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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城、太行山，世界遗产五台山、“中华
第一关”雁门关、长城与黄河交汇的老牛湾，忻州
古城、黄酒之乡、杂粮之都……坐拥得天独厚文
旅资源的山西省忻州市，正在努力探索一条以文
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日前举办的 2024 山
西·忻州长城两边是故乡文化旅游季上，来自政
府、学界、企业等各界代表，围绕开放、融合、创新
的主题，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当前，宏观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
关键期，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动、国际风云如何变
化，老百姓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旅游要
素，预示着未来有巨大的文旅消费市场。”如是金融
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表示。正如忻州文旅季启动仪式
上，瞭望智库发布的《2024最具潜力文旅城市报告》
推介的威海、忻州、自贡、崇左、宜昌、红河州、秦皇
岛、延边州、梅州、江门、西宁、齐齐哈尔等12座城
市一样，当前全国各城市竞相发掘独具特色的文旅
潜力，在文旅融合方面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崇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霖分享了“风
情边关”崇左的发展经验。崇左市通过优化文旅

产业布局、深化旅游合作、细化公共服务保障、强
化媒体创新，全力打造壮美边关、魅力崇左品牌。

威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杰带来了“度
假天堂”威海的文旅思路。依托独特山海优势，威
海市把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动能摆在首位，塑造文
旅发展新优势。主要思路包括：站在游客角度考
虑问题，让游客充分感受城市温情；聚焦品牌创
新，持续升级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副州长尹朝晖带来
了“长白林海”延边的“出圈”经验。今年上半年，
延边接待国内外游客 16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280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延边经验是，突出整体谋划、项目驱动，构建
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聚焦业态创新和供给优
化，焕新升级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

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伟分
享了“云上梯田”红河推动高质量旅游的思路。一
是以特色街区为代表，打造国家级休闲街区，二
是以紫陶礼为代表，打造国家级文化旅游聚集
区，三是以碧色寨为代表，打造时光之旅，四是推

出高质量研学之旅，五是与高校深度合作。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孙若风介绍

了如何在融合发展中打造文旅品牌。首先，文旅发
展最重要的机遇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其次是文旅融合，既包括与消费品产业、装备制造
业、建筑业、信息业、特色农业等各行业的融合，也
包括与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非遗传承中心等
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的融合。三是城乡融合，借助文
旅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四是文化科技融合，用新的
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生产者、生产
资料和生产对象，实现文创和科创的交汇。

面对持续强劲的文旅热潮，业界专家学者进
行了深入和冷静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
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围绕“高质量”这个关键词，提
出了文旅发展的“四高”内涵，即高品质、高效率、
高效益、高韧性。他认为，文旅的高质量之路关键
在于守正创新，既守人文之正，把悠久的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好，又要创产业发展新路，通过拥抱
现代科技、强化传播体系、创新营销思路，以及链
接外部“大脑”、资本力量等，把文旅资源转化为

文化资产。围绕另一个关键词“出圈”，他提出，文
旅“出圈”就是要走出舒适圈，改变过去靠门票赚
钱、靠财政补贴的模式，让市场机制在旅游资源
配置中起主要作用。

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名誉院长张
辉教授认为，文旅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做到“出
圈”不“出轨”。应紧扣国家旅游发展精神和“双
碳”战略目标，守绿色旅游发展之正，守建设有文
化目的的旅游体系之正，守创造旅游学习方式、
成长方式、生活方式“三式”发展之正。出圈就是
创新，通过统筹“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使旅游
从有意思转向有意义，通过旅游与相关产业和要
素的深度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构建现代化旅游
空间体系、产品体系和产业体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区
域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唐承财认为，打败自
己的不一定是同行，很可能是跨界，与其被跨界的
人打败，不如主动融合，迎接跨界优质人才。要敢
于主动吸引高端创新人才、敢于创新跨界融合。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晓龙表示，“出圈”不是旅游人跳出旅游行业，
而是跳出旅游产业本身，向更广大产业空间寻找
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事业
和产业做大做强。他认为，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
需要时间慢慢积累，需要默默无闻、久久为功地
打造一个旅游目的地，不是仅靠营销宣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市
东城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姜波认为，真正做
到守正创新，需要让游客知道到目的地了解什
么、熟悉什么、掌握什么、体验什么、感受什么，最
后回到家里跟亲戚朋友分享什么。

此外，来自企业界的代表畅谈了工业与旅游
结合，开发沉浸式旅游项目；关注美食、技艺等地
方文旅资源，开发特色伴手礼，通过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提升文旅质量等建议。与会者的真知灼
见，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思路，让文旅融合
行稳致远。

今年 5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
们回信，勉励他们带动更多人了解长
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
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在日前举办的
2024山西·忻州“长城两边是故乡”文
旅季活动中，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国家
发展改革委，北京、内蒙古两地社科
院、山西省长城学会以及忻州市长城
保护一线的代表，展开了一场以“乡村
振兴，问计长城”为主题的智库圆桌
会。大家就进一步发掘长城文化遗产
的时代价值，促进长城保护与乡村振
兴统筹发展，分享了诸多思考与做法。

山西长城精华在忻州。作为长城
资源大市，忻州市14个县（市、区）中的13个有长
城遗存，长城年代从战国跨越至明清，绵延 1000
多公里，形制丰富，风格多样。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中，忻州的四段
长城榜上有名。万里长城内长城的外三关雁门
关、宁武关、偏头关，都在忻州市内。代县的雁门
关素有中华第一关的美誉，这里曾留下昭君出塞、
杨家将镇守的传奇故事。如今经过修复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雁门关，不仅向世人展示着历史
的兴衰变迁，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带动了当
地的经济发展。宁武县的宁武关，处在“北屏大同，
南扼太原，西应偏关，东援雁门”的要地，如今古关
活化利用，实现了从军事要塞向旅游胜地的转变。
偏关县的偏头关，位于黄河入晋南流的转弯处，曾
经的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蜕变为历史沧桑与民俗
休闲并存的古韵老城，吸引着八方来客。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工业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子文，从忻州长城
的珍贵性、连续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出发说到，忻
州长城的文化遗存不是其他城市拿得走、用得
了、羡慕得来的资源。他认为，忻州应抓住机遇，
努力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上下功夫，把长城
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资产。比如注重
自然风光与长城联动，军事故事与长城联动、武
侠小说与长城联动、历史典故与长城联动等。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林生，提出了三条长城文化开
发路径，希望助力忻州从长城资源大市转向长城
文化强市。一是注重将长城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文
化空间；二是注重利用现代化创新和创意，打造
文化 IP，将长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产；三是
注重长城文化与体育、旅游、科技融合发展，丰富
旅游产品供给。他认为，旅游行业“吃住行游购
娱”中，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带动区域“出圈”，要打
开思路，通过提供有人情味、有情绪价值的文旅
产品和服务，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欣赏长城之美，
体悟长城之魂。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
长、北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翟禹，结合
山西、内蒙古交界地带文旅产业发展，提出了统
筹乡村振兴和长城保护的“四新”方案。一是古堡
新颜，打造古堡文化品牌，用新讲法讲好传统故
事、历史故事；二是古村新兴，开掘古村文旅价
值，赋能乡村振兴；三是古道新途，挖掘古道区位
优势和交通价值，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四是古风
新篇，推动民间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文明浪潮

中续写新篇章。
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山西省长城学会副会长

王杰瑜，从长城区域与乡村振兴关系出发，提出
三点思考。一是长城区域乡村是长城体系的重要
组成，二者应有机结合；二是长城景区乡村大多
乘长城相关政策东风实现了乡村振兴，应继续用
好政策，助力乡村振兴。三是强有力的乡村振兴
战略将为长城保护注入强劲动能和活力。

偏关县老牛湾村原党支部书记，山西省十佳
最美长城卫士吕成贵，分享了长城保护与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老牛湾。偏关县老牛
湾村是长城脚下的小村落，长城和黄河并行，景
色壮观，通过“项目强村，旅游富民”，发展长城旅
游，老牛湾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旅游，实现了乡村
振兴。目前，老牛湾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院、四
五孔窑洞，人人有事干、有钱赚。

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忻州市长城学会副秘书
长、忻州市长城保护研究十大杰出人物杜鹃，结
合忻州著名关隘宁武关的区位特点，提出了当地
统筹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的侧重点。她认为，重
头戏应放在大水口村，因宁武关就建在大水口
村。她说，该村现在有山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经过，地理位置离宁武县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
区很近，区位优势突出；同时，该村传统村落历史
遗迹丰富，有原汁原味、保存完好的大水口谷，是
难得的文旅资源；此外，该村还有目前国内保存
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土筑长城，发展文旅潜力
巨大。

岢岚县政协副主席、岢岚县文旅中心主任、
忻州市长城保护研究十大杰出人物杨雨帆，分享
了岢岚县统筹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
——岢岚县宋长城景区开发项目。他说，借助长
城旅游公路建设，岢岚县将王家岔的宋代长城和
原始村落，以及华北最大的亚高山草甸荷叶坪统
筹开发，形成了宋长城3A级景区，提升了岢岚旅
游整体品位。还将宋家沟景区和宋家沟口子村北
齐长城和军事文化遗址统筹规划，成功建成了宋
家沟景区并跻身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带动了一
方经济发展。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
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
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责任，也是历史
使命。统筹乡村振兴与长城保护，将更好促进长
城守护，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将这份
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西周初年，召公和周公以陕为
界，分陕而治。召公过函谷关到陕
州巡察民情。他为了不扰民，就在
一棵甘棠树下现场办公。渴了，饿
了，他就摘几个棠梨吃。人民为了
纪念召公亲民爱民的美德，写下了

《诗经·甘棠》。由此，历代文人骚
客，途经崤函古道，做官、寓居、探
友、赏景都留下了很多诗作。其作
者包括王侯将相、封疆大吏、文人
雅士、逆旅游客，等等。他们在这里
感慨往事，赞美景色，怀念亲人，送
别朋友，惊叹险途……以表达情
感、诉说故事。其诗作无不发自肺
腑，真切动人，意真情切，感人至
深。这些诗，时间上跨越3000多年，
空间上布满了西至陕西潼关、东达
古都洛阳的城乡沿途，使崤函古道
形成了一条通古达今、贯穿东西的
诗文化走廊。

崤函古道诗文化走廊形成的
地理和人文基础

“崤函”一词，是崤山和函谷的
合称，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一》：

“秦东有崤函之固”。“崤”，指崤山。
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延
伸部分是崤山主峰。它西与秦岭华
山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北滨
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障
碍，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函”，指
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
（匣子）”而得名，其设置在战国初
期的秦国时期。崤函古道指崤山和
函谷所在的区域，东至河南洛阳，
西至陕西潼关，全长约500华里。崤
函古道分为东西两段：自潼关至陕
州以西为函古道，自陕州至洛阳为
崤山道。崤山道又分为北崤道和南
崤道：此道在陕州城东的交口向
东，又分为南北两条崤道：北崤道
过交口、硖石、观音堂、沿涧河河谷
经渑池、新安东行，出汉函谷关至
洛阳。南崤道过交口后向南，过雁
翎关，沿永昌河东南行，再沿洛河
经宜阳，东行至洛阳。

当然，仅有地理优势，并不能
成为人文通道。崤函古道的形成和
发展，还与我国自古以来东西方政
治、经济和都城格局的演变也有着
重要的渊源关系。

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中国
处于由部落到古王国的过渡期，文
明集中在以河、济、淮流域为中心
的中原地区。这个时期，中国在地
理上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
别，夏与周属于西，夷与商属于东，这就是历
史学家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起源于
西部的周朝，通过东征消灭了商朝之后，为了
防止东部部落的叛乱，于是在崤山以东，河水
和洛水之间，营造了成周洛阳城。洛阳便成为
了西部宗周镐京的陪都，这是我国古代最早
的“两京制”。从此往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
朝，往往都不止一个都城，长期存在着两京
制 。从西周经汉、到隋、唐，王朝都基本上是
长安、洛阳的“二人转”，而且往往是长安为
主，以西控东。虽然东晋开始出现南北分裂的
插曲，但是尚未改变东西划分的主旋律。处于
两京之间的崤函古道，自然就担当起了交通
要道的角色。

崤函古道诗文化走廊的特色

一是时代性。从《诗经·甘棠》开始，历经
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至近、当代，崤函古
道上都有诗作留下，特别是唐宋时期，无论数
量还是质量，都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仅唐
代在崤函古道上创作的诗歌就有 1300多首，
作者有 400多人。从唐代的太宗李世民、玄宗
李隆基、李白、杜甫、韩愈、贾岛、李贺、白居
易等，到宋代的苏轼、魏野等都有佳作留下。
这种景象与我国文学史发展，特别是唐诗宋
词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高度契合。尤其当代
之时，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雄起，董必
武、郭沫若、郭小川、贺敬之等在三门峡都留

下了一部部不朽的诗篇，更是记载了新中国
治黄史上开篇的华章，歌颂了那个热火朝天
的年代。

二是真实性。崤函古道位于两京通道上，
是洛阳和西安往来的必经之地，所以在历史
上发生了很多事件。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直
接写崤函古道上的人和故事，莫过于杜甫的

“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唐乾
元年间（758-759年），杜甫在从长安到洛阳的
往返途中，目睹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灾
难，给国家带来的凋敝，睹景生情，写了这三
篇不朽名作。这三首诗，不仅深刻写出了民间
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灾难，揭示了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困苦，表达了
作者对倍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同情和忧
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它们所写的地方，都在
崤函古道上：古新安城，在今三门峡所属的
义马市；石壕，在今三门峡陕州区石壕镇；潼
关，即今陕西东部的潼关县。《三吏》，是杜甫
在崤函古道上留下的不朽之作。此外，王建
写于陕州的《水夫谣》，仿汉乐府的形式写出
了水上服役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对当时不合
理的劳役制度进行了抗争。杜荀鹤过硖石写
下的《伤硖石县病叟》“无子无孙一病叟，将
何筋力事农耕。管家不管蓬蒿地，须勒王租
出此中。”记录了一个无子无孙的生病老人
已经无力去耕种荒芜的田地，但官府不但不
管其痛苦，还要按照土地多少征收租税的苦
难。这一幕幕场景，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
实记录。

三是丰富性。由于崤函古道上的诗作者
身份的复杂，所处社会地位、环境的差异，所
以其作品也多种多样。有人记下了当时社会
的苦难，如上述王建、杜荀鹤的诗；有人记下
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如杜甫的《石壕
吏》；有人感伤，如号称“大历十才子”的卢纶
在虢州任职期间，爱女元樊不幸离世，他写下

的《哭女樊四十韵》和
《哭女樊》，读起来不禁
让人落泪；有人怀古，
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入
潼关》：“崤函称地险，
襟带壮两京，霜峰直临
道，冰河曲绕城。古木
参差影，寒猿断续声。
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
惊。高谈先马度，伪晓
预鸡鸣。弃繻怀远志，
封泥负壮情。别有真人
气，安知名不名。”此诗
名为《入潼关》，实则写
的是函谷大地的险要
地势与崤函大地上的
历史典故。当然，由于
崤函古道两旁地险景
美，过往之人，自然会
有感而发，赞美赏景。
如唐太宗的《春日登陕
州古城》、魏征的《砥柱
铭》、李商隐的《荆山》、
韩愈的《奉和虢州刘给
事使君三堂题二十一
咏》等都是对这里的自
然风光和黄河之雄浑
壮美景色的赞美。

四是艺术性。我们
不能苛求崤函古道上
流传下来的每一首诗
词都是艺术佳作，但是
这些作品，能够流传下
来就有一定的史料和
艺术价值，其中也不乏
艺术精品。杜甫的《石
壕吏》就是唐代诗坛上
不可多得的一篇。“吏
呼 一 何 怒 ！妇 啼 一 何
苦！”一“怒”一“苦”，既
表达了对吏的恨，又表
达了对村妇的同情。全
诗一百二十个字，用惊
人的简洁和洗练，就反
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

《和子由渑池怀古》是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代
表作之一。北宋嘉佑六
年（1061），苏轼赴陕西

任凤翔（今陕西宝鸡）府签书通判，过渑池时
收到弟弟苏辙写的《怀渑池寄子瞻兄》，提到
六年前他们父子三人赴汴京应试路过渑池时
的情形，苏轼以此诗回复。诗中表达出对人生
纾解旷达的感悟，而其中用“雪泥鸿爪”来比
喻人生轨迹，既形象生动，又寓意深远，至今
已经演化成一个成语流传下来。魏野，是北宋
陕州人，号称“草堂居士”，一生清贫，不沦污
流，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与隐士之一。他常居陕
州，写下了很多与陕州有关的诗句。其中的

《寻隐者不遇》四句诗中有一句“白云遍地无
人扫”，想象奇特，画龙点睛。不写清扫尘埃而
写扫白云，既写出其身处之高，又写出清扫对
象之不可理喻；既表现出诗人隐世独处的清
高，又写出诗人亦人亦仙的心境。至于到了当
代，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工程建设和诞
生，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

《三门峡》、郭沫若的《三门峡诗八章》等都成
为当代诗坛上的名作，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既有对三门天险的描写和对大坝工程的讴
歌，又是歌颂新中国治理黄河的华丽篇章。

崤函古道诗文化走廊的时代意义

崤函古道，史学界又称“黄河廊道”。崤函
古道上的诗词文化是崤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是
研究崤函文化、三门峡历史文化乃至黄河文
化重要的历史资料。在今天，它们也是坚持
守正创新，坚持文旅融合，实现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展新时代旅游业的
宝贵资源。时代呼唤三门峡结合文旅业发展
的实际，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激活它们的时
代价值，让它们为新时代文化旅游业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本文参阅刘书芳编著的《三门峡古代诗
词解读》，谨表谢意）

忻州文旅季：专家探讨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
本报记者 冯朝晖

乡村振兴 问计长城
本报记者 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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