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许多
年轻人还在为没钱没时间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而懊恼不已时，一群时髦的大
爷大妈却已经过起了边养老边环游世界
的斑斓生活。

如今，“银发游”日益成为旅游市场开
发的潜在热点。一份最新的《国内老年人
旅行行为分析报告》指出，如今，已退休或
临近退休的老年人已成为国内旅客的“主
力军”之一，特别是错峰、淡季出行的重要
客流。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年
人不再满足于“闲”在家，而是纷纷走进大
千世界开阔视野。

有钱又有闲

随着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的转型，旅
游已成为当代老年人日常生活里重要的
精神寄托和生活话题。辛勤工作几十年
后，旅游成为他们人生梦想“零存整取”后
的“变现”和“支取”。

这个中秋，退休一年多的韩艳选择和
老伴乘坐夕阳红专列，开始了 16 天的“二
次蜜月旅行”。他们从吉林出发，途经宁
夏、青海、甘肃、新疆吐鲁番等地。每到一
处，他们就把自己在当地拍摄的照片发到
微信群中，与亲友一起分享旅游带来的幸
福感。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旅游的吸引力
不低于青年人。祖国的锦绣山河、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都为人生增添了很多乐
趣。年轻时很多地方没能去过的遗憾，希
望老来能够弥补。”韩艳说。

“在上学和工作时代，人们的旅游冲
动经常受到限制。只有等到退休，人们才
能真正享受有闲有钱的生活，并可量入为
出地漫游世界。”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
心研究员高天明指出，旅游对于老年人而
言，既是一种身心蓄能的体验，也是一种
生活遗憾的补偿。

有闲钱有时间的“银发族”，可能是国
内最“职业”的一群游客。全国老龄委的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每年旅游人数
占到全国旅游总人数的 20%以上。随着
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少人在退休前就积累
旅行专用资金，做好“旅行攻略”；储备人
文地理知识，以及旅游目的地风土人情等
相关资料。行前的充分准备，能让旅途更
轻松、更快乐，从而使老年旅游成为一种
习惯，一种境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老年人走出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可以
开阔视野，饱览大好河山，体验不同风情，
增进知识，丰富阅历。64 岁的陈新民是个
文学爱好者，其中逛博物馆是他旅行中的
爱好之一。每到一个地方旅行，他总是喜
欢到当地的博物馆去逛逛。“博物馆里的
一件文物，可以让我了解那个时代，了解
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陈新民说，一座博
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人们可以通
过文物与历史对话，俯瞰历史。如今陈新
民去过的博物馆多达 100 多个。他认为，
最有特色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其浓郁异域风情，让他领略了与其他城市
不同的博物馆风格。

健康自在玩

在中老年游兴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
多“花甲背包客”的出现，体现了老年人生
活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北京旅游学院教
授刘振礼认为，人们拼搏了一辈子，到了
老年，保持身体健康，成为老年人旅游的
一大原动力。

牛仔裤、运动鞋，再加上矫健的身姿，
除了花白的头发，79 岁的大龄背包客李永
旺精神状态和年轻小伙没什么区别。“一
直坚持锻炼，就算不旅游，在家里也是骑
自行车或者去公园锻炼身体，这也是能够
出去看世界的基本条件。”

2001 年，李永旺与老伴一起参加了山
西省老年骑游协会。从那时起，李永旺和
老伴萌生了骑游全国的想法。10 多年来，
他骑车带着老伴周游了全国 60%的城市、
景点，大到享誉全国的名山大川，小到罕
为人知的古朴村落。

李永旺说，自己当年骑过最长的一条
路是从太原出发至厦门，耗时近一个月。
他有一个大箱子，里面有近 10 本相册，存
放着骑行路途中拍摄的上千张照片。每
张相片的背后，详细记录了拍摄时间、地
点，还有当时的旅行心情。此外，李永旺
还有一本集满了各地邮戳的小本子。当
他们在骑行途经每个城市时，都会找到当
地邮局加盖邮戳。

“每次拿出来翻看这些影集和邮戳
本，依然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骑行，不
仅带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能够沿

途欣赏全国各地亮丽的风景。对我来说，
骑行更是一种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我希
望能骑到 80 岁。”李永旺说。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退休干部罗
亚非也是一个自助游爱好者。与大多数
老人不同的是，她的旅行往往是随意的，
没有特别周密的安排。

“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很多退休老
人不仅时间宽裕，而且熟悉网络等新媒
体，完全有能力自主完成很多出行前的准
备安排。最重要的是，老人们身体素质也
越来越好，未来出现更多的‘花甲背包客’
并非没有可能。”在罗亚非看来，由于跟团
游的限制较多，未来自助性质的老年游肯
定会越来越受欢迎。

结伴好出行

与整日在繁忙的交际圈里辗转的年
轻人相比，慢节奏的旅行更能让老年人感
受到旅行的乐趣。由于生活理念、休息方
式不同，老年人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来安排
旅行，也不介意多停留几个地方，和老伙
伴们一起享受出行。

即将 60 岁的李女士明年就要退休。
不久前，她买回来一个结实耐用的旅行
箱。“几年前就和几个同事一起商量，开始
做退休后的旅行规划。经济、体力上已经
做好了准备，这次要好好领略世界各地的
美景和风土人情，开启另一段人生旅程！”

如今，结伴出行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
青睐的一种旅游方式。“和朋友一起出游，
彼此之间有个照应，旅途中也可以尽情地

聊天叙旧。在我们的夕阳红行程中，有的
专门设置了扑克比赛、才艺展示等，就是
要把旅游当成一场聚会。”南京世友国际
旅行社总经理冯志刚说。

刘振礼指出，外出旅游是老年人愉悦
精神的重要方式。通过旅游结交新朋友，
能够一扫孤独感、寂寞感，焕发精神。

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生活圈子比
较封闭，社交渠道单一，如今旅游成为老年
人社交的重要渠道。“听到周边很多老人
说，年轻的时候想出去看看，但是那会儿没
有钱、没有时间，而现在有钱有时间了，却
又有了自己的借口，年龄大折腾不起，要看
孩子等。其实，他们都有想走出去的愿望，
只是缺乏迈开脚步的勇气。”韩艳说。

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旅行社老
年旅游服务规范》，从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
购娱”角度出发，结合老年人住宿、餐饮、购
物、医疗等多方面特点制定了诸多“刚性”规
定，给老年群体的出行上了一个“保险”。

浙江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吕佳颖
认为，老年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因
此，老年人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是非常多
样化的。目前，我国老年旅游市场仍处在
发展初期。可以预见，随着扶持政策加速
落地和老年人旅游需求的提升，大众化老
年旅游产品将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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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会宁是条“鱼”

驮着红军过黄河

□ 李万祥

☞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两亿多老年人的幸福安康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走在新时代里的老年人，以新的生活理念和生

活方式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老年生活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敬请聚焦银发一族，关注“老年·新春光”系列报道。

红色会宁留存着过去那些

难忘的岁月，渴望瞻仰长征精

神、缅怀革命烈士的人们应该

到这里走一走

□ 韩秉志

红学代有红人出
□ 梁归智

这一代读红者，有了与红

学前辈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口

味，这是最本质最内在的变化

记得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驾鹤西去之后，曾有千万红迷在网
上献花送行，许多报纸杂志则发表了追思
怀念文章。不过更发人深省的是，周先生
的离去，似乎成了红学演变的又一个节点，
即从那以后的4年时间里，新媒体带来了文
化传播方式的进一步革命性变化。红学的

“阵地”和“场”，除了传统的纸媒报刊书籍，
以及新世纪以来一度兴盛的博客网站，又
增加了更时髦的微信群和个人公众号，可
谓日新月异而且水银泻地。

宏观鸟瞰，以周汝昌先生离去前后那
一两年为界，红学景观的一个最显著的特
点，是红学的“精英”与“草根”之分野，一方
面似乎更加畛域分明，另外一方面也有某
些融合交通迹象。

传统的小众和精英，以大专院校的教
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体，写作学
院派的“论文”。比较集中的阵地，除了《红
楼梦学刊》外，有两个刊物值得一提。一是
北京曹雪芹研究会主办的《曹雪芹研究》，
二是上海一些学人发起主编的《红楼梦研
究辑刊》。这两种刊物比较偏重曹雪芹及
其亲友家世及各种《红楼梦》版本文献的发
现和考证，也兼有某些对《红楼梦》文本作
文学性分析和讨论的文章。两种刊物，都
是文献考证尚有可观，文学评析乏善可陈。

更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大众”和“草根”
对《红楼梦》的接受。由于出版市场化的普
及，以及微信群和公众号的迅猛发展，出现
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变化。首先，每年出版
的红学读物有增无减，其中数量最多的，是
对《红楼梦》的文本解读，此外也有少量索
隐性的著作。这方面的内容，还有见于各
微信群的众多讨论，短幅长段，汩汩滔滔，
有的细辨一字一句，有的畅论版本学理，时
有灼见真知，时见琳琅闪耀。

如“草根说红楼梦”博客的博主，一个

人就创办了三个红学微信群，还和“每日头
条”合作，搞了自媒体公众平台，并有网上
红学书店。这位博主的网名叫“卜世仁”，
就是《红楼梦》里贾芸的那个吝啬舅舅，谐
音“不是人”。红友问他为什么起这样一个
网名，“卜世仁”回答：“生活中，你我他，哪
个没有卜世仁的身影？我开了一个杂货
店，感觉要做卜世仁才能让我重生。”

彻底淡化了20世纪“理想”和“革命”色
彩的一代终于走上了红学的前台而成为时
代主角。这一代读红者，有了与红学前辈
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口味，这是最本质最内
在的变化。

从王国维、胡适一直到何其芳、李希
凡、王蒙、刘再复的《红楼梦》解读渐行渐远
了。这些红学名家虽然立场观点各异，却
有共同的时代精神氛围底色，而这种底色
在当代新人这里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直至
基本上消失。也许两位中国红学会副会长
出版的最新著作具有某种对旧时代最后挽
歌式的标志意味：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出
版的李希凡《回眸往事——李希凡自述》，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 年出版的胡文彬
《世纪回眸——当代红学的记忆》。

明白了这种时代精神氛围的化异变
迁，也才可能对当前红坛的纷纭万象有所
理解，而不感到乱花渐欲迷人眼。已经或
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红学老一辈其实也不
必过分失落，因为过往的红学万象已经被
新一代做了自然的筛选抉择，有的被无情
地淘汰了，有的则被无形地继承了。甚至

《红楼梦学刊》也“与时俱进”，搞起了“微信
征订号”，从红学微信群里吸取新养分，以
挽救日显衰老的躯体企图起死回生。

因此，一些红坛新现象也就完全可以
理解。比如《红楼梦》新续书的纷纷出世。
据网上不完全统计，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
的张之、周玉清开始，后继者又有刘心武、
温皓然、石瞳、李芹雪、何恩情、匡双喜、顾
文嫣等多人出版了新续本《红楼梦》。笔者
从来不耐烦阅读新续书，但必须承认，这是

“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已经大行于天下的
衍生产物。一句话：红学已经改朝换代，

《红楼梦》更加万古长青。

“桃花山哟红灿灿，红军来到会宁县。
哎，叫一声红军我的亲人哟，请你歇歇脚，
咱就拉拉闲。攒下的羊毛捻线线，千针万
线织衣衫。北方的十月有点寒，穿上着毛
衫身子就暖。会宁的百姓是靠山，哪管他
云高路又远”。来到甘肃省会宁县，听不完
的是这里的红色民歌，唱不尽的是红色记
忆、长征精神。

会宁素有“陇秦锁钥”之称，是陇东军
事重镇和交通枢纽。1936 年 10 月，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
区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是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今天的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位于会宁
县会师镇的一条主要街道旁。随着红色旅
游的兴盛，前来瞻仰会宁会师精神、缅怀革
命先烈的游客络绎不绝。

“会宁好地名 好地名啊 红军会
师 中国安宁”，在会宁会师旧址大门口，
这几个字分两行刻在一面红旗上，迎风飘
扬。这是一处免费开放的旅游景点，当地
人把它叫做“会师园”。每天早晨，住在附
近的大爷大妈们还在旧址内的空地跳着广
场舞。

9 月末的一个早晨，当我走进会师旧
址，所有的红色记忆全部被点亮：饱含历史
沧桑的会师楼及会师门，文庙大成殿前的
红军会师联欢，还有会师期间朱德总司令
的住址——邢家台子、红军总政治部、红四
方面军总指挥部⋯⋯

会师旧址中，最为耀眼的当属由邓小
平题写塔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
方面军会师纪念塔”。这座塔建于 1986
年，高28.78米，共11层，下九层三塔环抱，
象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伫立在纪念塔
前，缅怀先烈，让人热血沸腾。

18 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三军会宁会
师的又一证言。可是，纪念塔的题名为什
么没有落款？据说，当年邓小平为纪念塔
题写完塔名之后没有署名落款，工作人员
提醒时，邓小平沉思良久后说：“我是代表
当年参加长征的几十万红军将士题写的，
他们大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有好多人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就不落款了吧!”

此外，红军会宁会师革命文物陈列馆、
红军烈士纪念堂、“将帅碑林”和“会师碑
林”等也都记录着过去那些难忘岁月，表达
着会宁会师的非凡意义。

回望历史，山河依旧；会宁会师，彪炳
史册。

2006年，“心连心”艺术团在会师旧址
演出时，节目主持人充满感情地说：“会宁
是条鱼，驮着红军过黄河。”确实，上世纪
30年代的会宁，雨水充沛，物产较为丰富，
尤其是红军长征过境的两年内收成较好。
这段时间，6 万会宁人保证了在会宁境内
战斗、生活的近 7 万名红军将士的日常所
需。据说，当年木料缺乏，会宁人的住宿主
要是以土窑为主的建筑。为了解决红军西
渡黄河造船材料及其他军需物资，会宁人
拆掉了仅有的木房、门窗、老人的棺木板等
木料支援红军造船。

以前，会宁县城街道狭窄，道路泥泞，
楼房并不多，基本上都是低矮的平房，会师
纪念塔是最高建筑。近年来，随着城镇化
建设速度加快，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如
今，会师纪念塔已经隐入高楼之中。

“山歌接头哟花儿开，打碗碗花开哟红
军来”。任繁花似锦，会师楼下依然花开花
谢走过春秋；虽不言不语，动人歌声仍把长
征精神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