。而从产品本身
体现的地区特色来看，主要包括文化特色、物
产特色、工艺特色、科技特色、功能特色等。

不同的目的和场景，需要不同特色的
地方品牌产品。目前常见的现象是专家、管
理者和经营者经常将不同应用目的和场景
的地方品牌产品混为一谈。

其次，经营地方品牌产品的运营商，同
时也是地方品牌产品的开发商，这就导致
大量优质企业参与度的降低。地方品牌运
营要有广泛性、公正性和科学性，要会品牌
宣传、懂品牌营销，有些运营商还要解决各
种资金问题。选取的产品制造企业要有足
够的质量保证，有合适的成本和价格，还有
不断创新的潜力和与时俱进的营销渠道

等。而经营地方品牌产品的运营商“兼任”
产品开发商势必造成“裁判员兼运动员”的
情况，客观上有失公正性和广泛性。优质企
业参与度降低，进而影响了地方品牌产品
的美誉度、影响力和销售量。

再次，一些企业仅仅经营地方品牌的
传统文化产品，难敌风险。无论是销售企
业，还是生产企业，如果只是经营狭隘的地
方品牌传统文化产品，一旦遇到市场变化，
经营必受重大影响。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很多仅经营地方品牌传统文化产品的企
业纷纷转行或歇业。唯有创新开发适合现代生
活的地方品牌文化产品才能获得一定的市场。

此外，很多地方品牌产品的种类和数
量过少，影响知名度和销量。一些省（区、
市）的专家和管理者在选拔地方品牌产品
时，会过多地考虑公务礼品、商务礼品，没
有考虑到大众礼品，造成了产品品种单一
和数量少。而有些省（区、市）虽然选取的大
类多，但每类产品的品种少，如此，地方品
牌产品店里便无法按照市场规律形成各类

商品的专卖店或专营区，只能沦为杂货铺。
为避免这些问题，发展地方品牌产品

可以注意几个细节。
首先是地方品牌的名称。很多地方品

牌的名称大多都是地名+礼物、或“有礼”
“好礼”“好物”等，过于千篇一律，难以体现
地方文化特色。

其次要注意地方品牌产品销售店铺的
位置。大多数旅游景区是旅游者游览观光
的地方，不宜过度商业化。景区内店铺的数
量越少越好，绝不能影响景观环境。销售地
方品牌旅游产品的商铺比较适宜设置在旅
游交通枢纽、旅游住宿集中地和旅游购物
街区等。销售地方品牌大众礼品的商铺适
宜设在社区周边和居民商业区。地方品牌
产品临时或移动商铺适宜设在节庆、会议、
会展活动的人员集中地。

接着是注意地方品牌产品的成本和销售
价格。在地方品牌产品中，政府和事业单位的
公务礼品、国企的商务礼品都有严格的价格
规定。不能超过价格标准。即使是大众礼品也

追求等质等价。如今的文创产品最大的问题
是成本控制，地方品牌礼品更是如此。经常
可以听到有些管理者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
开发产品，然而成本过高，销售价格不符合
市场和规定，这类产品不可能有好的销量。

最后，地方品牌产品要有足够的类别、
品种、规格和数量。现代市场专业化程度越
来越高，人们对购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
务礼品和商务礼品追求定制化，大众礼品
追求专卖店或专营区销售，这就需要产品
有足够多的品类、品种、规格和数量。

当下，国家高度重视文化文物单位文
化产业产品的开发，加之旅游商品的创意
不断提升，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这些都为
地方品牌产品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树立宣传地方品牌，利用当地特色文化资
源、物产资源、工艺资源和科技资源开发地
方品牌产品，有利于文化传播、旅游推广、
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但同时也要吸取经
验教训，掌握规律，从而速成规模，实现地
方品牌产品高质量发展。

实现地方品牌产品高质量发展应注意四个细节

□ 徐辛酉

“建筑本身也是特
殊 的 ‘ 文 物 ’ 和 ‘ 展
品’”，常有人如此评
价宁波博物馆。宁波博
物馆的建筑设计者是中
国美术学院博导王澍。
王澍是当今中国最著名
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
的 建 筑 理 念 也 被 称 为

“新乡土主义”。王澍使
用了大量宁波老城区拆
下的砖瓦，配合用水泥
拟态的竹子纹路，共同
构成了建筑的外立面，
形成如山脊断面般的馆
体。城市过往和万杆竹
枝，既能唤起观众对乡
土的记忆，又能连接起
历史与当下。很多博物
馆的建筑，都可以成为
展品和文物。中国国家
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都
曾是首都“十大建筑”
之一，贝聿铭设计的苏
州博物馆也巧妙地融合
了古典与现代元素。不
同历史阶段，不同建筑
设计者，用他们所处时
代 的 观 念 和 各 自 对

“美”的理解，设计出
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建
筑。而博物馆之美，在
于馆舍设计的精妙，更
在于馆藏与展览。

宁 波 博 物 馆 常 设
展 览 有 三 ：“ 东 方 神
舟 ”“ 阿 拉 老 宁 波 ”

“竹刻艺术”。3 个展览
各有看点。

“东方神舟”是宁
波史迹陈列，名字起得颇为巧妙，点出了
宁波的城市特点。宁波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港口，又是南运河出海口；鸦
片战争之后，宁波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如
今宁波舟山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
一。凭江海之力，宁波自古海运贸易发
达，是联通中国和世界的大舟。

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先民便在
宁波这片地域上生活、劳作，为此后中
华民族发展、崛起集聚最初的力量。宁
波余姚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南方早期新石
器时代遗址，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陶器、
石器、骨器、动植物遗存和建筑遗迹。

“东方神舟”展览中复原了先民的生活场
景，通过场景和文物，观众可以知道先
民怎样狩猎、怎样汲水烹饪，甚至还会
了解到他们穿着木屐四处游走。那时，
这里的人们似乎很崇拜鸟类，将鹰的形
象刻画在陶豆上面。他们用象牙雕刻出
鹰首，阴刻的 3 个同心圆构成鹰眼，鹰
喙的刻画有力沉着。由此看来，河姆渡
的先民们已具备了良好的具象和抽象表
现能力。

时光穿梭，不论是唐代、北宋的明州
还是南宋的庆元府，都和中国最著名的特
产——瓷器，产生重要关联。慈溪栲栳山
上林湖一带，自东汉至南宋，都是越窑青
瓷的主要产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
千峰翠色来”，千年间，如冰似玉的秘色
瓷在这里生成。唐代是越窑青瓷的鼎盛
时期。作为重要的贸易产品，越窑青瓷
不仅被中国人使用，还穿江过海，来到
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直到地中海
腹地，如今，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都有
越窑青瓷收藏。

宁波博物馆中也展有多件越窑青瓷作
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越窑荷叶盏托。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大发展的时代，饮茶成
为一项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唐人陆羽
用一部 《茶经》 将饮茶上升到理论高度。
这件“荷花盏托”由盏与托组成，盏为五
瓣荷花形，托似荷叶外延微卷。盏托相
合，如荷花出水。盏托胎质细密，釉色饱
满青翠。不用说，用它来喝茶，只是看看
便已心旷神怡。

漫长的历史发展，造就了宁波的繁
华，也塑造了宁波人的性格，产生了宁波
独特的民俗文化。“阿拉老宁波”是宁波
民俗风物展览。“阿拉”两字，似乎已成
上海专属，殊不知在上海开埠发展的过程
中，宁波商帮和宁波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多上海人与宁波人也有亲缘关系。在语
言上恰可共用“阿拉”了。

央视“国家宝藏”节目展示了一乘浙
江博物馆馆藏宁波朱漆贴金万工轿，让人
们对宁波“十里红妆”婚俗有了更多了
解。中国人结婚讲究热闹、喜庆，金红的
色彩既能烘托热烈氛围也是对新人生活富
足的祝福。宁波的“重商”传统和富足生
活，则为置办数量众多的嫁妆提供了物质
基础。“十里红妆”是中国传统婚俗和宁
波地域特色的融合。在“阿拉老宁波”展
览中也有许多婚俗展品，着重展示宁波泥
金彩漆和朱金木雕等传统工艺。

除火热的市民文化之外，清雅的士
人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竹刻艺术”展出了著名收藏家秦秉年捐
赠的明清竹刻珍品。明代中期，自嘉定
朱氏三代致力刻竹以来，竹刻成为文人
案几上最重要的陈设之一，笔筒、臂
搁、香筒、折扇、雕件⋯⋯展现了精妙
的雕刻工艺，更是文人以竹自励的体
现。全国系统收集展示竹刻的博物馆不
多，除上海博物馆系统收集、展示金西
厓创作的竹刻作品外，宁波博物馆的竹
刻收藏颇具特色。

既能徜徉历史长河，又能欣赏精美藏
品，还能与极具个性的建筑合影留念，宁
波博物馆可谓“诸美齐俱”，怎能不来？

从
﹃
港口风云

﹄
到
﹃
十里红妆

﹄

宁波的故事听它道来

博 观

顺时而生

6 月 8 日 ，山 西

省 长 治 市 黎 城 县 源

泉村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特色民宿，太行

山脚下，一个个形似

鸟巢的民宿，依山傍

水 在 夕 阳 的 余 晖 中

宛如童话世界。

视觉中国供图

旅游商品系列谈

9 月 21 日 ，

秋 分 节 气 前 ，山

东省枣庄市税郭

镇连心沙沟小学

的学生参加摘花

生趣味比赛。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