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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

是铭记也是思考
□ 李继锋

肃穆而庄严的纪念活

动可以让国人的精神沉静

下来，让国民的灵魂得以净

化，以增进对国家、民族的

认同感。

有钱也有闲，更有一股探索未知世界
的热情，这是今天很多老年人的真实生活
状态。

与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相比，花甲人
群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与过去相
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他们更
有能力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爱远游的他们

老年人出游的热情有多高？无论从
身边亲友的言谈中，还是从网络上旅游达
人晒出的经历里，都能看出端倪。

培根说过：“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
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旅行是阅历
的一部分”。

“十一”黄金周以后到年底，是通常意
义上的旅游淡季。但记者从北京等地的
旅行社了解到，目前旅游市场淡季不淡，
以老年人为主的“银发团”成为旅游市场
最强劲的增长点。

今天，老年人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
不可忽视的客源。我国已经有 30%的老
人有出游经历，而在未来，更多的老年人
将走出家门。

中消协曾专门做了一项有关“银发人
群愿意花多少钱用于旅游”的调查，结果
显示，老年人愿意拿出全年收入的 15%去
旅游。中旅（北京）市场部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近两年，单位组织出游的集体团越
来越少，散客为主的旅行团越来越多。而
在散客团中，老年人独自或结伴出游者特
别多，很大程度上填充了旅游淡季市场的
空当。

爱旅游的他们，年龄大多在 55 岁至
75 岁之间，身体状况良好，也有较为宽裕
的出游费用，更有充裕的、可自由安排的
时间。

老年人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精明的
商家不会无动于衷。搜索“老人出游”的
关键词，记者发现：“台湾环岛中老年团”、

“老年医疗养生团”、“夕阳红老年旅游
团”、“快乐老人专线”等专门针对老年人
的旅游产品推介随处可见。

“老人需要特殊照顾的地方比较多，
线路也不好安排，有时候一个导游不够，
还要配备随队医生。所以很多人说银发
游市场不好做，利润薄、风险高。”某旅行
社导游杜光认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老
年人的购物热情其实一点不比年轻人
弱差。“他们购物更讲究经济实惠，不易受
旅游商品包装、外观、色彩等因素影响，喜
欢买实用的东西，如日常生活中吃的、用
的物品，或者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对一
些奢侈品倒没多少兴趣。”

导游袁小姐说：“我们去年组织的一
次老年农家乐短线游，一位大妈觉得饭馆

里的笨鸡蛋味道不错，便把那家饭馆的笨
鸡蛋全都买下了。不仅如此，每到一处，
当地的土特产都是老人们必买之物，花
生、核桃、蜂蜜等一样也不落下。”一些旅
行社为此专门开辟了“土特产采购团”的
特色旅游专线，让满载而归的老人在旅行
中享受购物的乐趣。旅行社在这方面做
足了文章，功夫做到家，自然实现了双赢。

花甲客玩什么

据统计，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年总收
入在 3000 亿元至 4000 亿元之间，这些收
入包括他们的养老金、再就业的收入以及
亲朋好友的馈赠。有专家预测，到 2050
年，老年人的潜在购买力将高达 5 万亿
元。有了钱的他们，出行时更在意跟随自
己的节奏。

“趁自己还走得动，到过去想去却没
机会去或没钱去玩的地方去好好看看”，
家住北京通州梨园社区的李明大爷告诉
记者，退休了，儿女们的工作都挺稳定的，
自己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想到外面
去看看，但是考虑到节假日人比较多，乱
哄哄的，还不如避开高峰，挑个清净的日
子出游，省钱又实惠。

“银发游和几年前有了很大不同，以
前只看重景点，现在对旅行中的‘食、住、
行、购、娱’等要素则有了更高的要求。只
要旅行社提供的服务到位，老人们还是肯
花钱的。”记者了解到，很多旅行社已经开
始对“老年定制产品”倾注了更多注意
力。已经有不少旅行社推出“个性化定制
订单”等引导服务，虽然价格不菲，但能给
老人们带来更放心的出游体验。

老年旅游者一般是经历过社会历练
的，所以单纯的、单调的观光旅游已经不
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文化旅游的需
求。随着老年旅游的主题不断丰富和深
化，应该更注重开发寻根游、探亲游、红色
游、文博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和产品。

去哪儿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随着老
年旅游市场的不断细分以及老年人退休
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休闲、养生为主
要目的的候鸟式旅游市场有着巨大的发
展空间。旅游企业要想开拓这一市场，细
化服务是关键。

老年人爱游玩，还应该得到更多家人
的支持。虽然现在最时髦的银发游是老
两口自己出门玩，但是对大多数老年人来
说，出门并不是说走就走那么潇洒。儿女
也应该在经济支持、精神鼓励的基础上，
和老人一起走一走。如今全家游、亲子游
的项目，完全可以改造成全家总动员式的
家庭聚会。

其实，适合老人的旅游项目和旅游方
式很多，比如邮轮游、火车旅行团等等。

老人安排出游应该有自己的节奏：线路安
排上，要“少走多看”，游览节拍上，要“缓
行安全”；价格定位上，要“实在价廉”；活
动组织上，则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使老年旅游真正成为一种休闲娱
乐、健身养性的有益活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开发
银发市场，首先要“摸准老年人的脉”，创
新性地对旅游资源、设施和服务进行重
组，多开发以医疗为主要目的的养生保健
游、适应老年人兴趣与爱好的文化旅游等
产品，并进一步提高旅游服务的专业化水
平，在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满足老
年人的特殊需求。

跟上他们的脚步

银发市场开发虽然有所起色，但单凭
旅游企业一方仍显势单力薄，目前市场存
在着旅游产品开发不够、服务程序有待规
范等问题。在 2014 全球旅游发展峨眉高
峰论坛上，四川省政府主要领导就表示，
应该重视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旅游新业态，
致力于发展“银发旅游”，规划建设无障碍
旅游设施，制定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推动
形成专业化的老年旅游服务体系。

“全社会对老年旅游观念的转变是当
务之急。”戴斌认为，传统的促销手段，如
门市、网络等不一定适合老年人，可结合
社区服务网络，联合老龄委、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妇联等机构和社会团体开展
服务，还应在老年旅游中加入保险体系、
救援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老年旅游产品
普遍缺乏个性化服务。究其原因，主要是
缺少统一的标准。2011 年，上海发布了
全国首个涉及老年旅游的标准《老年旅游
服务规范第一部分：旅行社》，但这仅是地
方标准，不适用于全国，并且其中的很多
条款缺乏细化。2014 年中国旅行社协
会、中国老年旅游联合体共同起草《老年
旅游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目前仍未出
台。有业内人士表示，有关部门应出台专
门针对老年游客的法规和格式合同，以便
约束旅行社，维护老年人的旅游权益。

爱 出 游 走 更 远
□ 郑 彬

珠算随着中国人经历了 1800 多年的
漫长岁月，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
机。珠算以其独特的传统结构和算法口
诀，为人们提供了快捷便利的计算方式，享
有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美誉。

抱着对珠算的兴趣，我特意前往南通
市濠河之畔的中国珠算博物馆。开馆满十
年的中国珠算博物馆，占地面积 30 亩，建
筑面积 6000 平方米，馆藏珠算文物史料
有 1万余件。

从外表看去，中国珠算博物馆的主体
建筑新颖独特、错落有致，突出了“菱珠算
盘”的关键词元素。当你拾阶而上步入展
厅时，那些精美的展品、古朴的色调、浓郁
的文化氛围，让你在时空的嬗变中，在历史
与未来的交融中，感受珠算的悠久历程与
深厚的底蕴，了解珠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惊叹算盘精品的美轮美奂，
了解中国特有的珠算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
大贡献。

展厅设置了三个展厅，分别是珠算史
厅、算盘精品厅和互动厅。其中珠算史厅
主要展示了中国珠算发展的历史，算盘精
品厅荟萃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算盘精
品，而互动厅则为观众提供了动手操作的
珠算多媒体系统。

珠算史厅，是中国珠算博物馆引人入
胜的序曲。这个厅的设计，确实是颇费了
些心血的。对于广大参观者来说，这些太
专业、太陈旧、太枯燥的珠算历史，如果弄
得单调就会让人生厌、生烦而不愿细瞧。
如何寓史于乐、深入浅出地展现珠算历史
长河，中国珠算博物馆有成功的经验。

在这里，以实物为主，以图片为辅，综
合引用了声、光、电、VCD、模型、电影、三
维动画、场景再造、幻影成像和磁性黑板等
多种手段，使展览可观性大为增强。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许多数据是算盘高手用算盘演算出来
的。在介绍这段特殊而鲜为人知的历史
时，展厅采用了播放《横空出世》电影的剪
辑片断，配以当年参加原子弹爆炸研制工
作者使用过的算盘实物，配以原子弹的爆
炸声和算盘珠的噼啪声，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

又比如，在展示“市井中的算盘”史实
时，以幻影成像的最新科技手段，有声有
色、栩栩如生地展示了珠算在民间贸易活
动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让人因好奇
而叫绝。博物馆利用场景再造手法，在展
厅中搭置了“大生财务办公室”的模拟场
景，有办公桌、账册、算盘、《商业应用珠算》
书籍、股票、笔墨纸砚、笔架、眼镜、财务档
案橱和墙上挂着的张謇照片等，让人们仿
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真实场景。

算盘精品厅是中国珠算博物馆的精华
所在。中国珠算博物馆里有明代象牙微雕
算 盘 、药 铺 柜 台 算 盘 以 及 长 7.81 米 、高
1.81 米、重达 3 吨的紫檀巨型算盘等很多
件宝贝，人们却一致公认，最具南通特色、
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是那两只“子玉算
盘”。这两只奇特的子玉算盘，据说都是清
代钱塘人周懋琦所制。周懋琦，号“子玉”，
曾在南通居住过很长时间，又曾在中国第
一座海军船厂出任过船政，并率部设计出
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

据说这两只算盘就是为解决造舰过程
中遇到的大量繁复、艰深的计算问题而特
地设计、制造的。子玉算盘至今仍然未能
破解的不解之谜还有：其中的一只算盘为
什么要设计成梁上四珠？算盘的挡数总数
为 25 挡有什么珠算学意义？为什么两只
算盘的边框和横梁上，都刻满了那么多的
文字⋯⋯至今依然无人破解。

原来，最会算的“算盘”，还有那么多的
“算不清”。

老有所乐 ③ 与为事业打拼的年轻人相比，“花甲客”有钱有闲，更

有一颗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走过人生万里路的他们，还

能走得更远

我家住南京，寓所距离江东门的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有 300

米左右。最近小区前的马路整修一新，因为

今年要为南京大屠杀 30 万死难者进行第

一次国家公祭活动。我时常步行去这家纪

念馆，每次去都带着愤恨、悲伤的情绪，回

来时免不了陷入沉思。

作为最高立法机构，今年全国人大确

定了三个重要的国家纪念日，包括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遇难

者公祭日和烈士纪念日。这三个纪念日都

和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提及烈士纪念日，

就离不开雨花台烈士陵园。言及抗战胜利

纪念日，不能不提及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

区受降典礼。至于说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公祭日，南京更是唯一的纪念地。

1937年的 12月 13日，日本军队侵入南

京，南京淹没在鲜血、呻吟和绝望的哭泣

中。日本军队用一场疯狂残忍的大屠杀炫

耀着自己的武功，欲用暴行摧毁中国人的

斗志。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中国人顽强战

斗到了最后，是日本人自己最终无条件投

降。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

事法庭已经给日军的暴行定性，并处罚了

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争罪犯。但日军在南

京的野蛮行径与当代一些日本政界人士对

大屠杀的否认态度，却使得这座城市从此

成了中日民族之间难以愈合的伤口。

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对逝者的态度，也

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战败之后，

日本国内曾经对侵华战争时期的暴行有所

反省，但随着时间的推演，它的反省变得越

来越淡漠，越来越变味。不仅如此，他们还

千方百计试图掩饰真相，甚至要证明日本

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中日关系的

气氛被毒化，也就自然而然了。

今天的中国，人们享受着持久的和平，

身处在物质富足和技术变革的大时代。这也

是一个消费的时代，甚至是一些人及时行

乐、娱乐至死意识变得特别浓烈的年代。这

些不仅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所面临的共同

现象。三个纪念日的设立意味着执政党及政

府施政理念的重大改进，通过国家确定的纪

念日，让国人缅怀共同的先人，不管他们是

慷慨就义的英雄烈士，还是不幸的侵略战争

受难者。肃穆而庄严的纪念活动可以让国人

的精神沉静下来，让国民的灵魂得以净化，

以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三个纪念日的设立也继承了中华文化

中固有的祭祀传统礼仪。在中国悠久的历

史中，历代王朝是将祭祀作为国家最重要

的事务来对待的，家族和家庭也对祭祀活

动重视有加。前不久，志愿军官兵遗骸从韩

国接回以及远征军老兵遗骸从缅甸接回，

均令国人产生一种为国捐躯的庄严和神圣

感。爱国精神的培养、理想道德的熏陶需要

环境，需要载体，也需要具体的礼仪。

公祭日的到来，也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和反省。一个正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伟大民

族要有足够的胸怀和气度正视对手，也要

正视自己。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屡受外敌

入侵之苦？为什么在对日战争中，当时的将

士靠血肉和敌人的枪炮相抗，以至于付出

那么大的牺牲？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的城

市和人民，使得数十万军民的生命在残暴

日军的控制之下，最终被虐杀？民国元老林

森目睹战争带来的灾难，生前曾用自己的

财产设立留学基金，以培养有知识的年轻

人，来帮助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希望

万一再次遭遇外国入侵的时候，中国的将

士不要只以血肉之躯来作战，不要只靠身

体和生命来换取胜利。

翻开血迹斑斑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只

靠仇恨吓不住敌人，只有持之以恒地改变

自己，才最终会改变民族的命运。我们共同

建设好一个自由平等、富强昌盛、民主法治

的现代文明国家，才会让友邦亲近，让竞争

对手尊敬，让心怀叵测的潜在敌国心生畏

惧，不敢轻举妄动。这才算是对 77 年前数

十万大屠杀死难者的最好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