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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低碳旅游是顺应时代需求大势，也是旅游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5月 19日在云南省腾冲市举行的“5·
19中国旅游日·旅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云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云南低碳旅游与全价值链可持

续发展行动白皮书》，通过“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与

应对，低碳旅游概念及案例，云南全域低碳旅游发展

评价与展望，低碳旅游倡议”4个篇章系统阐述低碳

旅游的发展模式，倡导低碳旅行活动。

什么是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的本质是对大自然的守护，是为了保

护地球家园而克制自己的行为。对于景区来说，是雇

佣更多的当地人在景区工作；对于旅行者来说，是在

旅行途中尽可能饮用自备水，吃当地食物，自带牙

刷，节约空调，拒绝商品过度包装，尽可能乘坐火车

地铁等交通工具，自驾时争取多带一个人……在中

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文旅专家、中青旅研究

院副院长葛磊看来，“尤其是传统的观光旅游，一次

去很多地方，看很多景点，这种旅游方式并不低碳；

相较而言，深度旅游才是最低碳的旅游，在目的地停

留下来，坐在阳台上看看远山，骑着自行车在附近逛

一逛……”

葛磊认为，疫情之后人们更加渴望精美的、小众

的、可持续的、亲近自然的、绿色的小团队旅行，而国

内多个省份都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进

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例如云南省打造的半山酒店，

将酒店融合在山林、湖畔、茶园等自然风光之中；松

赞酒店，不仅建造在最美的风景里，与自然融为一

体，窗外或是对着人迹罕至的雪山，或是对着繁花盛

开的山谷，而且酒店会带着客人去当地菜市场买菜，

去高原牧场挤牛奶，去藏民家中唱歌、熬奶茶……

近期火“出圈”的淄博烧烤，其成功也并非偶然。

早在 8年前，淄博市就由城管局牵头发展烧烤，当时

城管局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鼓励烧烤集约经营，避

免扰民；第二是推广无烟烧烤，用高压静电阻断空气

污染物。

低碳旅游也是一种“绿色旅游”，是回归大自

然的“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旅游”。在很多

人的印象中，发展旅游业和保护生态是矛盾的，是

互相“打架”的。那么，人与自然怎样才能和谐共

处，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旅游业是否还有向

前“迈一步”的空间？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杨宇明介绍

了生态旅游的概念。他认为，发展生态旅游，把生态

资源变成生态旅游产品，需要做到 3点：在哲学层面

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科学层面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在技术层面打造

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品。

杨宇明认为，发展生态旅游、打造生态文明要做

好 3个融合：一是旗舰物种与生态旅游的融合，用旗

舰物种的社会吸引力和号召力促进社会力量对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例如熊猫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旗

舰物种，而云南的旗舰物种有亚洲象、绿孔雀、滇金

丝猴、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双角犀鸟等，发挥旗舰物

种的引导作用，能够号召社会力量关注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生态保护。二是自然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的

融合，将脆弱的资源保护起来，而环境承载力大的资

源可以用来为人类服务。三是生态与文化的融合。杨

宇明说，无论是草原文化，还是茶文化、花文化，都离

不开生态资源，讲好生态故事和生物多样性故事，可

以把生态资源开发成生态文化旅游产品。

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原院长、云

南省政府参事叶文提出，生态旅游有 3个范畴：自然

生态、农业生态和文化生态。他认为，文化和自然是

融为一体，不可分开的，所以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建立

一整套文化体系，要让孩子从小就懂得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懂得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共同体。

发展生态旅游既要保护自然，也要为旅行者服

务，关注旅行者的便利和安全，这就需要科技和生态

旅游相融合。中国联通集团文旅体育行业总经理李

玲提出，发展智慧旅游，既可以实现生态保护，也可

以为旅行者提供服务。例如在江西庐山西海景区，

安装了全套的生态保护系统，能够对水文、空气等

情况进行监测，观光塔的塔尖安装的防火系统，能

够保障 10 公里范围内所有岛屿的防火安全。而在

森林、草原、荒野等生态旅游目的地，由于没有通

信数据，对旅行者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通过“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就可以保障旅行

者的安全。

李玲提出，发展生态旅游，应将旅游管理部门和

生态管理部门进行有机结合，并且让旅游收入的一

部分回到生态保护中，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生态旅游。

“同时还要向游客传递生态保护的理念，让游客在旅

游的过程中学习自然，热爱自然，从而发自内心地愿

意保护自然，这才是生态旅游的目的。”李玲说。

你的旅行可以更低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文并摄

“飞机降落的时候，我看着窗外，机场远

处是高大美丽的沙丘。晚上 7点半，太阳仍旧

很高，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另一个宇宙。”来自

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尤梁山这样描述自己对敦

煌的第一印象。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之际，来自

叙利亚、汤加、巴基斯坦、韩国、萨摩亚、印度

尼西亚等 7个国家的中外 Z世代青年从北京出

发，一路向西，以丝路之名，来到了河西走廊

的最西端——敦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他

们进行了采访。

梁思成先生曾如此描述敦煌：“就像 19世
纪的上海，不过它面向的是戈壁沙海。是阻

断，也是通途。自东向西去，当时这里是华夏

文明的最后一座城，从西而来，这里是他们遇

到的第一座城。”

敦煌曾是连接中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是

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在这里，中外 Z 世

代青年透过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体

验，领略千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力量，

感受敦煌气质里的热烈与恢宏，并与此次旅

程的指导老师、大写意书画艺术家张录成共

绘一幅画，完成了一幅属于 Z世代和敦煌的记

忆画作。

“Z 世代的 2023：以丝路之名”活动由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陕西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宣传部、甘

肃省委宣传部、中国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

协办，渭南市委宣传部、洛阳市委宣传部承

办，蒙牛集团特别支持，中国网、上海外国

语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天津工业大学支持参与。

粗粝的风沙、耀眼的烈日、坚毅生长的胡

杨、缓慢行进的骆驼，构成了敦煌一幅雄浑而

悲壮的画面。古时，人们不畏艰险，来往跋涉

在丝绸之路上，而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

驼，驮着厚重的历史，留下阵阵铃声。

此刻，在敦煌的鸣沙山脚下，驼铃声引起

了巴基斯坦留学生佳丽的注意。“当我看着一

队队高大的骆驼，拉着长长的身影，在沙漠留

下脚印时，我想起了数千年前沿着丝绸之路旅

行的商队。看到历史走进了现实生活，呈现在

我们面前，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感受。”

这是来自萨摩亚的留学生安雅第一次亲眼

看到沙丘和骆驼，也是她第一次骑在骆驼背上

在沙漠里前行，她感到“心情很复杂，紧张、

兴奋、担心、惊奇”。她仔细地记录下了骆驼

的生活习性——“骆驼有很强的嗅觉，它们可

以追踪沙漠中的绿洲，看起来像是走路很慢，

但它们奔跑时几乎和马一样快……”她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被骆驼坚韧不拔的精

神打动，“我要学习这种坚毅的品格，即使在

艰苦的环境中，也要有顽强生存的勇气。”

来自叙利亚的留学生加里，从小就经常骑

着骆驼穿行于家乡的沙漠。在这里，他却有了

不一样的感触，“我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千年

之前，从中亚、南亚来的商队，沿着丝绸之

路，从沙漠深处走来，为中外经贸文化交往史

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我就处于他们曾

经踏过的沙漠之上，我是多么幸运，能以这种

方式触摸历史。”

敦煌的热烈与恢宏，也来自多元文明的碰

撞与交融。自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设敦煌郡以

来，敦煌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多民族共处

的地区，因而它也被誉为“华戎所交 -都

会”。十几个世纪以来，亚欧大陆诸国文明及

多重交通网络在此交汇，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

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以及来自印度的

艺术和宗教，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这

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和互鉴，在敦煌的洞窟艺

术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敦煌莫高窟整体开凿在鸣沙山东边的断崖

上，经历了 1000 多年。丝绸之路漫长而充满

着凶险，不仅会遇到强盗，还有恶劣的自然环

境，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需要借助信仰

的力量，才能消除内心的恐惧。而莫高窟给人

们带来了精神的慰藉和生活希望，可以说，它

以另一种方式护卫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莫高窟的洞窟由建筑形制、彩塑、壁画共

同构成。莫高窟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中小型造

像是木骨泥塑、大型造像是石胎泥塑。莫高窟

的洞窟共有 735个，其中既有壁画又有塑像的

洞窟有 492个。Z 世代青年们聆听讲解员娓娓

讲述着洞窟经变画中宣扬因果报应和惩恶扬善

思想的故事，以及壁画所蕴含的艺术成就和

人文价值。画面里的建筑、人物服饰等细

节，不仅展示了当时东西方文明在敦煌高度

交融的成果，而且对于研究古代建筑史、乐

器史、舞蹈史、绘画史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佳丽被莫高窟的巨大规模所震撼。参观

后，她感慨道：“莫高窟是中国人民丰富文化

遗产的真实见证，是敦煌艺术深度和中华文明

精神韧性的无声证明。莫高窟之行是一次情感

和精神都得到升华的经历，让我认识到珍惜现

在和反思过去的重要性。”

古老的建筑、惟妙惟肖的彩塑和美轮美

奂的壁画给安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古

人所拥有的知识、力量、意志和智慧感到敬

畏。”她说，“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艺

术作品，这让我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

勤劳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

莫高窟因丝绸之路而兴，繁荣上千年，后

又因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沉寂数百年。这段历

史，让来自叙利亚的留学生加里感慨万千：

“我在惊奇于敦煌艺术高深的同时，也认识到

文物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莫高窟之

行，让我在敦煌美学的世界里，看到了人类文

明发展进步的艰难历程。”

“绘画是一种记忆。”在此次行程开始前，

指导老师张录成这样叮嘱同学们。带着对敦煌

沙漠和石窟艺术的记忆，青年们来到画纸前。

张录成用大写意的风格画了一只骆驼，之后，

同学们也用毛笔在纸上画下了自己心中对于敦

煌最深刻的记忆。来自汤加的贾苏画了沙漠，

来自韩国的闵秀彬画了沙漠中的太阳，中国学

生王慧画了沙漠里的脚印，佳丽画了一只小骆

驼，尤梁山画了山，安雅画的是草亭，加里则

画了一口井。经张录成修改后，一幅大写意风

格的水墨画作最终完成。

张录成告诉记者，水墨画最能表达中国绘画

的哲学理念，而大写意的绘画风格更能把历史长

河中的记忆和文化进行提炼和概括，更能表达出

文化的纵深感。他说，大写意强调的是“大气

势”“大境界”和“大格局”。敦煌乃至整个丝绸

之路都是博大、壮阔和雄伟的，只有用大写意的

艺术风格才能表达出丝路文化“大魂魄”“大精

神”“大文化”的意境。

“我终于可以用毛笔画画了，这真是一次美

妙的体验。”安雅兴奋地对记者说，“老师向我们

展示了如何通过将颜料与水混合并擦拭到纸巾上

来控制颜色浓度，减少毛笔的湿度，避免撕裂纸

张”。安雅很希望能够掌握用毛笔画画的技能。

她告诉记者，回去后，她会买一套绘画工具，按

照张老师教的方法继续练习画画。

毛笔的柔软和敏感让加里感受到了中国水墨

画的特别之处。“这是我第一次拿毛笔画画，想

不到柔软的毛笔竟然能带来如此震撼的力量。”

加里说。看到同学们与张录成老师共同创作的沙

漠景观图，他十分感动，“这是敦煌壁画的艺术

魅力，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创新表达。”

在敦煌，中外Z世代青年共绘一幅画

□ 辛酉生

今年闰二月，眼下虽已是公历 5 月底，农历还未到四月
中，显得春天尤其漫长。而天时并不管人们如何用置闰调节历
法，该热就热起来。这时夏熟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事也到
了最要紧的时节。

“青黄不接”这个词本意说的是夏初陈粮已尽、新粮未熟
的状态。过去这个时候粮食不够吃，人们就要想方设法从野菜
入手，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食用野菜，有悠长的历史，古文诗
词中也多有对野菜的描写，只是读者往往沉醉于诗的悠远意
境，并不留意这些植物还有度荒的作用。

《诗经》中便多有对野菜的描写，如《南山有台》，如《采薇》。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的“莱”据说指“藜”，俗称“灰灰菜”。“采
薇”的“薇”即“藿”，也就是野豌豆苗。古时藜藿常并称，当人连
藜藿都吃不上，大体也到了极困厄的时候。灰灰菜夏初当令，焯
烫后可以凉拌、清炒，也能和面粉一起蒸食。“薇”因《史记》中伯
夷、叔齐首阳采薇的故事，更多了一分高洁意味。

乐府古诗《长歌行》意在勉励人应尽早努力，其中首句“青
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的“葵”为冬葵，古时是重要蔬菜，后来
随着蔬菜品种日益丰富，便不常见了。冬葵夏季可以采摘食
用，制成汤羹口感滑爽、味道清香。冬葵和灰灰菜一样，也可以
和面蒸食。

曾经食用野菜以和面同蒸为最主要方式，清末民初写北
京风俗的著作，多记载农历四月以榆荚和糖面蒸食，谓之“榆
钱糕”。这如甜点般的存在，用意也是尽量能够让人饱腹，至于
味道如何反倒是次要的。

北京旧俗，农历四月还要吃青蒿。青蒿也名牛至，经冬不死，
春则因陈根而生，故农历三月时称为“茵陈”。三月时药力最胜，
可以取之泡酒，有清热和舒筋活络的作用。到四月，药力小了，可
作为蔬菜食用。有儿歌说“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砍柴烧”。

小满过后小麦灌浆，未成熟的麦粒，颜色尚绿，味道已清甜
可口。农村孩子有时直接咀嚼麦粒，享受这份独特的味道。或者
用火微微炙烤，更能增加香气。清初孔尚任在《节序同风录》中
记载了一种新麦吃法，把新麦微炒，碾为条，称为“碾馔”。至于
味道如何，怎样烹饪，不曾提及。生活在清中期的李光庭于《乡
言解颐》中说得更为详细，麦粒要取将熟含浆的，待磨成条后，
用肉丝、黄瓜、莴笋拌食，别有风味，邻里间常作馈赠之用。还有
专门只送麦粒的，谓之“食新”。

农历四月初八传说为释迦牟尼生日。过去，在这天也有几
种特别的吃食。如北方会食“不落夹”，也称“不落英”，此处的

“不落”大概是桲椤的讹写。孔尚任说不落英系用大槲叶包黍
米，长四寸阔一寸。槲即是桲椤树。这种食物实际上是一种用
桲椤叶包的粽子，可见粽子也非端午专属。苏浙皖过去有在四
月初八食乌饭的风俗，把糯米饭用南烛树叶汁染为黑色，据说
也有些药用价值。总之，这天宜吃甜食。

若说吃甜，还得是瓜果。沈朝初做《忆江南》一组，咏苏州
四时风景，写到瓜果时有“苏州好，光福紫杨梅。色比火珠还径
寸，味同甘露降瑶台。小嚼沁桃腮。”还有“苏州好，沙上枇杷
黄。笼罩青丝堆蜜蜡，皮含紫核结丁香，甘液胜琼浆。”不只苏
州，夏初各地瓜果都陆续上市，正堪大快朵颐。

初夏，藏在古诗词里的
这些吃食正当令

□ 陈 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众多消费者越来越关
注利用传统工艺创意开发的现代生活产品。虽然
有些地区在推动利用传统工艺创意开发产品，但
推出来的产品很多不符合现代生活需求。在一些
地区的各类传统工艺创意大赛、文化创意大赛、
旅游商品创意大赛、创意设计大赛上的获奖产
品，却很少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大赛办了、专家评了、仪式搞了、奖金发
了、证书给了，但获奖的创意产品在市场却没有
销量。那些以创意和设计图稿为征集作品的创意
设计大赛，其获奖作品更难转化成受消费者喜爱
的商品。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产品创意开发时，最常
听到一些企业负责人说：“请设计师设计一些好
卖的产品。”然而，产品的创意一定要符合市场
需求。而且，产品的创意还要符合企业的生产条
件和资金情况，符合企业的营销和销售渠道，更
要符合企业成本控制和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些不
是设计师能了解的，甚至不是多数设计师能够解
决的问题。如果一个设计师能创意出市场热销的
产品，那只能说明企业把这个设计师大材小用
了。创意是最了解市场的人想出来的。设计师通
过结构、色彩等方面的设计手段，设计出符合创
意要求的产品，是把创意体现出来的人。所以，
企业在利用传统工艺创意开发现代生活产品时，
要让真正懂市场的人来搞创意。

还常听到一些企业负责人说：“我想做一个
市场上别人曾经做过，现在已经不做的产品。”
想开发产品是好事，但开发产品要在认真了解市
场各方面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自以为是。草
草了解一点点市场，对产品一知半解，就信口开
河，匆忙决策。认为自己想的创意，就是符合市
场需求的，就会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好的创意产
品要能引导市场需求。

在一些企业管理者中，有对大众的认识固
化、老化的现象，总以为大众的需求是不变的。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各种新材料、新技术
不断涌现，互联网、物联网、信息高速化等不断
创新，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需求、生活认识都
在变化。产品需要不断创新，需要不断利用传统
工艺创意开发新的现代生活产品。

让传统工艺制作的产品从根本上与市场结合
成为商品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要对中国传统工艺充满自信，要对中国传统
文化充满自信。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组成部分。文化自信不是口号，是要体现在产品
创意上和工作中。

要敢于突破。在传统工艺创意开发现代生活
产品中，创意要根据市场需求，要突破创意理念
上的条条框框，打破传统工艺开发产品的僵化思
维。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制约创意开发的条条框框
有没有必要，有多少必要。在利用传统工艺创意
开发工作时，躺平容易，做小众传统工艺产品也
比较容易，做受大众喜爱的传统工艺现代生活产
品确实不容易。需要释放无穷的创意和想象，为
了今天、明天、后天的大众市场需求，并以引导
市场需求为目标进行创意。

要不断学习。在现代快速变化的市场，日新
月异的科技创新下，停止学习新理论、新理念、
新方法、新技术等，无异于自毁长城。况且，成
功的创意本身就是把对市场的判断、对新科技的
掌握、对传统工艺运用等方面综合后，迸发出来
创造性思维的精华。

要为年轻人创意开发产品。要让年轻人从小
接触、了解、感受中国传统工艺，喜爱中国传统
工艺制造的产品。要了解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比
如：当下年轻人对于产品有着社交需求，这是传
统工艺现代生活产品的新趋势之一。

要善于总结。尤其年轻的创意者，更要善于
总结。开发的产品在市场上遇到失败是正常的，
关键是要通过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要牢记创意开发的目的。利用传统工艺创意
开发现代生活产品的目的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要讨大众的喜爱。而管理者
关注的公务和商务礼品无论从数量还是销量上
看，只是市场的一小部分。产品在大众市场的成
败是检验大众是否满意的唯一标准。

要杜绝一切形式主义。传统工艺创意开发现
代生活产品要紧扣市场的需求，要杜绝形式主
义。产品还要重视质量，关注成本和销量，不
追求表面文章，要追求创意开发产品的市场效
果，各级有关部门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解
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切实鼓励企业的创意开发。

要不断创意出新品。当物质生活达到了一
定水平，人们对生活产品的文化要求逐渐增
加，注定了利用传统工艺创意开发现代生活产
品的必然性，也注定了创意是动态的，要不断
出新创意。

传统工艺创意开发现代生活产品既要防止丢
掉原则，这原则就是传统工艺；同时，要防止思
维僵化，僵化就会失去大众市场。唯有实事求是
地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工艺现代生活产品，创
意开发现代生活产品，才能让中国传统工艺的现
代生活产品带着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消费市场走
进千家万户。

如何让传统工艺制造的
现代生活品走出去

在目的地停留下来，坐在阳台
上看看远山，骑着自行车在附近逛
一逛……

视觉中国供图

旅游观察

“Z世代的2023：以丝路之名”活动中，张录成与同学们完成“共绘一幅画”主题采风创作。

大赛办了、专家评了、仪式搞
了、奖金发了、证书给了，但获奖的
创意产品在市场却没有销量……

岁时游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