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沈荻 文/摄

印象中的吐鲁番，好像一直都是属于夏
天的。

它总是一不小心沦为全国最热的地方——
每年5月底，吐鲁番的温度就已经飙升到了
40℃。如果在正午出门，会觉得自己像一个
刚烤熟的馕，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热气。
距离吐鲁番市区30公里外的火焰山更是夸
张，动辄五六十摄氏度，高温爆表。每次从火
焰山路过，看着那赤红色的山体，都庆幸自己
不是孙猴子，不必非得陪着死心眼儿的师傅
从山里穿过去。

吐鲁番的老村子，一眼望过去，令人莫名
焦渴。鳞次栉比的土黄色房屋，晒葡萄干的
晾房，黄土垒出的院墙……像是由很多块大
地色积木搭建起来的玩具屋，倘若天特别蓝，
风里没有尘土，碧空如洗之下，又像是刚烘焙
出来的饼干城堡。

太阳毫不吝啬地将热烈赐予大地，晒干
河流，留下痕迹和黄土，然后，在这样的土地
上长出了全世界最甜美的水果。

这里有最香甜的水果

小时候看动画片阿凡提，印象最深的一
幕是他坐在葡萄架下乘凉，手边放着一叠黄
澄澄的馕饼，两串碧绿的葡萄。葡萄、馕、阿
凡提和他的小毛驴，在我还是个孩子时的认
知里，就是关于新疆的全部印象，而吐鲁番，
就是盖在印象上的一个章。

只要有水，这儿的蔬菜瓜果就会像魔豆

一样生长。5
月底，桑葚刚
下市，杏子紧跟着
就熟了。小白杏的肉
是甜的，核也是甜的，而
毛杏是酸甜的，核是微苦的。树上的杏子熟
透了，就扑通扑通地掉了一地。住在朋友家
里，每天早上必做的工作就是拎着篮子跑到
果园的杏树底下，把落在草丛里的杏子一个
个捡起来。裂开的杏子果肉渗出许多汁水，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香。可惜我不是调香
师，没法把这味道调制和保存下来，否则，它
一定会是一款夏天最好的香水。

杏子落了，葡萄开始一颗颗饱满起来。
起初，是一粒粒混沌的碎玉，渐渐变得透明和
多彩。无核白熟得最早，皮薄得随时会裂
开。散步的时候，随手从藤上揪下一小把，直
接塞进嘴里，像在吃冰糖；玻璃翠颜色最美，
沉郁的玛瑙红里夹杂着丝丝缕缕的青，果皮
上的白霜像一层朦胧月光；马奶子葡萄最有
趣，一大串一大串沉甸甸地坠下来，让人想起
满载粮食的骆驼队……

来不及采收的葡萄，有时候会在葡萄藤
上直接风干，更多的则进入了晾房，将新疆夏
天的味道封存在小小的果干里，从吐鲁番出
发，传递到各地。

亲切的吐鲁番

20年前，我跟随旅行团第一次进入新
疆。我们在清晨乘坐大巴，从乌鲁木齐前往
吐鲁番。新疆的日出比内地晚两个小时，抵

达的时候，天甚至还未亮。朦朦胧胧中，依稀
看到路两旁许多低矮的平顶房屋，每扇大门
外头都有张宽大的床，床上睡满了人。我们
的大巴从旁边路过，他们被吵醒了，纷纷探起
头来，像是一群被惊扰了的鸟儿。

这是我对吐鲁番的第一个印象，让我想
起了童年时代的夏天，也常常和家人一起在
天台铺着凉席过夜。在空调尚未普及的年
代，露水和星光就是天然降温剂。凉席横七
竖八地铺在地上，小孩子们嬉闹累了，躺在自
家或邻居家的凉席上昏昏入睡，身上盖着毛
巾被，萦绕着清凉油的凉气，蚊香在脚边袅袅
地似熄非熄。大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灯下
打牌，特意压低了声音，却偶尔难掩兴奋，“王
炸”“对2”“四个”，这动静更衬托出了四下的
寂静，甚至能听到有风从远处吹来的声音，掺
兑着尚未散尽的暑热……

这让我觉得吐鲁番亲切极了。

体验普通新疆人的日常生活

十几年后，跟着朋友一起回新疆，已经很
少再见到相似的景象。当年的维吾尔族人也

住进了高楼，过上了更为都市化的生
活。

在吐鲁番的时候，我们
暂住在莲玉阿姨家里。莲玉
阿姨是朋友的妈妈，也是家

里的大厨，做饭好吃，每
天都要烧饭喂饱一群
人。我插不进手，于是
在果园和菜园里到处找
工作。比如，打扫卫生，
时不时把变红了的辣
椒、长熟了的豇豆摘下
来，摊在屋檐下的石阶
上，等着叔叔搬着小板
凳坐下来，用剪刀慢条
斯理地将辣椒一根根地

剪开、豇豆一根根地剖开，晾
成辣椒干和豇豆干，一部分

自己吃，一部分送给亲戚朋友。
等到漫长苦寒的冬季，用豇豆干蒸包子、

辣椒干炒菜和做汤饭，享用的依然是夏日的
余晖。

在朋友家里，我完整地体验了一遍普通
新疆人的日常生活。除了晒各种蔬菜干和
果干，还陪着莲玉阿姨偶尔上街买菜。吐鲁
番菜价便宜，我们在饭馆里打包了五块钱一
份的凉菜，又到菜市场门口买馕，一大张，六
块钱。我买了一些小小的玫瑰馕，莲玉阿姨
说这馕不禁放，一放就干了，说大的馕才好
吃。果然如她所说，那大张的简直像一个自
行车轮胎般的馕刚烤出来时，饼边是酥的，
芝麻的香气扑鼻而来，吃了一口就停不下
了。

陪着莲玉阿姨继续逛街的空隙里，只要
驻足，我就忍不住把手伸进塑料袋里，掰下一
块馕饼来吃，热气散尽，馕饼逐渐变得绵软，
口感也更加厚实。这时候更能慢慢咀嚼出粮
食本身的香，等回到家里，一张饼已经从满月
变成了半月。

莲玉阿姨说，维吾尔族人在做馕饼的时
候，会一边和面一边祷告，这会令食物更美
味，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吐鲁番本就是
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一片固守在戈壁滩
的长风与沙漠贫瘠中的小小绿洲，所孕育出
的每一口食物里都带着阳光的炽热与明艳，
以及如同故乡般的甜蜜滋味。

这令吐鲁番仿佛永远地留在了夏天。

杨梅里的江南与爱情

智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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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种水果，
它穿越了五千年的风雨，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
衰，也承载了江南儿女的柔情蜜意。这便是杨
梅，一个名字里藏着酸甜哲学，又在历史的缝
隙中铺陈着爱恋传说的精灵。

早在《诗经》的时代，就有“南有乔木，不可
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诗句。虽然这里
描述的不是杨梅，但那股清新与遥不可及的美
感，恰似初夏时节江南杨梅树上挂满的诱惑，
酸中带甜，甜里含酸，让人欲罢不能。

那时的古人，或许已经懂得在杨梅的酸甜
之中，品味生活的哲理——苦乐并存，才是生
命的真谛。

陆游曾以“杨梅为果中绝品，江浙间人多
嗜之”表达对杨梅的喜爱，酸甜之间的微妙平
衡，恰似文人士大夫追求的精神境界，既有入
世的积极，又有出世的淡泊。

曾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的苏轼，吃到杨梅后马上被其风味所倾倒，

由衷赞叹：“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
梅。”从荔枝到杨梅的转变，恰似他对人生酸甜
的感悟——世间万物，唯有变化永恒。

明清时代，杨梅不仅是文人餐桌上的珍
馐，更成了情感表达的媒介。徐阶的《咏杨梅》
中那句“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能到长安？”
赋予了杨梅与荔枝争艳的美谈，也暗含了对美
好事物的追求和赞美。

进入近现代，杨梅更成为连接江南与乡
愁的纽带。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虽未直
接提及杨梅，但那片江南水乡的景致，与夏夜
品尝杨梅的场景何其相似，都是对童年、对家
乡深深的眷恋。而乡土小说家王鲁彦对杨梅
的描述更是将这份情感推向了高潮：“故乡的
杨梅呵，相思的杨梅！”杨梅的酸甜，仿佛成了
对远方恋人无尽的思念。它不仅仅是一种水
果，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是爱情在味蕾上的
回响。

如今，杨梅依然是江南夏季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不仅在舌尖上跳跃，更在文化传承中
焕发生机。

从传统的杨梅酱、杨梅酒到现代的杨梅
饮品、甜点，每一次尝试都是对古老味道的新
诠释。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一颗颗鲜红的
杨梅仿佛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人们
在品尝中暂时忘却烦恼，找回那份纯真的喜
悦。

在杨梅的酸甜之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爱
情的真谛。爱情，也正如这杨梅，初时酸涩，而
后甘甜，需要时间去慢慢品味。

它教会我们，真正的感情不会只有单一的
味道，而是在酸甜交织中学会包容与理解，共
同成长。正如江南的山水，既有烟雨蒙蒙的温
柔，也有晴空万里的明媚，两者相辅相成，绘就
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五千年的跨度证明，杨梅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情感的载体。在酸
甜的辩证中，它诉说着江南的故事，演绎着人
间的爱恋，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每当夏日来临，杨梅成熟的季节，不妨放
慢脚步，细细品味，让这颗小小的果实带你穿
越古今，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酸甜之恋。

吐鲁番本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一片固守在戈壁滩

的长风与沙漠贫瘠中的小小绿洲，所孕育出的每一口食物里都

带着阳光的炽热与明艳，以及如同故乡般的甜蜜滋味。这令吐

鲁番仿佛永远地留在了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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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来，我们通过比赛坚
持引导青年躬身实践，带领大学
生先后走进陕西铜川、河南兰
考、贵州遵义、四川南充等一批
革命老区进行比赛创作，形成了
以‘大赛’为龙头、各大高校‘红
色理论课程’为基础、各地红色
旅游景点为实践载体的大学生
红色教育培养体系，让参赛大学
生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本走向
生活、从课堂走向社会，用实际
创作来诠释使命担当。”近日，文
化和旅游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文
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一级巡
视员王鹤云介绍了全国大学生
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有关情
况。

王鹤云称，今年的大赛是第
十四届，其中决赛将于 7 月 8~
11日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进
入决赛的选手将重点围绕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红色历史，深挖
兵团红色内涵和兵团发展成就，
在线路设计、产品打造、文创开
发等方面进行创作。所有获奖
作品将无偿提供给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用于进一步开发红色旅
游产品和开展宣传推广。

王鹤云介绍，本次大赛的特
点一是参赛规模大，参赛选手超
4万名，来自全国1119所高校；
二是在覆盖面和参与度上，各高
校参与度逐年上升。港澳地区
高校参赛实现突破，香港有1所
高校参赛，澳门有 3 所高校参
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首次
出现了全博士团队，由华东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福州大学、天津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5个院校
的博士生联合参赛。

据悉，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
创意策划大赛是《用好红色资
源 培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
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
2025年）》中的一项重点工作，是
面向全国大学生的规模最大、参
赛人数最多的红色旅游赛事。
大赛每年举办一届，自 2011 年
起已连续举办了13届。

（陈姝）

文旅集萃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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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打卡古镇
古城、体验非物质文化遗
产、去博物馆逛展等为代
表的“新中式”旅游越来越
受欢迎。中国旅游研究院
近期发布的《2024中国古
镇旅游发展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古镇旅游
是大众旅游发展阶段游客
重要的出游选择，江浙皖
赣川滇6省份聚集了全国
半数以上古镇景区，在全
国 33 个 5A 级古镇景区
中，有13个分布在江浙皖
地区。

《报告》显示，全国古
镇景区主要集中在四川、
浙江、江苏、安徽、云南和
江西等省份，总体上以
14.5%的国土面积，聚集
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古镇景
区。

沿江沿河集聚特征显
著，京杭大运河沿线古镇
密布。据统计，京杭大运
河沿线分布有80多个代
表性古镇，其中，通惠河、
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
中运河、里运河等河段，古
镇分布相对均匀，而江南
运河沿线古镇密集。总体
上，江南地区作为长江流
域与江南运河的双重叠加
地，成为我国古镇景区尤
其是高品质古镇景区分布
的主要区域。

5A级古镇景区在江
浙皖地区高度集聚。据统
计，全国目前有33个5A级古镇景区，从其空间
分布来看，浙江省以西塘古镇、乌镇景区、南浔
古镇、廿八都古镇和台州府城5个古镇景区居
各省份之首，其次是安徽省和江苏省，均有4个
5A级古镇景区。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3省
份5A级古镇景区数量占全国总量的39.4%。

《报告》显示，古镇旅游是大众旅游发展阶
段游客重要的出游选择。据调查，93.4%的受
访者曾参与过古镇旅游，而仅有6.6%的人没有
去过，表明古镇旅游在我国国内市场中占有重
要地位。在古镇旅游最吸引受访者的因素中，
悠闲的生活氛围是最受欢迎的，占比达27.1%；
其次是建筑风格与当地特色美食，占比分别为
23.4%和20.7%；而历史文化、民俗活动、自然风
光和环境等因素对受访者的吸引力依次降低。

古镇本地美食是游客体验异地氛围的重要
途径。在地特色美食是古镇体验的重要一环，
其价格和环境舒适度对游客体验影响较大。调
查显示，66.02%的受访者喜欢或非常喜欢尝试
古镇当地的特色美食，认为这是体验古镇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宿方面，多数游客偏好古镇内舒适且具
有特色的住宿体验。古镇内住宿的舒适程度与
特色程度是游客选择的重要标准。数据显示，
81.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选择住在古镇里
面。

古镇民俗文化活动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
体。古镇为游客提供了活动空间，而古镇内的
民俗活动、民间舞蹈和音乐等则为游客的个人
情绪调动和情感共鸣提供可能。调查显示，
92.77%的受访者愿意参与当地民俗活动，其中
传统节日庆典是最受欢迎的古镇民俗活动，占
比达51.54%。其次是民间舞蹈或音乐表演，占
比为40.8%。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古镇旅游出现了产
品同质化、过度商业化和利益短期化与非良性
现象。据调研，有51.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古
镇之间有一些相似，有38.5%的受访者感觉古
镇缺乏独特之处。

对此，《报告》认为，深化游客文化体验是古
镇旅游走出同质化、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
在保持古镇内生文化传承的同时，也要创新旅
游产品形式，促进古镇生活、商业和旅游功能的
平衡发展。通过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开发，
推动古镇旅游业态创新与产业升级。挖掘传统
文化底蕴，融入时尚元素，提供现代便捷服务，
打造兼具历史文化韵味和现代旅游体验的古
镇，将是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感受古镇独特魅力
的重要路径。 (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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