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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时评

前 接 芒 种 ，后 启 小 暑 。 今
日是夏至节气，标志盛夏来临，
也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候。
此时节，知了们欢实地错落鸣
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池塘里
的荷花也开始大面积盛开，散
发出阵阵清香。

夏至 ，是夏天的第四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夏至这
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
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
归线，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
达到全年最长。过了这天，太
阳的直射位置逐渐向南移动，
北半球则开始了昼短夜长的天
气变化。

无蝉不夏天。蝉，又名“知
了”。知了知了，热啊热啊！蝉
鸣成了盛夏必不可少的景致。
骄阳酷暑里的声声蝉鸣，是生命
活力旺盛的一种象征。现代人
多不知，蝉的形象还曾是中国传
统民俗文化中出名的吉祥纹饰，
寓意多子多孙、人丁兴旺。

王来华说 ，我国古人根据
对大自然的观察，将夏至分为
三 候 ：一 候 鹿 角 解 ，二 候 蜩 始
鸣，三候半夏生。其中，蜩始鸣
是说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
朝蜕变，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
来，在其有限的“蝉生”里，合奏
着一首快活逗趣的交响曲。

南宋诗人陆游在《夏日杂
题》中说，“满地凌霄花不扫，我
来六月听鸣蝉”。夏至时节，处
处能听到蝉声，它在告诉人们
时光已走到了一年中的六月。

夏至里，不只有蝉，还有荷花。夏至到来，
大地一片深绿。信步荷塘，摇曳的荷叶，像张
开的绿伞一样，粉红的荷花点缀其中，有的含
苞欲放，有的怒放盛开，皆亭亭玉立，让人在此
感受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诗画美景。

荷花，承载了太多的文人雅士情结，有明
志的，有抒情的，也有写景的。“诗仙”李白说，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北宋诗人孔平仲
说，“一花一叶自相连，待得花开叶已圆”。千
百年后，散文家朱自清也说：“月光如流水一
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
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
过一样……”

“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在这个酷热
时节，不妨吃上一碗色香味俱佳的面条，再到
户外走走、停停、看看，听蝉鸣声声，赏荷叶田
田，静享夏至后的悠闲时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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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江西南
昌方言传承基地——贵林社老茶
馆里座无虚席。追光灯再度亮起，
演出现场氛围升温。台上相声演
员长褂一甩，抛出精心设计的“包
袱”，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边品茶、一
边互动，品味用南昌方言讲述的历
史和故事，体验感“拉满”。让旅途
充满“文化味儿”，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人旅行时的选择。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
游的灵魂。走进上海中共一大纪
念馆寻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
头戴簪花、身着马面裙在福建泉州
古城找寻“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
声中万国商”的踪迹；跟随电影《长
安三万里》在陕西西安感受大唐盛
世的万千气象……随着旅游消费

升级，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加多样
化、个性化，旅游不再只是“看山看
水看风景”，而是日益向“观文品
史、体验生活”转变。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文化
体验越来越成为他们注重的旅游内
容。一项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
发起的调查显示，选择旅行目的地
时，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看重旅游目
的地的历史人文含量，如历史积淀、
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文旅”在

“旅”也在“文”，如何更好推动文旅
融合，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
是文旅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貌丰富
多彩，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这也恰
恰构成了各地吸引游客的独特文
化魅力。因此，提升旅游供给的

“文化味儿”，需要注重把握好共性
与个性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县
域旅游走红，许多县城成为网红旅
游目的地。这背后，既有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县域旅游配套服务体系
日渐成熟等共性因素，也在于不少
县城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
品，吸引了游客目光、提升了旅游
品质。在河北正定县，独具韵味的
古城、古香古色的巡游表演，让“头
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在湖北竹
溪县，立足非遗山二黄戏曲打造的
武陵不夜城给游客带来充满国风
和烟火气的独特体验。从实践来
看，只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
不“复制粘贴”、避免同质化，才能
以有活力、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激发
文旅新动能。

推动文旅融合，并非只是原封
不动地对文化进行呈现，而是要在
守住历史文脉、文化精粹之“正”的
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达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
生面”的目的。比如，参观博物馆渐
成风尚，许多观众不再满足于拍照
打卡，而是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历
史与文化。这就要求博物馆在深入
研究文物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合理
布展，用好智慧导览、全息投影、增
强现实等新技术新手段，以深入浅
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文物
故事。再比如，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借助新潮的玩法、丰富的
民俗、个性的文创“出圈”，密码也正
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守正创

新，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
接点，让历史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可参与，这同样是提升旅游供给的

“文化味儿”的内在要求。
当前，旅游业已成为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精心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
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
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更好感悟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既符合广大游客期待，也将孕育巨
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据人民日报》）

“文旅”在“旅”也在“文”
邹翔

○诗说汉中

陕 西 棕 编 在 汉 中 ，汉 中 棕 编
在南郑，南郑棕编在高庄村。早
在清同治中叶，以原南郑县高庄
村为中心，就已经形成了以家庭
生产为主体的棕编小作坊，生产
的蓑衣、棕绳、棕床垫、棕刷子、棕
丝等产品，不仅畅销陕南，还通过
汉江水运远销到湖北、江浙等地，
享誉一百多年。

手工棕制品在上世纪 80 年代
之前非常受老百姓欢迎，是家庭生
产生活的必备品。随着现代箱包
和席梦思床垫的广泛使用，这一产
业逐渐萎缩，到了 2000 年左右以
前家家户户生产加工销售棕制品
的繁荣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如何摆脱困境，让棕编走进新
时代？

南郑区汉山街道办事处高庄
村有这样一位党支部书记，他于
2007年组织 18个棕编加工大户成

立了“棕制品加工销售协会”，2009
年又在 协 会 的 基 础 上 成 立 了“南
郑县高康棕制品专业合作社”，年
产值达 1500 余万元，合作社社员
仅此一项人均年纯收入达 2 万余
元。这位党支部书记就是陕西省
非遗保护项目“汉中棕箱及棕制
品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首届南
郑工匠何文满。

现年 58 岁的何文满是高庄村
棕编第五代传承人。 7 岁时便跟
随父亲何玉生学习棕编手艺。从
艺四十多年来，何文满一直虚心好
学，加上对棕制品加工技艺的热
爱、钻研和坚守，其技术越发精湛
并声名远扬。 2012 年，何文满成
为汉中棕箱及棕制品技艺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

为了守住这门老手艺，使其成
为高庄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他
坚守匠人的初心使命，以开 拓 进
取、善于创新、勇挑重担的精神风
貌投入棕编事业当中。他先后组
织棕编技术培训 28 期，培训全村
富余劳动力 1000 余人次。通过培
训，全村 35%的妇女掌握了棕编技
术，为棕制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撑和人才队伍。何文
满带领传承人队伍建设非遗就业
工坊，组织脱贫户开展棕编技能培
训，带领 21 户贫困户 26 人从事该
产业的加工生产，并顺利脱贫。截
至目前合作社现有社员 79 户 120
人，有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各 1 名，
区级传承人 4名。

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何

文满致力于棕产品的创新研发和工
艺革新。他在坚守“一穿一勾 一折
一扣”手工棕编传统技艺独特魅力
的同时，借助现代科技，融合艺术审
美，用棕丝和头发丝绘制“藕莲花”

“竹叶”“吉祥如意”“双喜临门”“中
国汉中”“汉中留念”“汉上珍品”“幸
福安康”“平安是福”等图案和吉祥
文字，实现了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和
谐统一，将独特手工艺和深厚的民
俗文化融为一体。他还带领团队不
断研发新品，如十二生肖、南郑山
水、棕编帽子、鞋垫文创产品等，积
极参加各级部门举办的各类产品展
示、推介会，不断提升产品的文化价
值和影响力。

作 为 省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在
将棕编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何

文满费尽心思为棕编技艺传承和
发展、为地域文化产业的保护谋
划设计。他带领非遗传承人队伍
走进中小学校，将非遗技艺与学
生们分享，让他们了解非遗、认识
非遗、走近非遗。他还与陕西理
工大学签订了汉中非遗棕编校企
联合的长期合作协议，借助高校
的力量、视野为棕编的技艺传承
和产品设计、开发、包装、营销开
拓新思路。

通过他数年的努力和各级政
府部门的关注支持，合作社现有固
定的办公场所、加工厂房和产品展
厅。他始终坚信，汉中棕箱及棕编
制品制作技艺绝对不会落寞，因
为，传统手工艺里藏着生活的真，
匠人的魂，文化的根。

记得二十多年参加一个宴婚，席间有盘比
玉米凉粉更黄更黑的菜肴 ，观音凉粉吧？我
问。不对！这叫橡子凉粉，并非观音凉粉！立
刻有人反驳。咦，莫非观音凉粉和橡子凉粉不
一样？得到的答复是，那是当然。我夹了块一
尝，感觉和观音凉粉一样的爽滑、劲道，也有魔
芋的口感，就是苦味多些。数年以后终于区分
清了，观音凉粉呈黑绿色，橡子凉粉呈灰褐色，
一个初夏上市，一个过初秋才有，橡子凉粉用果
实做的，观音凉粉则是叶子。

《庄子·盗跖》：“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
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
大饥，应侯（范雎）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
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足见橡子文化渊
源之久远。唐代皮日休的诗作《橡媪叹》，详细
地描写了捡拾橡果的过程。然而提及留坝的橡
子凉粉，不得不说起一个人，清代留坝厅城的同
知长沙人陈文黻，他是留坝历史上首位、也是唯
一一位被朝廷“以彰治行”而国史立传的人。陈
文黻在任期间，积极鼓励民众种植橡树，养育桑
蚕，并亲自编写了《劝种说》和《山桑四要》，送给
民众学习，橡树用来解决温饱，养蚕纺织则用于
增收。虽然后来养蚕因技术和品质问题而终止
了，但许多橡子树和桑树却保留下来，橡子凉粉
得以广泛流传。

橡子凉粉的主要原料是橡果。橡果外有硬
壳，形似蚕茧，棕红色，内核如花生仁。将橡果
去壳，泡洗掉内皮，磨浆去渣后沉淀，再将沉淀
物滤渣晾干即成橡子粉。开水中加橡子粉搅成
糊状，入盆变凉即成粉团。将粉团切成条块状，
佐以油辣椒、盐、醋、姜等调料，搭配以豆芽、土
豆丝，就是一道美味。《本草拾遗》有：“味苦涩，
止泄痢，食之不饥，令健行，能除恶血，止渴”。
橡子凉粉除凉拌外，可以炒腊肉，也可以混加米
浆做成橡子粉米皮。

唐代诗人杜甫有一段逃难经历，“客秦州，
负蕲采橡栗以自给”，就是不知道他在“山果多
琐细，罗生橡果杂”时，心情是喜还是忧。唐人
张籍相比就豁达多了，“岁暮锄犁倚空室，呼儿
登山收橡实”。据说，民族英雄林则徐当年经过
留坝时，在张良庙里吃过一碗橡子凉粉，并对陈
文黻入录《循吏传》没有任何异议，可见他也认
同橡子的救饥作用，就是不知吃过以后，有没有
更加激发起他救国爱民的信心。

曾背诵过舒婷的《致橡树》，影片《指环王》
和《霍比特人》里都持橡木盾的情节，唯一不得
而知的是，他们是否也吃橡子凉粉？

骆宾王（约 640—约 684），字观
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唐
高宗、武后时期著名文学家，与王
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

咸亨四年（673）春，骆宾王奉
朝 廷 之 命 出 使 西 南 ，他 在《畴 昔
篇》中是这样描写此次西南之行
的：“脂车秣马辞乡国，萦辔西南
使邛僰。”诗人此番出使目的地是
蜀 中 的 邛 崃 山 一 带 的 僰 人 聚 居
区，可能与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
题有关。诗人此行不同于随军出
征时军情紧急、行色匆匆，有暇浏
览蜀道沿途风光。诗人从长安出
发，进入褒斜道，穿行在莽莽秦岭
之中。出秦岭到褒谷口后，诗人
作《出石门》诗，记录走出秦岭后
在石门隧道附近所看到的景象。
诗中写道：

层岩远接天，绝岭上栖烟。
松低轻盖偃，藤细弱丝悬。
石明如挂镜，苔分似列钱。
暂策为龙杖，何处得神仙。
这 是 一 首 五 言 律 诗 ，诗 的 首

联描写了石门附近峭拔的山势和
奇异的风光。这里有高耸的鸡头
关，鸡头关之下的褒河河谷水流
湍急、怪石林立，两岸壁立千仞、
陡直如削，石门隧道就在鸡头关
下。诗人在此看到，山岩高峻直
插 云 霄 ，烟 霞 袅 袅 盘 旋 绝 岭 之
上。诗的颔联写的是诗人眼中石
门之下的山河堰。“松低轻盖偃”
一句中的“偃”是“堰”的通假字，
指的是西汉初年萧何、曹参在汉
中修建的山河堰。褒河岸边高大

的松影遮盖着山河堰，攀附在松
树上的藤萝轻轻下垂，随风在山
河堰上飘荡。诗的颈联写了石门
附近特有的景色。垂直的石壁经
过千万年风雨冲刷光滑细腻、明若
悬镜，偶尔有铜钱似的苔藓附着其
上。诗人用“挂镜”形容石门附近
的石壁，形象贴切。石门特有的地
理特点和光洁的石质，是摩崖石刻
的好地方，所以从东汉永平年间至
清代，石门内壁及其附近山崖上有
一百多处摩崖石刻。可惜 20 世纪
70 年代修石门水库时除石门十三
品及少量石刻精品迁移至汉中市
博物馆内，大多沉没水底。骆宾王
到石门时，摩崖石刻还不是很多，
所 以 诗 人 看 到 这 里“ 石 明 如 挂

镜”。诗的尾联两句化用了汉代
神仙费长房的故事，这里诗人流
露 出 厌 恶 俗 世 、羡 慕 神 仙 的 情
绪。汉代汝南人费长房一天在街
市中看到一老翁卖药，他无意中
窥破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于是
便弃家舍业随老神仙求仙学道。
追随老神仙十余日后，老神仙送
费长房一根竹杖，并告诉他，骑着
这根竹杖可以随心所欲，想到哪
就到哪。费长房骑着竹杖回到家
乡，人间已过去十余载。他将竹
杖投入水塘中，竹杖便幻化作一
条青龙。后人多用“龙竹”比喻得
道成仙。诗中用这个故事大约是
说石门之景如同仙境。如此美妙
的石门仙境，应是修仙成道的好

去处，石门之北的紫柏山是传说
中张良随赤松子游的仙山。

诗 人 并 未 在 石 门 出 家 修 仙 ，
而是继续南行前往四川。诗人路
过五丁关，看到古人在险峻的层
峦叠嶂中开凿的金牛道，在《畴昔
篇》一诗中赞叹道：“五丁卓荦多
奇力。”在蜀中与众多文人雅士的
交流，让他感到蜀中人杰地灵、文
章锦绣，他吟道：“四士英灵富文
艺 。”诗 中 所 说 的 四 士 指 蜀 中 四
士 ：司 马 相 如 、严 君 平 、王 褒 、扬
雄。从诗人《畴昔篇》提到的一些
地名看，诗人此行从长安出发后
从褒斜道越秦岭，出石门，过汉中
盆地，经金牛道，过剑门关，抵成
都，达邛崃。

我 们 熟 知 的 汉 中 八 景 应 该
是清代形成的，楚文璟是当时描
写 传 统 汉 中 八 景 的 诗 词 作 者 。
楚 文 璟 ，南 郑 区 人 ，生 卒 年 不
详。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曾
任福建宁德知县。楚文璟为官
口碑甚好，且诗文俱佳。笔者收
集到的楚文璟关于汉中八景的
诗词大约有五首：

龙江晓渡
关津通岫路，晓景在龙江。
无楫波还动，停舟水自撞。
晨星辉柳岸，残月照篷窗。
不道千门曙，沙鸥渡影双。

东湖塔影
汉阳萧寺塔，飞影入东湖。
波皱佛龛动，浪明宝顶孤。
镜花真变幻，水月有虚无。
悠悠奇景在，千载话浮图。

汉山樵歌
汉山耸地立，云内闻樵歌。
伐木同声应，求仙未烂柯。
乐从苦里出，曲自静中和。
蹊径行还往，听余清兴多。

夜明神碑
神碑夜明事岂虚，

当年放射今无余。
功成身退得谦意，
恐碍行人居废墟。

月台观月
秋来无日不登临，
独喜今宵月满襟。
仰面青天思把酒，
寄情古调欲携琴。
凉风舞袂身将举，
白露沾衣夜向深。
要看一台清影满，
尽教移转碧梧阴。

但汉中八景还有老版本，见之
于 明 秦 王 朱 诚 泳 的《经 进 小 鸣
集》。他所吟诵的汉中八景为：“汉
台春望、将坛晚眺、韩沟晓月、汉山
夕照、中梁古刹、诸葛遗墟、龙江过
雨、栈阁连云”，这与我们熟知的传
统汉中八景是不同的。朱诚泳所
作《汉中八景》诗词，收录在《经进
小鸣集》卷四中。后，《经进小鸣
集》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

汉台春望
炎汉兴王地，千年尚有台。
江山犹似昨，人事重堪哀。
鸟向离宫没，花从旧苑开。
不知东向日，谁塞汉中来。

将坛晚眺
上将坛犹在，荒凉带夕晖。
兴刘功不赏，灭项事成非。
彻说真难夺，豨谋可独归。

自王疑莫解，况复与期违。
韩沟晓月

萧相追韩处，遗踪尚可攀。
拿云龙易失，出柙虎重还。
曙色催飞骑，清光照壮颜。
向来非国士，何意出秦关。

汉山夕照
薄暮山愈好，凭高眼界空。
岚光真可掬，倒影抑何穷。
万壑澄江紫，千林带叶红。
行人思往事，立马问褒中。

中梁古刹
宝色风霜古，颓檐老瓦催。
碑文多剥落，山势独崔嵬。
宿鸟惊还定，游僧去复回。
人间经几劫，地下有余灰。

诸葛遗墟
大将星初殒，长城一夕空。
山川消王气，天地老英雄。
分鼎徒遗恨，挥戈未奏功。
犹疑龙尚卧，高冢夕阳中。

龙江过雨
浩浩汉江水，滔滔日夜流。
雨添千里润，凉送一天秋。
滩响山疑动，沙明岸欲浮。
袭人花气重，点点扑行舟。

栈阁连云
秦蜀元相隔，何年鸟道开。
登天穷险阻，构木凿崔嵬。
苍狗依岩宿，青骢自陇来。
安危真可念，须仗济时才。

橡子凉粉
宋晓轩

守护传统 创新未来
——记汉中棕箱及棕制品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何文满

李红早

骆宾王笔下的石门
李青石

汉中八景的由来
郭松林 刘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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