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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日前，在山西省太原市钟楼步行街，
一些外地游客在打卡拍照，“五一”余温
还未褪去。“我和朋友5号来到太原看演
唱会，并选择‘五一’假期后在太原错峰
出游。”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王一璐说。得
益于太原“在演唱会举办前3天至后3天
期间，演唱会门票持有者可免费游部分
核心景区、坐公共交通”的举措，不少观
众延长了在太原的旅游时间。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跟着
演唱会去旅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出
游新风尚。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里，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成为文旅的“黏
合剂”，显著拉动旅游消费，助力城市
文化“出圈”。

演出市场的火爆和跨城观演的大

趋势，其背后折射出的驱动力是“体验
经济”。能否抓住观众游客的情绪需
求，提供有温度的优质文旅服务是关
键。现场安全、免费接驳、停车、安保、
住宿、物价、交通管控等各环节，都是对
一场城市服务优化的考验。还有点亮
城市地标、送上地方特产伴手礼、出版
歌迷特刊……这些具象化的“宠粉”点
滴，将观众游客的情绪价值拉满，“体验
经济”自有着落。

业内人士表示，5月到 10月是全年
演出最佳举办期，一些地方政府管理部
门陆续出台支持演艺项目落地的政
策。近日，太原市发改委、市文旅局、市
财政局等11个部门发布了《支持演唱会
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出台按

演唱会售票规模和售票收入给予主办
单位单场 15 万元至 80 万元奖补等措
施，支持做大演唱会经济，加快建设“华
北地区重要演艺中心”。

城市为演唱会提供便利服务，歌
手为城市宣传特色文化，是一场“双向
奔赴”。不少歌手巡演时会把城市文
化、地方特色唱进歌里，一方面是给该
城市人民的专属定制，另一方面也是
对城市名片的有效推介。太原市文化
和旅游局交流合作科科长贺锐说，有
歌手在演唱会上把太原方言、刀削面、
老陈醋加入演唱环节，是一次很好的
城市名片展现。

“演出+旅游”所焕发的活力，也点
燃了旅游目的地人民的热情。今年太

原“五一”假期酒店订单同比增长105%，
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达到90%。“这么多外
地人因为演唱会来太原，咱们得铆足劲
服务。”一位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不少
司机会在群里分享向外地游客推荐了
哪些景点和特色美食。

记者还在山西省红灯笼体育场外
看到，演唱会期间，不少年轻人拿着自
己制作的“周边”在街边摆摊，或靠自己
的手艺招揽生意。明星手幅等应援物、
妆容编发、DIY贴画……太原美术专业
大四学生陆纯假期和舍友一起摆摊五
天，为观众设计脸贴，每位收费 8.8元。

“一天能赚二三百元，这对我们来说是
一次新奇的体验，和观众交流的过程本
身也很开心。”陆纯说。

从“引客”到“留客”，“演出+旅游”
需久久为功。一方面要促进文化消费
与旅游消费融合，做好城市服务和业态
升级，发展“体验经济”；另一方面，也要
通过举办演出加强对在地文化和景区
的传播，塑造地方文旅新品牌。演出市
场的持续火热，将会为城市文旅带来更
多新可能。 新华社太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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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铎声声，一声一声奏响和鸣之韵；
斗拱朵朵，一朵一朵架起千年时光。

“五一”假期，千年古都山西大同迎
来一拨又一拨游客。漫步大同，春风拂
面，掩映在花海中的古建，穿越千年光
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之美。

1933年，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成员
来到大同，以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为
基础，对这座古城进行全方位的测绘与
研究，借助翔实的调研笔记与生动的测
绘手稿，将诸多藏于时光深处无人知的
古建瑰宝记于纸上，《大同古建筑调查
报告》由此问世。

如今，越来越多的古建爱好者探访大
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图文并茂地展示我
国古建魅力，织就数字时代的大同图景。

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大同，历
史上是两汉名郡、北魏都城、辽金陪都、
明清重镇，也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殿面阔九间，巍然压台上。”漫步大
同华严寺大雄宝殿，梁思成当年的惊叹
犹在耳边。时光流转，古建之美在岁月
的沉淀中更显璀璨。

“华严寺大雄宝殿是典型的庑殿
顶，也就是单檐五脊顶，当时的建造方
式盛行减柱、移柱法，通过减少柱子，拓
宽殿内面积，通过移动柱子，将内槽柱
子略往外推进，既减少殿内柱子密度、
拓展殿内面积，又能合理承重、节省材
料。”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研究员
白志宇介绍说。

“殿内又有庋藏经典之壁藏，与天
宫楼阁，系海内孤品，为治营造法式小
木作最重要之证物”，91年前，梁思成在

《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这样评价华
严寺下寺内的小木作藏经柜。

白志宇指着这座小型木作建筑物向
记者介绍道，“这是辽代壁藏，总共有38
间，后壁正中5间的位置是天宫楼阁。”跨
越千年，小木作藏经柜依旧完好如初。

“余辈遽窥全豹，不期同声惊讶，叹
为巨构。”这句被梁思成写于《大同古建
筑调查报告》中的惊叹之词，跨越时间长
河，再度击中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

自大同市区驱车70公里，便来到了
恒山悬空寺。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期，
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据统计，悬空寺2023年农历正月初
一至初六接待游客19183人，2024年同期
则达到57521人，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感
受这座古建的雄奇险峻。“为了能够更好
地保护这处古建筑，我们实行预约限流
制，避免因载客量过大而造成对古建筑的
破坏”，悬空寺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

行走在恒山悬空寺陡峭台阶上，总
有游客感叹：千百年前，古人究竟如何

“凭空”造出一座悬于峭壁处的木质古
建，是何等的智慧才能让这座古建筑历
经千年而不衰、不倒、不塌、不朽？

近 5公里外的浑源县内，圆觉寺塔
耸立云中，顶部翔凤挺立，两足微向后
弓，栖立圆盘之上，凤首指明风向，千年
不停，千年不止。翔凤“飞越”千年，日
复一日，飞向风起的地方。

两位青年游客将头朝向翔凤凤首
指引的方向，做出起飞的样子，与圆觉
寺塔合影留念。

漫步大同，领略木构建筑的雄浑开
阔；登高恒山悬空寺，丈量如临深渊的
险峻壮观；仰望圆觉寺塔，思索翔凤指
引风向的精巧灵敏。

一位对中国古建筑情有独钟的游
客说，古建给我们提供了驻足历史的空
间，又给我们带来艺术的享受。

古建之旅就像穿越华美的“时光隧
道”，在千年时光流转中，感受中国建筑
之美、之巧，感悟历经千年的中国智慧、
中华根脉。

踏跺级级，一级一级镌刻漫长岁月；
游人簇簇，一簇一簇传承绵延文化。

新华社太原电

漫步山西大同：古建探秘之旅
新华社记者 李子怡

由国家档案局提名申报的“成都
老茶馆相关档案”5月8日成功入选《世
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该组档案收录了 1903 年到 1949
年期间，有关成都老茶馆日常经营、管
理的珍贵原件，有手稿、图表、照片、印
刷品等共计 6345件，不仅全方位记录
了近代成都老茶馆的活色生香，更反
映出茶馆与城市的共生共融，以及茶
馆文化滋养的人文精神。

小茶馆 大时代

“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中，既有茶
馆经营的日常，如申请登记证和营业执
照、租约合同；也有政府、行业协会的管
理，如茶馆数量统计、售茶定价等。

成都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批档案见证了近代茶文化的发展和城
市的变迁，全方位反映了老茶馆在休
闲娱乐、信息交换、商品贸易、文化交
流等方面发挥的多元功能，是研究城
市发展的珍贵史料。

《成都通览》记载，1909年，成都街
巷有 516 条，茶馆就有 454 家。档案
中，1929年“四川省会警察局”的统计
表显示，当时成都的茶馆已达641家。

成都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20世纪初期至上半叶，成都平原由农
耕经济向商品经济逐步转型，档案反
映出茶馆作为小商品经济的代表，在
城市经济转型浪潮中稳步发展。

档案还显示，茶客人群来源广泛，
既有民间艺人、小商小贩，也有外国领
事官员，折射出茶馆的包容性。档案
中还不乏保护女性在茶馆中的工作权
益、保护女子经济独立等内容。

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
教授王笛曾对这批档案进行过深入
研究，并据此完成著作《茶馆：成都的
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他认为，通过茶馆，不仅可以看到城
市的发展，还能从背后的细节中重构
大众的日常生活。走进普通人的生
活，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
是普通读者认识自我、关注历史研究
的重要途径，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
载体。

文化交流的平台
家国记忆的承载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 50
米长、20 米宽，我估计客人有 400 多
……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
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这段
1949年的录音，是瑞典年轻人马悦然在
成都春熙路一家茶馆里，对着一台钢丝
录音机讲述的见闻。他的声音之外，茶
馆里人声鼎沸，茶馆外车水马龙。

寄居成都的日子里，茶馆是马悦
然捕捉方言韵律、观察市井生活的一
扇窗。多年以后，他成为深谙中国文
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并成为诺贝尔
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耄耋之
年，他仍对成都老茶馆念念不忘。

档案显示，茶馆里的文化交流非
常兴旺，不仅为川剧、清音、皮影等传
统地方剧提供了舞台，电影放映等“新
式文化”也在此萌芽、发展。

20世纪 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
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

“时装戏”搬上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
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
小屋》。在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
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
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
尾流传开来。

老茶馆还承载了商贸洽谈、重要
活动举办、信息交流、社会纠纷调解等
功能。档案记载，20世纪 40年代，“工
商业同业公会”曾在中兴茶园举行商
业洽谈会。1918 年，英国、法国领事
馆、商务访华团曾在成都茶馆里举行
茶会，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

其实，档案之外，还有很多在当时
难被书写的茶馆故事。

成都双流区擦耳岩正街，一幢斑
驳的老屋曾是一家茶馆。主人徐茂森
明里和侄儿一起做生意，暗里为地下
党员提供住宿，协助转运武器。这间
茶馆里，徐茂森叔侄二人协助地下党
员发动当地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
主义同志会”和“农民翻身会”，还创办
了地下刊物《火炬报》。1949年中秋前
夕，联络站因叛徒出卖暴露。1949年
12月 7日深夜，叔侄二人与 30多位革
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桥畔英勇就
义。20天后，成都解放。

茶馆文化 源远流长

成都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茶馆，每
天凌晨4点多，老板李强就开始生火烧
水，准备迎接风雨无阻的老哥们。老
茶客中年纪最大的已经 90多岁，在这
儿喝了一辈子茶。老人们喝茶只需
1 元，价格多年不变。慕名而来“打卡”
的游客喝茶则是 10元，人们也觉得心
甘情愿。

今天的成都，常住人口已突破
2100万。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茶馆
也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锦江畔
的望江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
院的树荫里……2万多家茶馆与城市
脉搏共振，融入城市肌理。

“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成都
高新区铁像寺水街的陈锦茶铺立于戏
台边的两句话，传递着“天府之国”遇
事不惊、从容不迫的人文精神。

在成都茶馆兴盛的100多年里，这
种精神已自然地融入城市的骨血。无
论周遭环境如何紧张忙碌，只要走进
茶馆，端起茶碗，便如同坐上了一叶无
形的扁舟，茶香氤氲中，便能从容地看
山河大地，听鸟鸣猿啼，安稳、笃定地
前行。 新华社成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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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朔州市应县平康药店二部不慎将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社会信用代
码：91140622091001729B，许可证编号：晋DB3490518，现声明作废。

刘叶青(身份证:140602199510019041)不慎将 赵晨皓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编号:U140259382，现声明作废。

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喝茶休闲。
记者5月9日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在日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

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由我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成都老茶馆
相关档案”“徽州千年宗姓档案”“德格印经院院藏雕版”三项档案文献，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这是5月9日拍摄的固阳秦长城康图沟段局部。固阳秦长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固阳县中部的色尔腾山北坡上缘。此段长城墙体的构筑方式以石筑为主，加之近年来当地
文保部门对其修缮维护，该段秦长城保存较为完好。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巍峨秦长城

中国作协发布2023年度
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 余俊杰）
中国作家协会近日在上海发布中国
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3 年度），30 部
网络文学作品和 10位新人作家上榜。

本次发布的影响力榜包括网络小说
榜、IP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榜。

网络小说榜上榜的10部作品中，《沪
上烟火》等反映新时代社会和行业变革；

《第九农学基地》等以中国风格和天马行
空的想象，融合多种类型元素，创新网络
文学叙事文类。

IP影响榜上榜的10部作品中，有改
编成影视剧的《吉祥纹莲花楼》，有改编
成动漫的《视死如归魏君子》，还有改编
成微短剧的《招惹》等。

《宿命之环》《长风渡》等10部海外传
播榜上榜作品，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
内涵和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吸引并打
动了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

此外，“Z 世代”成为网络文学创
作主力，年轻化叙事手法与当下流行
元素深度融合，掀起新一轮内容创新
浪潮。

影响力榜发布仪式上还举行了上榜
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版本馆仪式。
2019年至 2023年荣登中国网络文学影
响力榜的123部作品，以数字典藏的形式
入藏国家版本馆，标志着网络文学主流
化、精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5月9日，人们在淄博市博山区的西冶工坊参观琉璃产品。
琉璃烧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被誉为“中国

琉璃之乡”，琉璃生产历史悠久。近年来，当地琉璃从业者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
通过与高校合作、引进年轻人才等方式，在琉璃创作技法与产品样式等方面加强创
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受到市场欢迎。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31057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8.5%，增速比 2023年全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文化领域行业大类
实现全面增长。一季度，文化核心领域
实现营业收入209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0.3%。文化核心领域营业收入占全
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7.4%，占比高于上年同期 1.2 个百分
点。文化相关领域中的文化辅助生产和
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
生产3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
均实现增长，分别为7.3%、6.0%和2.7%。

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带动效

应。一季度，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
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1263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快于全部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4个百分点。文化
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5.5%。

文化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平稳增长。
一季度，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1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一
季度末，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资产总计
1973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
张鹏表示，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
进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文化产品供
给不断丰富，文化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文
化企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开局。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8.5%

广东发现蕨类植物
新种国达铁角蕨

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 胡林果）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韶关市丹霞山管委
会获悉，中山大学丹霞山国家公园生
物多样性科考项目组深入丹霞山无人
区考察，发现了 1 个丹霞山特有的植
物新种——国达铁角蕨，这一研究成
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
PhytoKeys上。

这是继霞客鳞毛蕨、东方卷柏、丹
霞铁角蕨后，在丹霞山发现的第 4种蕨
类植物新种，也是在丹霞山发现的第24
个特有植物和第43个新物种。

目前，国达铁角蕨仅在丹霞山发现
有一个小型种群，成年植株不超过 50
株，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
色名录标准，被建议列为极度濒危物
种。该种与滇东南特有种圆齿铁角蕨
最为近缘，显示了丹霞山植物区系的热
带亲缘。

广 东 丹 霞 山 位 于 南 亚 热 带 北
缘 ——北纬 25 度区域，气候独特，与
特殊峰柱、峰丛、沟谷、红层地貌等相
嵌，使得丹霞山范围内形成了独特的
孤岛效应和热岛效应，孕育着丰富的
特有生物。

文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