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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验游 寻找身边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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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游精彩纷呈

近年来，博物馆作为城市重要的
文化体验场所和文旅地标，吸引着众
多本地居民和游客。如今的文博游不
再是简单地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文
物，而是越来越注重游客的互动体验
以及文化体验，引领着文旅新潮流。

马蜂窝之前发布的《旅游新国潮
报告》显示，50.6%的年轻人喜欢游览
艺术博物馆，文化艺术对年轻人的吸
引力可见一斑。同程旅行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博物馆相关旅游搜索热
度环比上涨62%。随着“传统文化+影
视”“传统文化+互联网”“传统文化+
科技”等多种创新模式的走红，游览博
物馆变得更加鲜活、有趣。喜欢文博游

的游客更加注重讲解是
否专业、活动是否多样、
文创产品是否新颖等。

途牛旅游产品负责人介绍：“年
轻人和亲子家庭是文博游的主流客
群，他们更关注玩法创新。为吸引这
些游客，多家博物馆各出奇招，推出
文物考古体验、举办博物馆奇妙夜、
打造互动式的科普课堂和公益鉴宝
等活动，不断创新文博游。”戴上白手
套、拿起洛阳铲，每个人都能成为考
古工作者，河南博物院为游客复刻并
打造了“文物”挖掘、修复、还原“一条
龙”式的考古体验。

“了解一座城市，从当地的博物馆
开始”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共识，博物
馆从旅途中的“可选项”变成“必选
项”，文博游需求正朝着多样化和细分
化方向发展，“文博+展览”“文博+演
艺”“文博+研学”等文博游主题产品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沉浸体验亮点多

艺术体验游的内容丰富多彩。近

期，年轻游客对艺术市集、城市旅拍等
本地体验类旅行的热情增高。携程近
期启动的M-Art艺术集市项目已与
全国多个美术展览馆达成合作，带动
更多年轻人走进艺术体验。即使不远
游，在家门口出游也能拍出大片的效
果。近期携程本地旅拍的订单同比增
长约50%。为了让旅行体验更为深刻，
携程在多个热门旅游城市推出沉浸式
旅拍，在西安，有专业古风妆造团队为
游客打造精致妆容、汉服造型并全程
跟拍，游客在专业摄影师的镜头下与
古城美景融为一体。

同程旅行今年推出的非遗旅行专
题自上线以来吸引众多游客关注，苏
州缂丝技艺、戏曲脸谱文化等内容更
是受到年轻游客喜爱。同程旅行还将
联合江苏常州、山西五台、安徽淮北和
铜陵、山东聊城、广西柳州等城市共同
推广非遗文化旅游。

许多景区也乘势推出了国风体验
的主题活动。位于江西省吉安市的吉
州窑景区以“宋文化体验”为核心，日
前举办了宋朝文化旅游节，游客换上
雅致的宋式服装，点上大宋风靡的珍

珠仿妆，挑战宋代风靡的投壶射箭，再
品尝一份“十大赣菜”之一的永和豆
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吉州窑薪
火相传的宋时遗风。

多地推创新产品

近期，大多景区都积极创新，为游
客提供丰富的文化艺术沉浸体验。河
南省洛阳市栾川王府竹海、浙江省杭
州市城隍阁景区和吴山景区、江苏省
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甘肃省河
口古镇等地打造实景户外剧本杀，游
客换上特定服装，根据任务主线游玩
整个景区，创新性的文娱场景得到游
客好评。

深圳文旅部门近日发布了“客家
文化之旅”“古墟文化之旅”“艺术村落
之旅”等5条文化旅游宝藏线路，从不
同维度结合全新沉浸式旅游体验方
式，带领游客寻味深圳的文化底蕴，深
度挖掘和探寻特区的特色宝藏与历史
文化内涵，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文化
旅游新体验。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之前发布的

50条微旅行线路包含了电影艺术之
旅、建筑主题、博物馆和书香慢生活等
多条艺术体验的内容。北京百家文化
旅游体验基地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
受浓浓的京味文化、传统文化、多元文
化等，彰显了北京的深厚文化底蕴，体
现了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

烟波澹荡茶山青，人间自在西湖
外。杭州市西湖区近日以茶文化和之
江游为核心，推出了5条独具新意主
题旅行线路，设有丰富的文化艺术体
验。“游侠研学·南宋小百工”是一场寓
教于乐的游学体验，游客可走进南宋
人文美学空间，进入专业南宋舞台剧
后台，身临其境地触摸南宋文化的精
致静雅，体验南宋妆造及礼仪、服饰工
艺及制作、南宋建筑等。西湖遗韵·九
曲红梅制茶体验是西湖非遗深度体验
一日游，游客可随匠人一起从芽叶开
始制一杯香茗，感受茶染手作的绚丽。
行拍·茶田与艺术公社线路有复古汉
风、龙坞茶田、象山艺术公社等3款场
景3种风格，是融美景和艺术于一体
的旅拍一日游。

（《人民日报·海外版》赵珊）

“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
熟麦风凉。”现在正是桑葚成熟
的时候，妻从街上带回来一篮桑
葚。吃着清甜多汁的桑果，妻说：

“这么好的桑葚，适合做桑葚糕
呢！”是呵，很好，我若有所思。

我吃过的最好的桑葚糕，是
外婆做的。我开始怀念外婆，还
有她做的桑葚糕了。

儿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
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的后
门，有两棵老树，一棵是桑树，另
一棵是梨树。每逢农历四五月的
时候，那棵高大粗壮、浓荫蔽日
的桑树上，就挂满了紫红色的诱
人的桑葚。桑葚要现摘现吃，否
则容易坏掉。有时候摘多了吃不
完，除却晒桑葚干、泡桑葚酒，外

婆也会给我们这帮娃儿做桑葚糕吃，在那个零食稀
缺的年月，这可是难得的美食。

做桑葚糕，自然要先预备好几样食材，桑葚自
不必说，还需要玉米淀粉、清水、奶粉、白糖。奶粉如
能用鲜牛奶替代，那自然是好的，不过那时条件有
限，一般人家很少见到牛奶，就是奶粉，也极珍贵。

外婆做桑葚糕的时候，我喜欢站在旁边看着，
顺便打打下手，所以做糕的流程，记得很熟：将桑葚
的茎蒂去掉，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用淡盐水将桑
果洗净，捞出，晾干，再捣成汁。那时没有搅拌机、破
壁机之类的自动化工具，外婆就用自制的小木臼、
木锤，将桑葚细细地捣碎，碾出汁来，这固然需要费
一点功夫，但如今想来，加工的过程却也颇有趣味。

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的一步，熬制桑葚糊：将捣
好的桑葚连渣带汁倒入准备好的铁锅中，加入等量
的玉米淀粉，还有三四倍量的清水，及少量的奶粉、
白糖，搅拌均匀。接着生小火加热，在熬制的过程
中，为防止糊锅，一定要用铲子或勺不停地搅拌，直
到面糊变得十分黏稠，再熄火。

这时要准备好一个盛桑葚糊的容器——外婆
较常用的是一种方形的木制托盘，外形和如今快餐
店里放菜品的那种不锈钢盘挺像的。在托盘底部薄
薄地抹上一层食用油，再倒入刚熬好的桑葚糊，待
其自然冷却，凝结成块，桑葚糕就算是基本上定
型了。

最后，将托盘小心地倒扣在桌上，使整块的糕
饼脱离模具。再用缝衣服的细线，把两头绷紧了，横
切竖切，将糕饼分成印章大小的若干个小方块。至
此，形似巧克力派蛋糕，甘甜软糯，带点草本香味儿
的桑葚软糕就做好了。

当然，要是能在软糕上面撒一层白白的椰蓉的
话，口感、卖相更好，不过那会儿的乡下找不到这般
的好东西，但外婆也有办法：在软糕外头裹上一层
刚炒熟的糯米粉和芝麻，味道也是棒棒的！

此时，我们这群“小猢狲”们早就等不及了，各
自抢过几个桑葚糕，狼吞虎咽起来——嘴里嚼一
个，手里捏一个，眼睛还盯着桌上的，生怕吃慢了，
吃少了。外婆怜爱地看着我们，笑道：“休急，休急，
慢慢吃！”

待吃饱了，外婆照例会分配我们几个表兄妹一
项任务——送包好的鲜桑葚和桑葚糕给附近的亲
戚和邻居，让他们也尝尝这份收获的喜悦。外婆不
会说什么大道理，但是她乐于分享食物的习惯，潜
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并根植于我的心里，让我在很
小的时候就真切地感受到了分享的乐趣。

黄鹂声起，外婆屋后的那棵老桑树上的桑葚又
红了。这时，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故去多年的外婆
来，想起她做桑葚糕的画面，耳畔仿佛能听到她在
呼唤：“娃儿啊，饿了么？”

6月2日，“首届中国刺绣艺
术大师”陈伯余携绣工历时数月
创作的《丝绸之路》等十多件发
绣作品已全部完成，将赴镇江参
加江苏省文旅厅举办的2022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主
会场活动暨“水韵江苏·非遗购
物节”线下活动。年过六旬的陈
伯余从事发绣这一行已有40多
年，在江苏省东台市，提起发绣
界的陈伯余，可谓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

1958年，陈伯余出生于东台
镇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就喜欢
绘画的他，19岁时进了当时的东
台工艺品厂，师从东台著名的人
物画家张长江，两年后又拜国内
著名画师顾青蛟为师，在东台工
艺美术厂设计室学习设计三年，
后因发绣车间缺少设计人员，他
被安排到发绣车间，在这个岗位
上，一干就是八年。

理论的钻研和实践的磨练让
陈伯余成为发绣工艺的一把好
手。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
政策的鼓励下，陈伯余动了下海
一试的念头。几年后，他主动从厂

里请辞，在寺前街租了一间不大
的门面，开办了东台第一家私营
发绣店。

与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个体户
不同的是，陈伯余一直没有依靠
低价竞争，而是以产品质量赢得
市场。他认为，发绣本身就是一门
艺术，压低价格势必会导致粗制
滥造。在越来越多的工艺品厂职
工开始走上个体经营路，当地相
继出现数十家发绣门面的环境
里，按常理生意应该越来越难做，
但陈伯余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市
场比以前更大了。

陈伯余勤学苦练，绘画、设
计、刺绣样样精通，随着事业的发
展，他先后创办了东台市嘉丽发
绣厂和东台市嘉丽发绣艺术馆。
他认为，作为新一代发绣艺人，既
要把发绣艺术传承好，把每一幅
作品都力求做成精品，更要大胆
探索，勇于创新，赋予发绣作品更
丰富的内涵。

这些年来，陈伯余先后创作
了《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
《雄风》等100多幅发绣作品，其
中，《访友图》《千手观音》《货郎

图》《悠然自乐》等 20多幅双面
发绣更是在众多的发绣作品中
脱颖而出，荣获大奖。2009年12
月在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
节目中，发绣长卷《康熙御制耕
织图》代表东台地方特色上台展
示。2014年11月，发绣长卷郎世
宁《百骏图》走进中央电视台寻
宝栏目，获得专家一致赞誉。《东
台条子泥欢迎你》等 11 件作品
被盐城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陈伯余多次携发绣作品出
席国家及省市文化交流活动，
现场献艺，扩大发绣艺术的影
响。曾应邀赴马来西亚、法国、
比利时等 20 多个国家进行文
化艺术交流，为发绣艺术走向
世界，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作出了积极贡献。随江苏工艺
美术考察团赴欧洲六国考察期
间，陈伯余制作的发绣长卷《姑
苏繁华图》《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在欧洲博得众多学者、艺术
家的高度赞赏。

此外，陈伯余还重视培养发
绣人才。先后有400多人慕名前
来学习发绣技艺，陈伯余都毫无

保留地热心辅导，耐心传授，一批
学有所成的绣工“自立门户”，壮
大了发绣队伍，在他的发绣厂里，
一批绣工弟子也在他的精心指导
下，挑起了发绣的大梁。

在发绣艺术的天地里，陈伯
余辛勤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
他被吸收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刺绣艺术
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研
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正高级
乡村振兴技艺师、江苏省劳动模
范、首届“江苏制造工匠”、江苏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等称号。

谈及今后的打算，陈伯余表
示，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专长，多
出精品，致力培养发绣新人，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国发绣
艺术再添新的光彩。

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
纪念活动启幕

6月 5日 14时，话剧《阮玲玉》剧
本朗读线上直播活动开启，拉开了北
京人艺纪念建院70周年一系列线上
线下活动的序幕。担任此次剧本朗读
导演的韩清激动地表示：“剧院选择我
们这次剧本朗读作为人艺建院70周
年纪念活动的第一场，我们感到很荣
幸。这是我们这些青年演员送给剧院
的一份生日礼物。”

1994年，受电影《阮玲玉》启发，
编剧刘锦云写出了话剧《阮玲玉》的剧
本，林兆华、任鸣担任导演，徐帆主演
阮玲玉，将这位传奇女星的一生带到
了舞台上，成功塑造出了自比“铁性梅
花”的一代名伶形象。2013年，该剧再
度上演，通过对阮玲玉25岁短暂一生
多个侧面的演绎，为个体的陨落赋予
了跨越时代的意义，成为北京人艺舞
台上的一部经典。建院70周年之际，
北京人艺原本计划将徐帆主演的《阮
玲玉》再次搬上首都剧场舞台，但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无法进行现
场演出，所以特意安排了这场《阮玲
玉》剧本朗读直播活动。曾在《阮玲玉》
中饰演小玉的韩清担任导演，陆璐、张
鑫名、李劲峰、郭为、伍宇辰柠、郭奕君
等青年演员共同出演，观众可通过北
京人艺官方微博、视频号、抖音、快手
等平台免费观看。

韩清透露，此次剧本朗读使用的
是《阮玲玉》1994年的演出本，并特意
加了一些调度，一方面意在展示出剧
本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希望直播的
画面更丰富一些，为观众提供更好的
线上观看体验。随着北京人艺建院70
周年纪念活动正式启动，《鸟人》《海
鸥》的剧本朗读，《雷雨》《蔡文姬》《白
鹿原》《哗变》《窝头会馆》等人艺经典
剧目放映及导赏，建院纪念演出直
播，纪念版《茶馆》高清直播等一系列
活动，都将通过北京人艺各新媒体平
台呈现给众多热爱人艺、热爱话剧的
观众。 （《北京日报》 王润）

福建京剧院开启
“‘京’彩一夏”
京剧传统经典演出季

端午假期，作为福建京剧院“‘京’
彩一夏”京剧传统经典演出季的首场
演出，由国家二级演员郑钰领衔主演
的《穆桂英大战洪州》在福州凤凰剧院
上演。舞台上的穆桂英头戴雉尾，背扎
长靠，跨马持枪，驰骋疆场，唱作打并
重，英姿飒爽。

杨家将的故事是京剧舞台上的经
典题材，观众们耳熟能详的《四郎探
母》《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等，都是
以历史上北宋杨家三代（杨业、杨延昭
和杨文广）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真实
事迹为原型蓝本。

《穆桂英大战洪州》是杨家将故事
中不多的喜剧，穆桂英挂帅，杨宗保却
是下级的先行官，他摆起丈夫的架子，
对穆桂英却满心不服，即使意识到犯
了错，也依旧嘴硬。穆桂英处罚杨宗保
虽于心不忍，但执军纪又法不容情。后
穆桂英私下赔情，晓以大义，一颦一笑
间，传递出对丈夫浓浓的情意。杨宗保
最终理解了妻子的一片苦心，诚恳地
服软认输，耍宝卖萌，赔礼道歉。最后
在战场上，夫妻二人率杨家将士一举
歼灭辽军，奏凯回朝。

在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
下，2022年6至8月，福建京剧院开展

“‘京’彩一夏”京剧传统经典演出季，
倾心创作演出更多更精彩的舞台艺术
作品，《穆桂英大战洪州》《伐子都》《林
祥谦》等精彩大戏轮番上演。创新策划
推出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的文旅融
合演出活动，带《真假美猴王》等京剧
传统经典、《沙家浜》等京剧红色经典
走进景区。

福建京剧院负责人孙劲梅表示，
近年来，京剧演出的受众群体进一步
趋向年轻化，许多观众也选择带孩子
来剧场观看京剧。在福建省文化和旅
游厅的指导下，福建京剧院开展“‘京’
彩一夏”京剧传统经典演出季，希望能
给观众们尤其是孩子们营造出认识
美、感知美的文化环境，起到正向教育
和引导作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中国新闻网 刘可耕）

书香伴成长 赵杰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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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虽然缩小，但一样能寻

找到诗意，游客比以往更加

注重体验旅游的文化艺术内

涵。逛博物馆、观看展览、品

味非遗等艺术沉浸体验，

为生活提供了丰盈的

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