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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淄博烧烤蓦然升起的腾腾
热气，到贵州榕江“村超”的火热出
圈，再到发生在哈尔滨的“冰雪奇
缘”，不到一年时间，中国旅游界连
出三大爆款。与之相呼应的是，越
来越多的城市乡村，节假日旅游消
费高潮迭起。那些城市和乡村，虽
然各有各的不同，但都有淄博、榕
江、哈尔滨那样的人间烟火气。全
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孙
若风认为，一缕人间烟火气，实则
是千万条心拧成的一股绳：政府推
动，市民捧柴，企业点火。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地上的政通
人和，可以品出国人对生活的热
爱、对未来的憧憬。

“烟火气里有乡愁，有故事，有
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温良。那些充
满烟火气的细节，是一个城市的行
为艺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代表达。”在孙若风看来，人间烟
火气如同温暖的河流，依傍大地，
随物赋形。它飘逸、柔软、悠远，却
又实在、硬核、直抵人心，既具有生
动性，又具有穿透力。正是这人间
烟火气，为相关城市搭起一条成名
出圈的“网红之路”。

“人间烟火气里有特色风味，
而特色又是旅游业的立身之本。”
孙若风进一步认为。以这个冬天
爆火的哈尔滨为例，那里既有欧
洲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也有中国

的四合院，呈现出土洋结合的特
点。除了建筑，一边高悬大红灯
笼，一边将俄式“大列巴”摆放在
铺 着 东 北 大 花 布 的 摊 位 上 ，将

“土”和“洋”结合得弹性十足、生
动 有 趣 。“在 一 个 地 方 做 旅 游 项
目，就要围绕当地的‘土特产’做
文章。彰显其‘土味’，保留其特
色，做强其产业链，才能把该地的
旅游做起来。”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特色需
要通过创意来呈现。比如，哈尔
滨借着独特的冰雪资源，把自己
的“土”和“洋”一股脑地呈现给了
游客——推出黑马骑士、人造月
亮、冰面热气球、狂飙气垫船，让
特色看得见、说得出、体会得到。

“人间烟火气里有美食味道，而美
食所具有的诱惑力，会成为游客
永久的念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孙若风
娓娓道来，循着人间烟火气，就能
找到网红城市出圈的密码，找到游
客与居民、线下与线上同声呼应的
共振点：

其一、烟火气连着地气。“天地
合气，万物自生。”不同的地方有
不 同 的“ 地 之 气 ”，“ 气 动 谓 之
风”。因此，后世有“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的说法。中国最早的
诗集《诗经》，包含风、雅、颂三大
类，“十五国风”被置于首位。“十
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区的土风，
代 表 着 十 五 个 地 区 的 文 化 和 特
色。“今天各地发展旅游，要接上
这样的地气，呈现这样的土风。唯
有如此，才符合中国审美创造和审
美接受的传统心理，才符合消费者
的旅游预期。”

其二、烟火气连着人气。今
天，旅游呈现大众化和主客共享的
特征。旺盛的人气，是游客与居民
共创共享、线上与线下共情共鸣的
结果。在直播、短视频等现代传播
方式的加持下，游客个体的“小确
幸”能够变成全民的“大联欢”。在
中国文化中，“众乐乐”胜过“独乐
乐”，参与的快乐胜过只当看客的
快乐。在幕天席地的环境中，在情
景交融的场景中，在人与社会的美
好交往中所获得的快乐是最大的
快乐——不论你是“社恐”还是“社
牛”。因此，从淄博烧烤，到贵州

“村超”，再到如今的哈尔滨冰雪旅
游，那些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都带
来了巨大的人气和流量。

其三、烟火气连着心气。文旅
产 业 有 着 育 民 、乐 民 、富 民 的 作

用。文旅工程由于门槛低、产业链
长、带动就业创业能力强，能够给
当地百姓带来种种实惠，成为很多
地方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在发
展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各地居民渐
渐认识到，自己的“脸色”也构成了
当地的景色。所以，从淄博到哈尔
滨，出现了大量当地居民“花式宠
客”的行为。那些行为，让游客被
关注、受尊重，也让城市的好口碑
得到传播，最终又为城市和城市居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淄博、
哈尔滨走红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的
精神面貌受到洗礼，民心凝聚力得
到提升。到过淄博，游过哈尔滨，
很多游客也受到感染，纷纷用自己
的方式为家乡点赞，共同唱响了一
曲“家乡好”的赞歌。

孙若风表示，中国的很多城市
和乡村，也都有丰富的资源、好客
的民众，烟火气亦不缺乏。那种混
合着传统与当下、现实与浪漫的气
息，牵引着情怀、灵感、想象力与创
造力，引导着游客的每一次出行。

“我们期待各地的文旅事业，都能
像哈尔滨的冰雪旅游那样以温暖
的方式打开，让真诚、善意、美好在
旅游中发酵，让旅游变得有光、有
爱、有意义。”

点朱唇，描黛眉，执一柄团扇，步一曲
画桥，游客“穿越”时空，一朝步入古城，一
日梦回千年；

用手机扫出大雁塔上的李白卡通形
象，身着汉服齐声吟诵“人生得意须尽
欢”，坐在重现“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场景
的城市观光车中“一日看尽长安花”⋯⋯

龙年春节假期，各地古城的文旅市场
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来形容毫不为
过。新华社评论认为，一个个喜报背后，
是游客在更加安全、便捷、有序的环境下
乐享中国年的欢腾景象，从中更能透视出
传统文化面向市场、面向游客，号召力不
断上升，供需有效“对齐”的过程。

人间烟火气，暖心中国年。古城焕发
生机，离不开文旅服务的保驾护航，从某
种程度上说，服务质量决定游客流量。越
来越多的古城更加注重以游客为中心，关
注人的感受，在推动古城文化活态传承的
同时，通过一系列充满人情味的服务，对
游客的“宠溺”有增无减，准备也更充足。

比如，在刚过去的春节，成都白鹿古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鹿长服务站为
外来游客、当地居民、入驻商家等提供了
暖心服务，如免费热水、暖心雨伞等。每
天上午9点至10点还开展吃汤圆、品白
茶、送祝福等活动，让游客和当地居民共
同感受喜庆祥和的新春氛围；成都都江
堰古城特别注重标识标牌、安全救援、导
游导览、医疗、咨询、出入境等公共服务
体系的标准化、国际化建设；山西平遥古
城制定科学合理的景区承载计划和应急
预案，守护游客平安，同时加强市场监
管，24 小时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受理
投诉举报，不断提高旅游投诉的结案率、
满意率，确保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

新华社评论认为，春节假期，各地游
客的消费意愿和需求不断提高，作为回
应，古城从景区及时调整演出时间、发布
动态交通信息，到商家发放消费券、开展
促销，再到本地居民让景于客、错峰出行，
敏锐感知并回应民众诉求，是城市组织管
理不断优化的体现。在千头万绪的假期
里“忙而不乱”，是古城公共服务能力不断
提升的缩影。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这个新
春假期里全国各地“古城过大年”“非遗闹
新春”等活动热闹非凡，联系到一年来淄
博烧烤、贵州“村超”和“尔滨现象”所引发
的文旅行业波浪式递进的热潮，可见“爆
款”并非产品、市场和传播等要素的简单
叠加，而是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创造出新场
景，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背后
不仅是年俗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也是经
济发展活力和复苏韧性的增强。

今年龙年春节什么最火？
非黄龙溪火龙莫属。在舞龙行
进中，师傅们用木板用力击打
1500℃的铁水，耀眼的铁花照
亮夜空，赶上龙年春节，黄龙溪
的非遗项目“火龙灯舞”更是成
为爆款。游客在一次次绽放的
绚烂火花中一同感受龙年喜庆
热烈的氛围。今年新春，火龙
灯舞定期在黄龙溪古镇上演，
多次登上热搜，让黄龙溪古镇
也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

前不久，2023 全国旅游“黑
马目的地”榜单发布，开封位列
第一名，而过去开封一度被戏
称“最没存在感”。据陈明琨观
察，这次，开封打赢翻身仗的关
键在于，以宋都古城片区文旅
转型为抓手，推出了一批高质
量的文旅演艺项目。随着古装
巡游、古风演出、互动演艺等文
旅演艺新项目的落地，如今走
进开封宋都古城片区，游客会
触摸到不一样的宋文化——在
开封府，每天清晨“包青天”准
时迎宾，通过精彩的开门迎宾
表演，带领游客见证威严肃穆
的包公断案，品味千年不变的
人 间 正 气 ，感 受 其“ 廉 正 刚
毅 、除 暴 安 良 ，为 官 一 任 、造
福一方”；在龙亭公园，全新编
排的《太祖大典》《宫廷巡游》

《江山舞乐》等大型实景演出
让游客梦回北宋，沉浸式体验
北宋开国盛世的繁华景象，近
距离感受杨家将的将门风采，
以 第 一视角尽享宫廷乐舞文
化；在清明上河园，“我在宋朝

的一天”项目，让游客在一步
一景中走进开封古城的历史
深处；在开封城墙景区，大型
沉浸式行进演出《烽火汴梁》，
让游客直接与历史对话，亲手
掀开开封城下 6 座古城的神秘
面纱，在沉浸虚拟环境中见证
宋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不止开封，洛阳、西安、商
丘、扬州等地的古城片（街）区
如同集体赴约一样，都借助文
旅新业态‘醒’了过来，呈现出
古城火、文化兴的新气象。”陈
明琨说，比如，西安“大唐不夜
城”推出互动演艺节目《盛唐密
盒》，“房玄龄”“杜如晦”组合引
来无数游客专程打卡，一些游
客甚至专门整理背诵西安历史
文化题库，只为上台与两位“大
人”来一场互动。丽江古城开
拓沉浸式剧本游戏等文旅融合
新场景，将茶文化和马帮历史
融入剧本游戏，打造出“沉浸式
旅游+剧本游戏”的新模式，不
仅增添了古城旅游的看点，也
以旅彰文激活了古城文化。

陈明琨进一步认为，文化
是城市的基因，涵育了古城特
有的气质。让古城焕发新生，
激活文化是关键。如果走进古
城看到的只有古城墙、古城楼、
古牌坊、古建筑，甚至是一些断
壁残垣，想必游客不会满足。

“穿汉服就要到洛阳”“感
受宋韵必来开封”“来长安做一
回唐人”⋯⋯“每座古城都具有
独特的文化内涵，需要找到正
确的打开方式。”陈明琨表示。

如何接好这泼天的富贵

当一座座古城有了文化新IP

“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
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
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
境界？”这是老舍笔下的古城。

如今，不管是阆中古城、平遥古城、丽
江古城等传统意义上的古城，还是在古镇、
古城片（街）区，古装巡游、古风演出、互动
演艺等文旅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
仅为古城带来人气和活力，也为古城文化
传承提供了新的载体——

这个春节，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崇州
市元通古镇，“千年小成都”的古风古韵和
烟火繁华扑面而来。彭州市海窝子古镇，
穿过摇曳生姿的灯笼，“到海窝子寻龙迹”
深受游客喜爱。大邑县安仁古镇，还有川
西民俗婚庆巡游、龙狮共舞目不暇接⋯⋯

不仅仅在成都，开封府内，“包拯”带领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位勇士巡
游；西安古城墙上，“女将军”一身戎装，手
握长剑列队巡城，“大唐羽林卫”的飒爽英
姿引来游客围观⋯⋯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明琨认为：“当
一座座古城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IP，这种

‘独异性’‘体验性’的文化元素将会唤醒弥
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让古城充满文化
味，让游客获得满足感。”人气有了，文化活
了，古城也就有了灵魂和生命，“近者悦，远
者来”自然水到渠成。

观众拿着手机对着西安
的地标建筑一扫，瞬间“穿
越”了时空。跟随着诗人李
白的步伐，进入长安城内，舞
狮、舞龙创意水袖的舞动灵
韵，鼓乐交响的激昂绵长，大
唐不夜城再现盛世长安的恢
宏景象。“将进酒，杯莫停，与
君 歌 一 曲 ，请 君 为 我 倾 耳
听。”千人齐诵《将进酒》，豪
放洒脱，荡气回肠。总台龙
年春晚，陕西西安分会场的

《山河诗长安》登上热搜第
一，让无数网友直呼：“太燃
了！”穿越大唐不夜城，与诗
仙千年再聚，这些全靠科技
加持。

《山河诗长安》节目是总
台春晚首次将手机 AR（增
强现实）技术应用于实体场
景。而在成都的青白江区城
厢古镇正在建设元宇宙古
镇，沉浸式的古镇街区、沉浸
式的酒店，AR、VR 的项目
即将呈现。

谈及古城“古”与“新”的
融合，陈明琨表示，挖掘古城
的传统文化元素固然重要，
而为古城注入现代元素，让

“古”与“新”融合共生更能吸
引人。古城因历史悠久而迷
人，因与时俱进而存续。古
城既要宏伟、古老，也要年
轻、活泼，古城的传承发展，
必须获得当代性的意义，才
能在贴近人们日常生活中，
获得游客的认同。

陈 明 琨 观 察 到 ，近 年

来，不少古城着力推进“青
春修炼计划”，围绕游客尤
其是年轻人的消费特点，融
入商业、休闲、娱乐等多种
现 代 元 素 ，让 科 技 赋 能 文
化，让文化古城与新奇创意

“碰撞”，塑造文旅新场景。
比如，洛阳洛邑古城准确把
握“年轻化消费”趋势，抓住
年轻人兴趣点和聚焦点，打
造“IP+场景+科技+体验”
模式，通过特色文化与场景
化、数字化表达形态之间的
有机结合，构建了具有古典
美、时尚感、科技范的文化
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为年轻人推出全城剧
本杀、答题闯关卡、夜宿博
物馆等既古亦新的个性化
文旅场景，为他们讲好专属
的“洛阳故事”。

“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
为，也折射出游客的心理需
求，文旅新场景的塑造需要
对接游客的精神空间。”陈明
琨强调，现代人普遍拥有好
奇心、审美情怀、恋地情结和
休闲放松心态，地域性、审美
化、特色化的旅游场景往往
能够成为游客的精神依托。
比如四川凉山建昌古城，相
继兴建蜀绣、茶马古道、唐卡
等博物馆和建昌美术馆等公
共文化设施，融入“商、养、
学、闲、情、奇”等新业态，既
促进了非遗的合理利用，也
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产生
活，实现了古城文化与旅游

休闲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古
城的现代化。

古色古香与现代生活交
相辉映的文旅新场景，进一
步打开了文化共享空间。古
城中，传统文化和街头文化
相遇，民族元素与时尚元素
相融，非遗与街舞、滑板、电
竞、音乐、说唱等现代新潮样
态相结合，迸发出别样的生
机和活力。这些为历史古城
注入现代元素的做法，守正
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架设起
跨越时空的“对话”渠道，让
古城散发出古老与青春交
汇、厚重与灵动交融、静谧与
热闹结合的奇妙魅力。

依托文旅新业态，很多
古城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
改变。陈明琨认为，激活古
城活力，传承古城文化，仅
仅有古装巡游、古风演出、
互动演艺、沉浸式体验等文
旅 新 业 态 并 不 能 一 劳 永
逸。这是因为盲目跟风、同
质化模仿经常会让一种文
旅 新 业 态 很 快 变 成 旧 业
态。“面对审美日益挑剔的
现代游客和激烈的市场竞
争环境，坐拥丰富历史文化
资源的古城，应立足自身优
势，坚持内容为王，正确运
用新兴技术和手段，以创新
赋能发展，不断刷新文旅业
态，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如此才能让古城始
终焕发青春容颜，让古城文
化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

文化味

站在阆中古城内的中天楼上欣赏古城风景

游客在正定古城欣赏花灯

人气商气从何来

专 家 观 点

要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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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共生的现代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