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白云悠悠的黄鹤楼是荆楚大地
的旅游坐标，那么楚河汉街就是展示荆楚
文化的一张明信片。

楚河汉街位于武汉东湖与沙湖之间。
修建楚河汉街，来源于环保生态的动机。
武汉是长江、汉江的交汇地，东湖、南
湖、沙湖、汤孙湖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湖
泊分布在城市当中，故武汉有着“江城”
的美誉。可是，这些湖泊并没有“贯通一
气”，湖泊里的水都是“死水”。武汉人深
深明白：惟有流动的水，才更富有活力。
为了改善水质生态，武汉市政府去年年初
就大刀阔斧，在东湖和沙湖之间开挖人工
河，使湖水贯通。这条人工河，就是楚
河；在楚河之畔修建的街道，名曰汉街。
在9个月的时间里，楚河汉街竣工，使得
两湖之水亲密接触。

楚河，这条40 米宽的河流犹如一条
银白色丝带，给偌大的城市增添了灵气。
我来到楚河边上用实木铺就的观景台上，
悠闲地走着。天气晴朗，午后吹来的微风
给人增添了丝丝清凉。身边的行人，有的
在拍照留影，有的牵着宠物狗溜达。小孩
子手拿篮球般大小、蓬松的棉花糖，在漫
长的观景台上奔跑着。

看着平静的楚河，我不禁想到从荆楚
大地走出来的伟大诗人屈原。他是楚文化
的杰出代表，脍炙人口的 《天问》《九

歌》等，就是在荆楚大地创作的。“沧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这样优美的词句，只有在楚
地河边吟诵才更有韵味。

荆楚大地如一个巨大的调色板，它在
漫长历史岁月中不断调和不同时期、不同
层面的文化原色，逐渐形成了五彩斑斓的
荆楚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调和南北文
化时，荆楚文化的底色仍然留存，荆楚民
众以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来接纳、吸收
异地文化，因此荆楚文化在吸纳四方的同
时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多元一体、
神秘野性、浪漫博大、生机而又诡异。

约半小时后，我跨越楚河上的铁桥，
来到河的右岸——汉街。楚河与汉街如同
孪生姐妹，相互依靠。汉街依楚河而建，
长长的街道两边，是效仿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建筑。这些楼不算高，最高的也不过
5层。那红灰相间的清水砖墙、精致的砖
砌线脚、乌漆大门、铜制门环、石库门
头、青砖小道、老旧的木漆窗户，使我仿
佛置身老武汉的时空里。下午3时整，楼

顶上传来浑厚的钟声，一群群白鸽在汉街
上空起舞。

走在拥挤的汉街上，眼前呈现的俨然
是一幅老武汉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人
装扮成车夫，穿着马褂，拉着黄包车上的游
客，车上不时传来清脆的铃声。一家法式
面包房门前，促销小姐穿着深红的旗袍招
揽生意，服务生则身着灰色长衫，向游人散
发广告单。人群扎堆的几个地方，有人唱
楚剧，有人玩三盘鼓，还有人在说评书……
荆楚传统艺术，在这里悉数登场。上了年
纪的老人，看表演时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些
表演曾是祖辈喜爱的娱乐方式。

有人挑着担子，用武汉话吆喝着卖麻
花、麻糖之类的点心。一个中年男子更是
别出心裁，戴着瓜皮帽，肩膀上搭着一条白
毛巾，推着独轮车销售热气腾腾的米酒。
快餐店内，游客们排队购买武汉小吃，品尝
蔡林记热干面、五芳斋汤圆、四季美汤包、
老通城豆皮……纷纷感叹：吃出了老品牌
的那个味！我在街边花2元钱买了一个锅
盔（湖北的一种烤饼），用牙齿一咬，外硬内

软，吃起来甜丝丝、热乎乎。
正感叹锅盔的美味时，耳边突然传来

一阵滴滴答答的喇叭声，随后就是有节奏
的锣鼓声。原来，一场武汉特色的传统婚
礼即将举行。轿夫们抬着轿子迎娶新娘，
两名伴娘将新娘从轿中搀扶出来。新娘子
头戴红盖头，身穿红衣，换了布鞋后，慢
慢朝房内走去。不一会儿，喜庆的喇叭
声、锣鼓声、爆竹声再次响起，身穿长袍
马褂的新郎胸前戴着硕大的红花，满脸笑
意，不停向游客拱手致意。在新郎新娘拜

“天地父母”的过程中，主持人说话半文
半白，声音洪亮且抑扬顿挫，如同过去的
教书先生。在欢快的气氛中，新郎新娘完
成了“结婚”仪式。身边的一个年轻女游
客非常羡慕，娇声对男友说：“我们的婚
礼也要这样办。”

两公里长的楚河汉街，浓缩了荆楚儿
女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一鸣惊人的创新
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深固难徙的
爱国情结以及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楚河
汉街，是武汉为了修复生态环境而催生的
一个旅游景点，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在
此交融。这里是解读荆楚传统文化的窗
口，也是展示武汉现代风情的汇集地。在
碧波荡漾的楚河之畔，在熙熙攘攘的汉街
中，我真切感受到了荆楚文化与生俱来的
魅力。

荆楚文化“明信片”
□ 陈华文

一般来说，跟团到长白山旅游，行程里基本
都会有参观“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红旗村”这
个安排。听到“中国朝鲜族第一村”这个名头，
估计许多人和我一样，心里会嘀咕：红旗村凭什
么得第一？

4月初，我借着蹲点红旗村的机会，一探究
竟。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下高铁，
再乘坐汽车，沿着明长公路盘山前行 70 多公
里，一栋朝鲜族特色的白墙黑瓦式的村大门映入
眼帘。大门上刻着的“中国朝鲜族第一村”几个
大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可当我花半个小时参观完村庄后，心里有点
失落。红旗村不大，一条公路（明长公路）把村
庄一分为二，全村共86户300多人，90%以上是
朝鲜族，而常住人口仅100多人。跟当前的许多
农村一样，在红旗村生活着的青壮年并不多。这
样一个小村庄，却有着“中国朝鲜族第一村”这
么大的美誉，难道是徒有虚名？

直到遇到采访对象安学斌，我才找到答案。
安学斌是现任安图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与红旗村结缘得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当时，安学斌在县里石灰厂当会计，未婚妻在安
图县两江镇四新村，他每次坐客车到未婚妻家都
会路过红旗村，而每次到达红旗村，客车司机都
会停车休息。一来二去，红旗村靠近明长公路的
朝鲜族村民，依靠独特的区域优势，开起了
饭店。

说是饭店，其实就是在自家草房内的大炕
上，用自家吃的家常菜招待食客。朝鲜族爱干净
是出了名的，尽管房子简陋，但大炕干净整洁，
牛肉汤饭、冷面、辣白菜、萝卜块等具有朝鲜族
特色的家常菜备受食客喜欢，饭店生意自然
红火。

通过朝鲜族美食，越来越多的食客又对朝鲜
族民俗有了好奇。象帽舞、鹤舞、秋千跳板杂
技、传统婚礼习俗等一些朝鲜族特有的民俗文化
也越来越被食客们熟知。

红旗村声名鹊起的原因，除了朝鲜族美食、
民俗，区位优势是关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
旗村是去往长白山旅游的必经之地，几乎所有旅
游大巴都会选择在此打尖、休息。人多了，饭店
的生意火了，红旗村的美食也出名了，趁势发展
红旗村的旅游业成为那个时候安图县委、县政府
的重点项目。

1997年，红旗村与韩国碧蹄农业园组合缔
结为姊妹村，由此开始，民俗工艺品经营、民俗
歌舞表演、民居住宿等旅游项目相继得到发展，
大批游览长白山的游客走进红旗村，每年来访游
客达10万余人。

说到这，红旗村的成绩单有了：红旗村是第
一个自发地把朝鲜族民俗转变为旅游产品的村
庄，包括饮食、服饰、歌舞、住宅；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红旗村是中国朝鲜族第一个通过
民俗旅游发展走上富裕道路的村庄，是吉林省民
俗旅游的一面旗帜。

如何让来之不易的品牌发扬光大，躺在过
去的功劳簿上坚决不行。进入21世纪，红旗村
村委会的工作重点就是村庄环境整治和扩大旅
游宣传。到2006年左右，红旗村的游客量达到
20多万人次。2011年后，民俗演艺大厅、朝鲜
族百年老屋、民俗博物馆相继建成迎客，红旗
村的旅游设施愈加完善。正如安学斌所说，红
旗村不仅是中国朝鲜族民俗旅游萌芽、发展、
壮大的一个代表，也是中国民俗旅游发展的一
个缩影。

近几年，全国各地民俗乡村游不断推出新花
样，但想要让游客对民俗产生兴趣，最好的方式
还是要让游客有所体验。比如，红旗村的民俗体
验馆，有朝鲜族村民现场教游客制作辣白菜、打
糕，也有穿上朝鲜族传统服饰体验朝鲜族婚礼的
场所，类似这样的方式不仅能让游客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也能让游客在体验互动中加深对民俗的
理解。这也许就是红旗村被誉为“中国朝鲜族第
一村”的意义所在。

两公里长的楚河汉街，浓缩了荆楚儿女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一

鸣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以及

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红旗村凭啥

得“第一”

□ 吉蕾蕾

从很多影视剧中看到古代城墙攻坚战，金戈铁马，
万箭齐飞。一方攻，一方守，比拼的是城墙的牢固与攻
守方的战斗意志。因此，对古城墙印象深刻，可以说，
它们也是历史岁月的见证。

历史沧桑，岁月更迭，能够保留下来的古城墙已为
数不多。安徽寿县古城墙就是一座承载历史厚重感的
名城墙。它位于淮河南岸、八公山下，历经900多年保
存至今。同时，它也是中国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
古城墙。

每座城都有自己的特点。寿县古城始建于南宋，
砖壁石基，既拥有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也具备防水防
洪功能。古城有四门，各有瓮城保护着主城。走进半
圆形门洞，感觉挺凉爽，如同走进历史的城门里。拾阶
而上，站在制高点，一下子便有了空间的扩大感。用手
抚摸城墙砖，感觉冰凉，原来这城墙用料也是有讲究
的。墙基以块石圈砌，墙体中间用黏土夯实，外壁包贴
特大青砖。砖石缝用桐油、糯米汁和石灰浆加以填灌，
因此显得更加牢固。

站在城墙上居高临下，眺望远方，仿佛听到古战场
上的战鼓雷鸣、惨烈厮杀。这里曾经是秦晋淝水之战
古战场，曾留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投鞭断流”等典
故。历史已经走远，可是，它会留下脚步印迹，让后人
怀古追思。

移步换景，如果从古城墙上眺望八公山还有点距
离感，那么，真实走近它，则感受到一股人文之风。八
公山的故事给这座名山赋予了传奇色彩。走进它，如
同进入一个天然氧吧，漫步林荫道，让人心旷神怡。来
到忘情谷，喝了“忘情水”，忘记今生所有的恩爱情仇，
期待来世遇见所爱的人。如果说云南的石林为一绝，
那么八公山的石林阵也小有特色。奇石嶙峋，让你不
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汉淮南王宫是为纪念淮
南王刘安所建，仿汉代建筑，整个宫殿颇有规模与气
势。殿中有一座淮南王刘安的塑像，双手捧《淮南子》
一书，目光中带着肃穆与虔诚。有意思的是，上方匾额
写的是“豆腐始祖”。原来，国人最喜欢的美食之一豆
腐是这位老兄发明的。

来到淮南，当然一定要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小
吃。淮南牛肉汤，粉丝与干丝为佐料、香菜点缀，牛肉
筋道，汤汁鲜美，再配以饼，好吃得不得了。《淮南子·齐
俗训》记载：“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
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

当然，八公山的豆腐更是闻名，将豆腐做到了极
致。不管是炸的臭豆腐，还是烤豆腐、豆腐脑，都特别
美味。八公山的豆腐乳更是一绝，各种口味，总有适合
你的一款，这可是极可口、增强食欲的下饭菜。

寿县古城墙、八公山，这里历史人文色彩浓厚，是
值得一去的地方。历经900多年的风雨，这座古城墙

依然屹立，静静地看着
这个城市每一天的变
化，看人来人往。对于
土生土长的寿县人来
说，这古城墙也寄托着
不变的情怀。

古城墙上寄情思
□ 张帮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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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

局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国提交申报的

沂蒙山、九华山地质公园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沂蒙山世界地质

公园位于山东临沂市境内，景观内点缀

着如城堡状的岱崮地貌，其间散布着众

多历史文化遗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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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孩子们学唱沂蒙山

小调。

② 沂蒙山瀑布美景。

③ 透明帐篷方便夜晚

看星星。

④ 沂蒙山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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