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南京栖霞山旅游度假区推出的
南京首个大型沉浸式实景解谜剧本游《古卷
迷踪》正式上线。市民游客可以跟着剧本游
栖霞，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解锁游
览景区新玩法，获得最潮流有趣的“栖霞”新
体验。

据了解，本次“剧本杀”游栖霞活动是第
24届红枫艺术季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山入
戏”，本届红枫艺术季在创新性地引入大型
沉浸式实景演艺剧本游外，还吸收了更多

“戏剧”元素，设置了乌镇戏剧节2024新剧
目《哪吒传奇》金陵首秀、采枫音乐会、山间
徒步摄影、花YOUNG歌会等环节，活动时间
将持续至今年12月。

栖霞区位于南京市东部，因境内有“第
一金陵明秀山”栖霞山而得名。栖霞山风景
名胜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素有“一座栖
霞山，半部金陵史”的美誉，栖霞山有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3处，历史古迹遗址几十处，
独特的山水城林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在厚重的历史中发现文化的脉络。此次
推出的大型沉浸式实景解谜剧本游《古卷迷
踪》，通过主线剧情以及重要角色人物副本
剧情，在与游玩伙伴的切磋交手中，沉浸感
受古卷迷踪故事剧情，以及栖霞山独具一格
的秀丽风景、人文底蕴。

（秦景）

■ 张元 文/图

一只军绿色的书包，一个闪着银光的
铝饭盒，一双简朴的竹木筷子，这是 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孩子上学的“标配”。
随着行走的脚步，饭盒里的白米“沙啦沙
啦”地响，听着这声音，心里便觉得踏实、
温暖，走路也格外有劲儿。

读初中时，班级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
在学校吃午饭。早上到校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井边淘好米，放适量的水，把饭盒
放到学校食堂的饭笼里，等到学生们上第
一节课时，食堂的师傅将饭笼摆进砖头砌
成的蒸锅，开始一天的工作。

临近中午，饭香随着腾腾的热气飘浮
在校园上空，引得教室里的学生心神不
定，坐立不安。

下课铃一响，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去找自己的饭盒，安静的校园，霎时就变
得纷乱起来。拿到饭盒，大家坐在课桌
前或者去小溪旁、竹林里，以家中自带的
菜佐餐，基本就是咸菜、菜干、腌萝卜、黄
豆酱，有的装在搪瓷杯中，有的盛在罐头
瓶里，压得密密实实，如果是住校生，就要
吃上一个星期。

我曾经就读过的毫石中学，周边有一
片竹林。冬日里，懂行的同学会在林中偷
偷寻觅，偶然发现一支地下的冬笋，便想
方设法挖出来，让它作为第二天中午的一
道好菜。

对我来说，最好的菜是囫囵蛋，一年
难得吃上几回。有一年过生日，那天一早
不知什么事惹爸爸生气，他痛骂了我一顿
后，塞给了我两个蛋。我记得很清楚，那
两个鸡蛋小得可怜，比鸽子蛋大不了多
少。但是，好歹是两个啊，被骂一顿又算
得了什么呢？

如果当天的下饭菜是蛋，那么上学时
便会脚下生风，上课时也会格外专注，课
间休息时心中沾沾自喜。囫囵蛋剥开后，
蘸一点酱油便鲜香无比。我通常用半个
蛋下饭，剩下半个光吃，一口吞下之时，对
少年的我来说是天下至味，人生至乐。

我最疑惑不解的是在高中一年级，每
天中午，当我狼吞虎咽吃完一盒满得顶开
了饭盒盖的米饭后，不到五分钟就又饿
了。这是一种非常真切的饥饿，好像刚才
根本就没有吃过午饭。开始时我百思不
得其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在长身体，
却又缺乏营养（真没什么菜）。

在甘霖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我的饭盒
是长方形的，盒盖上刻着三个字“丛中
笑”。这是我母亲用过的饭盒，名字取自
毛主席的咏梅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这也是认领饭盒的记号。

那时，大家的饭盒外形都很相似，再
加上学生有上千人，每当吃中饭时，上千
个饭盒分布在十个巨大的蒸笼上，每个蒸
笼有上下两层饭盒，想要找到自己的，有
时必须把上面的扒拉开。几乎所有的饭

盒都“千人一面”，所以很容易被误拿。一
旦被误拿，就得老实地等着，等到所有的
饭盒都被拿完。如果有剩下的那个，就归
你了，如果没有，你不仅要饿肚子，而且第
二天还得买一个新饭盒。

一个标识再鲜明的饭盒，也架不住天
天如战场般混乱的午餐盒认领现场。没
过多久，我妈妈的“丛中笑”饭盒就不翼而
飞了。

此后，我用过很多饭盒，也在饭盒上
刻过很多标记，但我只记住了“丛中笑”这
一个名字。

蒸饭盒是个技术活儿，关键在于水与
米的比例要恰到好处，水放得少，成了夹
生饭；水放多了，又成了稀饭。

我在山区读中学时，在学校里蒸午饭
的同学每个学期要交伙食费。家里条件
好的就直接交钱，条件差一点儿的，则以
木柴代替，一学期大概200斤。

在中小学阶段，我转过很多次学，有
的读一年，有的读一个月，我因此见过很
多的厨房，见过很多的蒸笼，用过很多的
饭盒，跟过很多的老师，有过很多的同学。

同学中有熟识的女生，有铁杆儿的哥
们，但更多的是似曾相识的芸芸众生，就
像蒸笼上那千篇一律的饭盒。那时的每
一个同学，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饭盒。几
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同学都过得怎
么样？是否还会依稀想起年少的往事，还
有那个饭盒的模样……

带着饭盒上学去带着饭盒上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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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10
月中下旬，气温渐凉、秋意正浓，多地秋景进入
最佳观赏期。各地赏秋地图频频“上新”，不断

“解锁”赏秋新场景，为秋季文旅市场注入强劲
动力。不少消费者也以多种方式出游，饱览大
自然美景，体验各地赏秋活动，品味各地特色
美食，彰显文旅市场的消费新活力。

赏秋正当时，“红叶经济”引领新风尚

随着枫树、黄栌等树木悄然“换装”，各地
陆续迎来最美赏秋季，一抹抹如霞似锦的红色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观赏，催生了“红叶经济”
的兴起。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香山等景区，红叶陆
续进入最佳观赏期。这个秋天，北京推出了十
个“最美赏秋园”、十条“最美金秋路”等旅游线
路，让人们尽享京华秋韵；在吉林长春，当地将
五条街道打造成最美落叶景观路，在指定区域
内保护性留存落叶，有轨电车穿梭其间，吸引
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辽宁本溪有枫树26.5
万亩，品种达10多种。今年秋季来这里观赏
枫叶的游人大幅增长，目前已经累计接待游客
49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3%。

与此同时，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千亩红枫
林，正以绚烂的姿态喜迎八方来客，成为热门

“打卡地”。红枫文化节期间，从文艺汇演到非
遗展览，从汉服体验到围炉煮茶，一系列周边
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在自然与文化交融的魅力
之中。

不仅仅是艳丽如火的枫叶，还有金黄璀璨
的梧桐、古朴典雅的银杏、馥郁芬芳的桂花，以
及洋溢着丰收喜悦的稻田……无一不成为吸
引游客驻足的赏秋元素。

在江苏南京，珍珠泉风景区的桂花大道芳
香四溢，游客们在此野餐露营、赏景拍照，享受
悠闲时光；在甘肃陇南，徽县田河村的千年银
杏树摇曳生姿，“赏银杏树、吃银杏果、喝银杏
茶”的特色农家乐体验，让游客深入了解当地
文化；在广西桂林，龙胜的龙脊梯田满目金黄，
绘就美丽“丰”景图。今年更是特意延后水稻
收割时间，让游人更加充分地领略这难得一见
的金秋盛景。

安徽的吕女士刚去了浙江杭州的满觉陇
村，她表示：“‘赏桂专线’公交很方便，一路上
桂花馨香怡人。这次旅行看到了乡村的新气

象，享受了秋日的好风光，度过了一
个愉快的周末。”

在新疆巴州尉犁县罗布人村
寨，金色的胡杨与大漠、湖泊形成绝
美画卷，让人流连忘返，每天接待游
客约 6000 人次。江苏宿迁三台山
国家森林公园 2000 多亩花海色彩
斑斓、如诗如画，带热周边游、短途
游。在四川黄龙景区，五彩池换上
了秋装。不久前，成都直达黄龙九
寨站的动车通车，游客数量每天超过2.3万人
次。

秋日盛约，凸显文旅消费新活力

一些地区趁着秋意正浓，策划多种文旅活
动，推出赏秋指南和地图，让游客在观秋、宿
秋、摘秋、品秋中，感受到消费的活力。

从2024年10月21日起至12月31日，江
西上饶文旅“趣上饶晒个秋”抖音话题活动正
式上线，邀请全国游客和网友打卡上饶，共享
秋日丰收盛宴。湖北神农架发布2024年赏秋
线路图，并举办“千车万人”自驾摄影大赛，邀
上千名自驾车友用镜头记录最美秋色。

在广东，“品味佛山 秋色无限”2024年广
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将通过祖庙秋祭、
乡饮酒礼、秋色赛会、秋色巡游、非遗活态展等
活动，带领游客感悟“佛山秋色”。

在河北，承德启动活力金秋旅游季，围绕
“户外踏秋、乡村品秋、观赛赏秋、古城探秋”四
大板块，陆续推出金山岭·四季山“长城落日下
午茶会”、承德“御道口如画秋色”摄影节、“探
寻皇城秋韵·解密山庄百年”避暑山庄古风游
园会等36项文化旅游和赛事活动。

在湖北，“知音湖北，遇见金秋”文旅消费
季活动打造“知秋观叶”“晒秋赏景”“乐秋潮
玩”三大系列，推出了“一叶知秋”“湖鲜丰美”

“秋实采摘”“城市漫游”等六大秋季旅游特色
产品，涵盖了观光、休闲、运动等多种元素，为
游客们提供了多元化的出游选择。

据了解，多地还通过推荐特色线路或举办
赏秋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观光。山东推出“湿
地观鸟”“海洋探秘”“登高赏秋”“山野观星”

“田园觅秋”5个最具秋季“仪式感”的场景，打
造10条主题线路，让游客体验生态山东的秋
季之美。河南鹤壁在淇县纣王殿景区启动“红
叶映太行·秋色美鹤城”2024秋游鹤壁红叶观
赏季，发布太行红叶观赏之旅、草原心情放飞

之旅、古村乡愁寻觅之旅、《诗经》淇河研学之
旅、浪漫时光夜游之旅等5条旅游线路，打响
鹤壁秋游品牌。

徒步、骑行、公交：“秋风有幸”，绿色出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秋高气爽的美好时节，
登山游和骑行游也成为不少人“打开”秋天的
热门方式。一些地区特意在公园绿道、文化街
区、近郊山野等地规划了骑行赏秋和徒步赏秋
的精选路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

游览市内近郊，秋日骑行颇具人气。美
团、大众点评等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北京的美
团单车骑行订单量周环比增长超过20%，其
中，中轴线沿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鸟巢、颐
和园—圆明园等区域单车周转量显著提升。
10月以来，“骑行赏秋”的攻略笔记数量环比
增长150%，沈阳地区“骑行赏秋”搜索量环比
增长160%。

公共交通也能为秋游提供一份独特的浪
漫。青岛314路、17路汽车推出秋游、“晒秋”
等主题车厢，以枫叶、秋日诗词等元素装饰；上
海19路公交车以“秋风有幸”为主题，车身绘
制金黄的银杏与19路沿线标志性建筑，让出
行氛围更加轻松有趣。

铁路部门特地推出旅游专列，助力跨市、
跨省秋游。10月10日，Y664次“环西部火车
游·崆峒号”旅游专列从兰州启程前往平凉，精

选了受“银发族”喜爱的崆峒山景区、王母宫、
大云寺、崆峒古镇、龙泉寺、柳湖公园等知名景
点。10月 18日，918名游客乘Ｙ480次列车
从南宁站出发，先后打卡九寨沟、黄龙风景区、
藏族风情街安多茶马互市、郎木寺、扎尕那等
四川、甘肃两省旅游景区。

途牛发布的《2024国内赏秋出游趋势预
测》指出，国内长线游出游人次占比接近
60%，其中50岁以上用户出游人次占比超过
45%。从目的地来看，黄山、北京、桂林、婺源、
南京、阿坝州、阿勒泰、安顺、本溪、腾冲等地是
用户赏秋游的热门之选。九寨沟/黄龙、钟山
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风景区、重庆武隆、新疆喀
纳斯、额济纳旗胡杨林等景区景点相关的旅游
产品颇受欢迎。客源地方面，上海、北京、南
京、广州、天津、无锡、成都、沈阳、深圳、郑州
等地用户赏秋游热情更为旺盛。

“传统与创新玩法相融合、品味秋色无限
美好，策划系列文化活动、打造多元文化沉浸
体验。”业内人士表示，每年深秋时节的出游是
文旅消费旺季，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满足
了游客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及多元化旅游
体验的需求。

文旅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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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的味道味道智享记忆

俄罗斯饮食文化将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红菜汤、黑面包、格瓦斯……广阔的俄
罗斯拥有怎样的饮食文化？他们的博物馆
收藏了怎样的民族饮食历史？2024 年 11
月下旬，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珍藏将带着“美
味”的记忆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启“中俄
文化年”的展览交流之旅。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是俄罗斯文
化和历史的收藏宝库，是俄罗斯国家的象
征。这次“做客”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既
有体现俄罗斯人民饮食传统的日用器具，也
有皇家筵席上光彩夺目的精美艺术品。我
们将看到俄罗斯人民对待传统食材的珍视，
也将了解到俄罗斯民族热情好客的性格在
宴请中的体现，直观感受物候、宗教、历史和
外来文化对俄罗斯饮食的影响和改造，直至
将日常的饮食升华为生活的艺术，成为凝练
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是喜爱美食、热情好客的民
族，广受欢迎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这次
迎来了俄罗斯“邻居”，两个展览手拉手等你
来发现。

（博文）

“剧本杀”游栖霞

山河大好山河大好，，出去走走出去走走

第24届红枫艺术季红火“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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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赏秋进行时，文旅消费呈强劲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