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杨 文/摄

每次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我心里
都有一种声音：这里才是民族自豪感
升起的地方。12月23日，我和女友顶
着寒潮携手去国家博物馆，用“看展”
为2021年画上圆满句号。上次我去
国博还是去年参观“孔子文化展”，其
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知道“那
里”有什么大展，只要去走走，就是一
种链接——站在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
文化的瑰宝面前，仰望现代科技发展
的轨迹，我们在感叹自己渺小无知的
同时，徒生对中华文明的敬畏之心和
感恩之情。

“一粒碳化米”：“稻·源·启
明”，民以食为天

“那一群人，那一粒米，那一缕炊
烟，那一抹红，那一个时代”，“稻·源·
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以5
个巧妙的单元设计，带领我们踏上“上
山文化”的考古之旅。该展览揭示了3
个“中国最早”：最早的碳化稻米
（2006年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出土）；
最早的彩陶（新石器时代，距今
1100—8500年，浙江省义乌桥头遗址
出土）；最早定居村落遗迹（以沙盘及
展板形式呈现）。展览共展出上山文
化早、中、晚三期文物近200件，还有
袁隆平院士亲笔题写的“万年上山，世
界稻源”。

“上山文化”起源于 2000 年 11
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的
上山遗址，此后陆续发现了一万年前
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
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充分证
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
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
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
起点。

透过放大镜凝视那颗已斑驳发
黄的稻米，我仿佛聆听了一首穿越万
年的“风吹麦浪”。追古惜今，不由
想起那首孩童都会背的古诗：“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相信元旦或寒假父母
带孩子来这里参观，定会收获不一样
的成果。

“灰陶摇钱树”：“江天万
里”，繁荣的长江文化

“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是我

们去国博那天才正式开展的，展览通
过不同时期长江流域主导环境的变化
曲线，展示自然、科技的有序发展。其
中《长江图》《长江万里图》《乾隆十六
年南巡各地详图》《滇南盐井图》等多
件文物，为近年来首次对公众展出。
该展是继甲骨文文化展、《红楼梦》文
化展、孔子文化展、大运河文化展后，
国博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标识的又一重要尝试。

在展厅，我被一座东汉晚期的灰
陶摇钱树吸引。在半圆形的底座上，
辟邪兽环绕着一个圆柱仰首挺胸，张
口、卷舌、怒目，表情却是一副乐呵呵
的样子，四周还堆塑有人、蟾蜍、龙等
纹饰。这是一种专用随葬品，盛行于
东汉时期的四川地区。

“倒泻银河鼓浪东，百舸万里画廊
中”，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
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流域自
古钟灵毓秀、地杰人灵，千百年来长江
以其独有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认同，为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提供了不
竭的源头活水。如今，长江经济带涉
及中国11个省市，GDP总量占全国的
45%，人口占比接近40%，已是中国最
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

“陶鸮型五联罐”：“海宇攸
同”，南域明珠岭南

“陶联罐是极具岭南特色的器物，
盛食器。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双
联、三联、四联和五联等多种形式。此
鸮形五联罐造型独特而生动，广州地
区仅发现这一件。除联罐外，还有联
体盒。此外，两广地区还出土过器内
分割成若干格道的格盒、格盘，用途与
联罐、联盒相近。”这是我在国博公众
号按图索骥找到的文物介绍。如今在
国博看展拍到的文物，大多都可在公
号上找到相关介绍，聆听语音则是另
一种相遇之喜。

作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这一时
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实现了空前繁
荣。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让我们有机
会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
实风貌。展览分为“南域明珠、四宇同
光、美食美器、丝路序章”4个单元，展
示了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
貌与特色。

这个陶制鸮型五联罐令人过目不
忘，造型是5个大小不一的猫头鹰，像
一个充满爱的猫头鹰家庭，形象逼真
生动。作为“猫头鹰控”的我拍照后立
刻发了朋友圈，赞叹古人的“趣味”与
精湛工艺。而长约1.73米、红灿灿、亮
闪闪的“丝缕玉衣”是另一个“吸睛”展
品，此为连缀成片的汉代皇帝和高级
贵族专用殓具，因编制羽片材料的不
同分为金、银、铜、丝等不同缕衣。

“鹿形青铜镇”：“长城内外
皆故乡”，民族团结如一家

在“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
文物菁华展”的240多件套精品文物
中，我被一尊“鹿形嵌贝鎏金青铜镇”
吸引。听语音解说道：“席是中原地区
家具的最原始形态，在魏晋南北朝以
前，中原地区的人都是坐在席垫之上
的。为了防止在起身或落座时席子角
折卷，古人设计了专门用来压席角的
镇，放在席的四隅。最早的席镇发现
于西周时期，多呈秤砣状，质地有玉、
青瓷、金属多种。秦汉时期，铜镇较
多，装饰得十分华丽，还创制了很多动
物形镇。鹿是草原上常见动物，这件
鹿形青铜镇，鹿为伏卧状姿态，表面鎏
金并彩绘，背部嵌天然贝壳，巧妙利用
海贝天然的色泽和纹饰还原了鹿的皮
毛质感，使其达到了实用性和装饰性
的完美统一，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
交融的杰作。”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长城地

带”，是游牧和农耕生产方式的过渡地
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展览以

“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长城的修建
与民族交融”“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
融”3部分，系统揭示了内蒙古地区几
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和
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多元一体
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观展也让
我们进一步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历史脉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
识。

新年假期，不妨带着孩子来国博
一游，从民以食为天的“稻米”开篇，游
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感受悠久灿
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于震撼、敬
畏、感恩中辞旧迎新，体验一次在国家
博物馆里隆重的“迎新仪式”。

战国猪形铜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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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周
边游、研学游、夜旅
游、冰雪旅游……

2021，哪些热门旅游让你欣然前往

东汉灰陶摇钱树

汉代鹿形青铜镇

东汉陶鸮型五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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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存根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来说无疑
是一场灾难，但疫情阻挡不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回望2021年，人们
的出游热情依然高涨甚至更加强烈，
全国旅游业持续回暖，文旅业界各显
身手积极转型，旅游业在这一年依然
涌现出许多新的热点和发展机遇。

热点1：红色旅游，从“要我
去”到“我要去”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旅游掀起新热潮，参观红色
遗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已成为百姓
常态化生活方式。中国旅游研究院和
马蜂窝联合推出的《中国红色旅游消
费大数据报告（2021）》显示，41.7%的
游客参加红色旅游次数达到3次以
上。今年1月以来，“红色旅游”搜索
热度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北京以涨
幅316%排名第一。

今年5月，文旅部、中宣部、国家
发改委等联合发布“建党百年红色旅
游百条精品线路”，深受游客欢迎。红
色题材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场景，也吸
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沿着剧中同款红
色景区“沉浸式打卡”；《觉醒年代》《革
命者》《功勋》《长津湖》等影视作品的
热播，助力相关目的地城市和景点人
气攀升。

点评：2021 年红色旅游进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文化、科技、体育、农
业、健康等元素为红色旅游发展赋能，
游客从“要我去”到“我要去”，主动参
与红色旅游已成为新时尚，更成为一
种常态化生活方式。

热点2：周边游，发现身边的
美好

数据显示，2021年旅行度假类订
单中，周边游占比近六成。其中，沉浸
式酒店度假带动近郊度假型酒店走
俏，尤其是带有温泉、水乐园、亲子玩
乐体验及特色餐饮的酒店。而以慢节
奏、静生活为特色的原生态田园乡村，
也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

12月1日晚，故宫博物院年票销售
系统被抢票的消费者挤瘫了，5万张年
票数小时被一抢而空。这反映出嵌入
都市或城市近郊的微度假、科普类、带
有网红性质的景区很受本地游客追捧。

点评：周边游、“微度假”，既能体
验趣味性项目、民间习俗、非遗工艺等
传统文化，又能节约时间成本、降低风
险，还可满足游客对田园和自然生活
的向往。

热点 3：研学游，“双减”下
“小手牵大手”亲子游火爆

2021国庆假期是“双减”政策后
首个长假，亲子旅游、研学旅游需求集

中释放。有调查数据显示，43.3%的游
客选择和家人出行；从出游动机看，亲
近自然和亲子研学的比例分别为
37.2%、19.8%。

今年6月，文旅部发布《“十四五”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
研学旅游。携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
期研学游人数同比增长超650%。今
年12月，故宫、圆明园两大景区先后宣
布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小手牵
大手”将成为景区的新引流方式。国内
很多大型教育机构也选择加入研学游，
研学业务每年增长速度超过100%。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发现，80%左右
的受访者表示对研学旅行很感兴趣，人
均花费能接受在3000-10000元的比
例占八成；预计未来3-5年，研学旅游
市场将达千亿级规模。

点评：在“双减”政策下，学生有更
多时间可供自由支配，与文化旅游相关
的产品也火起来。“历史”“文化”“传承”
依旧是研学旅游产品的核心卖点，而亲
子客群对和教育沾边的景区需求也很
高，未来要更多关注未成年人的需求。

热点4：夜经济，首批国家级
夜旅游地标打造文旅新名片

夜间经济作为文旅消费的新业
态，成为近期各地争相抢占的“新高
地”，“点亮夜经济”也成为关键词。今
年11月，文旅部正式公布全国120个

项目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堪称各地夜间文旅经济
的“月亮”。

点评：夜间文旅消费自古就有，如
今只有通过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激发
夜间经济潜力，打造夜经济文旅名片，
才能引领整个夜间文旅市场的良性有
序发展。

热点5：冰雪旅游，冬奥会带
来冰雪休闲游新机遇

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进入倒计
时，也让冰雪旅游市场迅速升温。中国
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
报告（2021）》显示，有55%的消费者有
意愿进行长距离冰雪旅游，有82%的
游客有意愿进行短途冰雪休闲旅游。

今年冬季以来，飞猪平台滑雪及
温泉旅游套餐预订增幅超过800%；携
程平台全国滑雪场门票预订量比去年
同期增长363%；马蜂窝数据显示，立
冬以来，“冰雪”相关的搜索词上涨
234%。冰雪运动不但让滑雪场和主
打冰雪概念的大型主题乐园备受欢
迎，也带动了其所在城市的旅行热
度。今年滑雪热门城市分别为北京、
张家口、哈尔滨、石家庄、白山、广州、
无锡、乌鲁木齐、长春、阿坝。

点评：冬奥会让冬季运动越来越
受关注，喜爱滑雪等冰雪休闲游的人
也越来越多，并将带动 3 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冰雪旅游+体育休闲”正在持
续升温并已成为热潮。

热点6：元宇宙，互联网+旅
游培育“云旅游”新业态

“元宇宙”几乎是今年最热的话
题，象征着人们正在将“幻想”带进现
实。“元宇宙”也开始逐步在旅游业落
地，张家界元宇宙研究中心挂牌，部分
著名景区也开始探索“元宇宙”，大唐
不夜城《大唐·开元》等沉浸式体验项
目也崭露头角。

随着各大科技公司和景区纷纷推
出在线的虚拟旅游服务，与此相关的
VR、5G等先进技术逐渐融入其中。
今年11月30日，文旅部、国家发改委
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互联
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优化“互联网+旅游”营商环
境，以数字赋能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鼓励各地扶持旅游创新创业，引
导云旅游、云演艺、云娱乐、云直播、云
展览等新业态发展，培育“网络体验+
消费”新模式。

点评：“元宇宙”火爆背后，是日新
月异的科学技术正在重构旅游消费场
景，科技逐渐成为文旅转型的重要助
力。虽然“云旅游”不能代替真正的旅
行，但实体游和虚拟游并不冲突，在不
是人人都有机会亲临现场的时候，虚
拟游未尝不是一种替代方案。

·编者按·

岁末，因为疫情不能
远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
方式辞旧迎新？打开新年
的 N 种方式中，去博物馆
可谓是一个温暖、益智又
新鲜的玩法。

旅行作家郭子鹰说博
物馆是他少年时代的时光
机，他曾说：“对我，博物
馆是奇迹般的存在。博物
馆能给我们的不止一个充
满新奇见闻的下午或者孩
子们嘈杂的笑声，它能给
予孩子们最宝贵的馈赠，
是开放的心胸和独立的思
考。”如果说博物馆对孩
子们来说是“奇迹般的存
在”，对我们成年人来说
就 是“ 打 破 次 元 壁 的 存
在 ”。 每 次 去 国 家 博 物
馆，我都会被震撼、被牵
引、被链接，内心产生强
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
信，那种来自骨子里的中
华基因瞬间被点燃，照亮
来时的路，也指明未来的
方向。

我们来自哪里？又去
向何方？博物馆也许可以
告诉你。2022 年就要来
临，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辞
旧迎新的方式，不妨去博
物馆走走、看看。以古鉴
今，抚今追昔，让我们更
懂 得 感 恩 ；过 去 造 就 未
来，终点亦是起点，让我
们更好拥抱未来。

西汉陶俑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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