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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节日轮转。传统节日，是一个民

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结出的硕果，为一年中的

月日时令赋予丰富的人文内涵，与每个人的生

活方式、情感表达息息相关。

然而，近年来不时有人说“节味儿正在变

淡”，认为现代生活方式简化了传统的礼仪和习

俗，使节日没了热闹劲儿和新鲜感，更别提互联

网发展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过节

方式，冲淡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厚重感。

事实果真如此吗？

清明前后，许多线上的纪念馆内，万千虚拟

的烛光被点亮。过去因山海相隔不能抵达的思

念，借由互联网交汇为一道道超越时空的光，凝

聚着这个民族永不遗忘的信念。“节日不打烊”

的快递小哥从同事手上接过妻子由故乡的自营

网店寄来的手工青团……

传统节日“旧习俗”变化为“新模式”，与其

说是“节味儿变淡”，不如说是选择更多、模式更

新、风味更广。不难发现，传统节日的过法正越

来越多、越来越快地发生变化。诸如春节“网络

红包”、清明节“线上祭祀”、中秋节“电子月饼”

等全新过节模式层出不穷。

自古以来，移风易俗就是社会发展的常

态。如今我们的传统节日及习俗，并非朝夕形

成、恒久未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应时而动。随

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新月异，传统节日

的过法必然随之改变。

传统节日的“节味儿”之变，变得更多的是

“口味的多样性”，体现在与时俱进的过节方式

和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不变的“本味”，应是传

统文化传承至今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内核。唯有

真正实现对传统的继承，才能充分实践对未来的创新。

必须注意的是，在传统节日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一些商家过度宣扬消费主义，以及空有噱头的创新、文化传承意

识淡薄等问题。针对春节燃放鞭炮、清明踏青祭祖等传统节日习俗，

也出现过管理规定“一刀切”的情况。对此，既要避免将一切节日都

“消费化”“狂欢化”的不当倾向，也需在尊重大众传统节日习惯的前提

下，有序引导旧习俗的转变。毕竟，无论是消费模式还是过节习俗，都

仅是传统节日在生活中的一种体验，重要的是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与新时代发展的鲜活脉搏相契，沉淀出属于新时代的“节味儿”。

每逢传统节日，既是传承历史记忆、纪念昔日时光的“老约定”，

更是分享此刻生活、奔向美好愿景的“新起点”。在扬弃中继承和发

展传统节日文化，将文旅产业、服务业等产业模式，与新时代节日需

求相结合。由此，方能激发传统节日生生不息的活力，为传统节日掀

开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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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

级 5A 景区内，一树树野生桃花在雪山的映

衬下连片盛放，像粉色的海洋漫过高低田

垄，漫过绿油油的青稞地，沿着蜿蜒的雅鲁

藏布江绵延开来，独具特色的民居和村落

掩映其中。

来自四川的游客罗军和朋友们穿梭在

这样的美景中流连忘返，不时发出惊叹。

“这绵延数里的桃花配上壮美的雪山真是

壮观。”罗军说，自己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关

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桃花盛放的场景，早就

想来看看。今年正好利用年休假和清明假

期，实现了自驾西藏赏桃花的梦想，一睹雪

山桃花的风采。

近年来，林芝市利用独特的桃花旅游资

源，已连续举办了19届桃花旅游文化节，打

造了国内知名的文旅品牌，带动形成了每年

西藏春季旅游的小高峰。特别是今年，慕名

前往林芝赏桃花的游客明显比往年增多。

“早在 2 月底，村里大部分民宿就把桃

花节期间的房订出去了。”在雅鲁藏布大峡

谷景区内的索松村经营民宿的村民罗布说。

不仅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芝的桃花

也让西藏当地游客心动不已。趁着清明假

期，拉萨市民洛桑次仁也带着老人、孩子前

往林芝赏花。嘎拉村桃花园、波密县桃花

沟都留下了他们欢快的身影。

“桃花沟里，一个个村庄旁边，成片的

野桃林向着远处的雪山绵延而去，真的太

壮观了。”洛桑次仁感叹道。

波密县不仅有数量众多蔚为壮观的冰

川，其境内的波堆桃花谷还被认证为上海

吉尼斯大世界“中国最大桃花谷”，成为国

内春季旅游热门打卡地，深受游客青睐。

近几年，乘着林芝桃花节的春风，波密

县大力发展旅游业，提出了“一轴三线”的

旅游发展规划。以318国道为轴，以桃花沟

等3条沟为线，不断延长和完善全县域旅游

链条，成效显著。“今年春节期间，从 318 国

道过境波密的车辆仅为几十辆，桃花节期

间，每天达到上千辆。”波密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刘晓平说，目前波密酒店、民宿达到

了200余家，仍然感觉接待能力和日益向好

的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不匹配。

自 3 月 27 日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开

幕，短短 3 天，林芝全市接待游客达 25.6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500 多万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32.59%和96.83%。

“雪山脚下的桃花真‘香’！”林芝市旅

游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余晓娟说，以

桃花节品牌为抓手，林芝旅游业正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中了，8 环！”3 月 28 日，位于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孔

子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射柳”体验

活动正在举行，一群身穿汉服的小朋友看着箭稳稳地扎

进靶子发出声声惊叹，已经逐渐掌握技巧的张俊轩沉稳

地执箭、瞄准……

今年 12 岁的张俊轩前几天在孔子博物馆官方微信公

众号上看到了古代运动会的消息，便立刻报名，并接到了孔

子博物馆的体验邀约，邀他来当“体验官”“建议官”。他还

为此提前了解了射箭技巧和历史。

为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清明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孔子博物馆在清明节假期推出清明踏青季社教活动。

“古代运动会、趣味知识运动会、博物馆春季写生、《诗经》

吟诵……清明假期期间针对 8岁至 15岁的青少年，我们一

天一个主题活动，现在的体验活动也是其中一部分。”孔子

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负责人杨淑娟说，不论是古代运动会上

展现的传统文化之美，还是趣味知识运动会上的文物问答，

都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传统文化“立”起来，用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由于是第一次举办针对青少年的传统节日主题活动，

为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受，孔子博物馆特意设计了此次

体验活动，在游客的体验中及时收集反馈意见，不断调整完

善，达到更好的活动效果，让更多人发现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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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以来，海南各大免税店和购物中心

纷纷举行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让利消

费者，吸引了众多游客。各大免税店也成了游客

清明节假期来海南旅游度假必到的“打卡地”。

记者从中免集团获悉，由中免海口日月广场

店、机场店联合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南航空共同打造的“我和春天的约‘惠’、乘海

航享免税——中免首届腕表节主题活动”，受到

广大爱表人士的青睐。记者在免税城内看到，不

少展区正在进行装修施工，免税城相关负责人介

绍，“4 月初，一批品牌将开业，我们期待以全新

形象迎接顾客，为顾客提供更佳的购物环境”。

3月 29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口日月广场免税

店，只见化妆品、电子产品等柜台前排满了挑选

购物的人群，现场火爆场面一如往常。山东青岛

游客李春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原来喜欢海淘

的人许多都选择到海南来，不仅可以旅游度假，

便捷式的寄送服务也让免税购物变得更加轻松

方便。”

除了离岛免税购物火爆以外，海南的旅游业

在疫情过后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海南启动了为

期 4个多月的红色旅游文化系列推广活动，整合

全省优质旅游资源，设计推出 14 条覆盖全省 15

个市县的红色之旅精品线路，为广大游客呈现一

场崭新的红色体验。

数据显示，今年2月，海南接待游客977.99万

人次，同比增长 659.6%；今年 1 月至 2 月，海南接

待游客1566.45万人次，同比增长147.7%；海口海

关1月至2月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购物件数1055

万件，购物实际人次 103 万人次，购物金额 83.2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4.6%、114.8%和319.7%，海

南旅游人次和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再创新高。

琼岛旅游购物火热
本报记者 潘世鹏

到林芝赴桃花之约
本报记者 代 玲

西藏波密县桃花沟一处桃花盛景。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图为黄河济南泺口段美景。 陈长礼摄

济南是黄河流过的一座大城，素有“一城山

色半城湖”的美誉，名曰泉城，史称齐州。刘鹗的

《老残游记》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是对其历

史景观十分贴切的扫描。趵突泉、大明湖、千佛

山、五龙潭是其古来名胜。济南的市花、市树、市

鸟分别是荷花、柳树和白鹭，荷塘柳影处处有，有

着一双长长秀腿的白鹭，就在黄河边的湿地里神

气地扫视着远方。

济南是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的

城市。第一产业有“中国精品菜篮”的名声，第二

产业以装备制造扬名，第三产业则源远流长，那

称雄过京城市场的大批鲁地商人，是近百年北京

商业服务业的扛鼎者，就连北京的主要菜系也是

鲁菜。在物流交通上，济南地处南北东西要冲。

这里还有一个不小的济南港，在黄河下游的内河

航运业里，济南港也是一个标杆。

济南也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历城区有隋

代大佛，历山就是千佛山，那里是宋代词人辛弃

疾的故里。“泺”，似乎是趵突泉和大明湖由来已

久的专用名，也是济南最早的邑名，“泺”在甲骨

文字时代里就有，源头就在趵突泉，大明湖是泺

水的蓄水湖。泺水最终流入古济水，泺邑在汉代

被叫作济南，虽然也曾以齐州名世，但济南是一

个从来不变的老称呼。1855 年铜瓦厢黄河破堤

改道，济水与黄河合流，济南还叫济南。从古至

今，“东夷文化”沿济水西去，“河洛文化”沿黄河

东来，济南就是交融点。

济南的趵突泉、大明湖和曾经的“家家泉

水”，一开始与黄河水系并无特别关联，泺水是趵

突泉的源头，也是济南城的“脐眼”。“泉城”胜景，

既是由这里的地质特殊造成的，也是围绕泺水和

趵突泉形成的。济南主城名泉七十二，周边的泉

也不少。李清照故里在章丘明水镇，那里也有不

同凡响的一眼百脉泉。多年前去章丘，看到滔滔

不绝的百脉泉水，从原县政府东墙下哗哗流过，

很是清澈很是湍急，旋即汇入了漱玉泉，向着李

清照纪念亭流去。趵突泉与百脉泉分属两地。

如果它们在更早时候就能够东西相望珠联璧合，

那真会是无与争锋的天下第一双泉，用不着哪位

文坛泰斗去为之争冠。但我也知道，济南城中素

来百泉争涌，除了趵突泉，还有黑虎泉、五龙潭

泉、珍珠泉、玉河泉、袈裟泉和平阴的洪范池泉等

十多个大的泉群。坐上环城游船，细数汇入大明

湖的泉流，何止上百个，但人们似乎更关注趵突

泉，以至于它的水大水小，天上下的雨多还是雨

少，也会成为很多人一时的新闻话题。

济南给我的深刻印象，不仅是城市里的泉景

湖景美，周边去走走，每个绿山头似乎都能演绎

《左传》里的历史故事。这里是曹刿论战的山头，

那里是灵岩寺和墨子的家乡，老济钢的后花园，居

然是俞伯牙高山流水琴声响起的地方。但令我更

好奇更神往的是，“诗仙”李白登过的华不注山。

华不注山的名称很奇特，它的别称是华山和

金舆山。金舆山好解释，远望像高高的皇家轿

子，但华山是西岳，这济南的南边，有了东岳泰山

还嫌不够，居然还要来一座属于自个儿的华山。

但此华山非彼华山，华乃是花的异字，但“不注”

又作何解呢？说是来自《小雅·常（唐）棣》的“常

（唐）棣之华（花），鄂不韡韡”。于是解者说，如果

你按照古方言去试读，发音不是“华不注”，而是

“花附住”，一切也就通顺起来。

这是一座野花开遍的山，山高不足二百米，

但兀立在平地上，很有些鲁南地区崮的架势，但

山顶又是浑圆和绿色的。至少在唐、宋、元时代，

这座山与隔河相望的另一座鹊山之间，有一个很

大的“鹊山湖”。北魏时代的郦道元在其《水经

注》里说，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

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

点黛”。也就是说，它很像一只搁在浅水盆里的

绿青椒，翠得可爱。

天宝三年，李白归鲁，从任城起身，首游之地

就是华不注山。他在《古风五十九首》第二十首里

这样吟道，“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竣

秀，绿翠如芙蓉”。为何他要把华不注山和鹊山湖

比作芙蓉，而非郦道元的“单椒秀泽”，因为他游过

华不注山也同游了鹊山湖，而那“鹊山湖”也叫作

“莲子湖”。华不注山紫烟缭绕，鹊山湖云蒸霞蔚，

所谓“齐烟九点”和“鹊华烟雨”，即由此来。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有《华不注山》

诗，“虎牙千仞立巉巉，峻拔遥临济水南”，但真正

对华不注山有传神描述的，还是元初大画家赵孟

頫的那幅青绿山水《鹊华秋色图》。《鹊华秋色图》

构图独特，写尽鹊山湖神韵和华不注山苍穹独立

的一种既秀且霸的气度。这幅传世之作是他卸

任后回到湖州故乡的忆作，是赠给词人老友周

密的。

赵孟頫在济南任过济南路总管府事，1295年

卸任后回到湖州，在故里莲庄邀集文友画友聚

会，席间说到济南风光，首推华不注山。周密字

公谨，号草窗，也自号四水潜夫、华不注山人，生

于浙江富阳，但祖籍济南，其时也在湖州隐居。

他也是一位画家，善松竹兰，还是个笔记文史家，

其在至元二十八年勘刻的《齐东野语》，有不少济

南之事。周密对故乡一往情深，也就恳请赵孟頫

作此图以相赠。此图有明代大画家董其昌的五

则题跋，也有乾隆题跋九则，并盖有御印。赵孟

頫在题跋上写有应周密之请的创作原委，也很情

真意切，“公谨父，齐人也。余通守齐州，罢官归

来，为公谨说齐之山川，独华不注最知名”。赵孟

頫还有《咏趵突泉》一诗，“泺水发源天下无，平地

涌出白玉壶……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

湖”，其诗颈联被后人取为楹联，至今挂在趵突泉

出口的堂柱上。华不注山，杜甫、宋词人苏轼和

元好问都来过，清代的蒲松龄更是常客。华不注

山和鹊山湖名震齐鲁，但它们究竟在哪里呢？

说起来也大跌眼镜，原来它就躲在济南历城

区华山街道的犄角里。因为时间太久远，华不注

山被陆续建成的民居遮掩了，鹊山湖水涸，彰没

不闻，济南古来最大也最吸引人的景观何日再

现，成人们一想起便扼腕的事情。但人们终于等

到华不注山和鹊山湖要再露芳容的一天。随着

济南的城市发展和旧城改造，历城区要建设一座

华山新城，他们一面规划旧城改造，改善棚户居

民的生活条件，一面要再现《鹊华秋色图》独一无

二的山景和湖景，扮靓济南和历城，这无疑是一

桩很得人心的事情。

我的一个残疾人青年朋友在历城工作，他的

住处，就在连他自己也很少看到的华不注山对

面。见面说起这事，他很有些动情。他说，早就

该动作了，别说是改善居住条件，华不注山和鹊

山湖是咱的城市文化大品牌，怎么能一直明珠暗

投呢。再说，济南的城市发展空间太狭窄，为什

么不从“大明湖时代”大步跨入“黄河时代”里

去。他的话让我也思索了良久。对呀，济南的大

明湖固然秀丽，趵突泉固然牵动人心，而新建不

久的中心广场也增添了城市魅力，但外来者多次

来，毕竟多少也会产生一些“审美疲劳”。再说，

历山与趵突泉、大明湖同在一条古水脉上，在鹊

华秋色再现中打通这条水脉，济南的魅力也就更

大了。看来，如何扩展济南既有城市格局，如何

让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确乎是一个

大的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课题。但对这位朋友

关于从“大明湖时代”大步跨入“黄河时代”里去

的宏论，我还一时未解其中味，一直到知道穿黄

地铁工程的时候，才有些恍然大悟。

过去，济南黄河两岸有数不过来的桥，只听

说桥在河上过，未听得车顶着黄河行。这至少意

味着，黄河上要诞生一座两岸同城的现代大城，

济南也会从“大明湖时代”穿越到“黄河时代”。

这对正在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济南来讲，

又是怎样的一次飞跃。从“大明湖时代”穿越到

“黄河时代”的话，带有一点炫的意味，但它又是

对现代城市发展空间的现实追求。

但人们也不会忘记，1912年建成的泺口黄河

大铁桥，已经被列入中国工业文化经典，有着另

一种文化风情和历史记忆。泺口黄河大铁桥是

济南近代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始建于 1908年，

1912 年建成，全长 1255 米。这座大桥也是由德

国公司承建的，但前后 5 次方案的审定，是由中

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完成的。在泺口建铁路大

桥方案一锤定音中，显现了詹天佑的工程眼光，

他是真正学贯中西，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中国工程

师第一人。从设计思路上讲，这座大桥的设计也

不让于八达岭的“人”形铁路设计思路，全桥有

12孔，每孔间距10米多。桁梁与水面距离10米，

留有通航的足够空间。在他的心目中，黄河上不

仅可以架设坚固桥梁，也可以通航走大船。

如今，新的斜拉彩虹大桥也纷纷出现在济南

的黄河上，济黄大桥1978年开建，1982年竣工。目

前在建的或者已经建成的，有齐鲁大桥和凤凰大桥

等。它们都是黄河泺口大铁桥未来的接力者。

济南空间的扩展，也体现在黄河湿地绿化带

的建设中，济南的“七十二泉”，只是她少女时代

颈项上的一串项链，她还要裁制一条沿黄百里绿

色长裙。

在黄河南岸看黄河，公园和湿地比较显眼，

回首正在一点一点露出面容的华不注山和鹊山

湖，不用多费想象力，那泺口黄河大铁桥下的森

林公园所在河谷上面，就是与华不注山相呼应的

鹊山。泺水注入黄河，黄河将还给它一个新的更

美的鹊山湖，诗豪和画家们再来，又会引发几多

诗情画意呢。

看济南黄河和黄河湿地，最好的地方在齐

河。与济南隔河相望的齐河县，是黄河流向济

南和东营弧形流的重要转接点。这里正在建设

的国家黄河水乡湿地公园，近期已有千公顷的

面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提升黄河沿岸湿地功

能，长达 100 多公里的河道和河岸被纳入统一

管理和建设。齐河湿地公园已经形成了气候，

有以多种水禽为主的野生动物园。济南的市鸟

白鹭，正旁若无人地站立在河堤上，兀地收起了

美丽修长的腿，亮出一对同样美丽的翅膀，一飞

冲天。

到齐河看黄河的人很多，大多来过多次。他

们对我说，你最好春天和夏天，各来一次。春天里

河开柳芽长，岸上的杏花一片连一片，分不清哪是

杏花哪是水，你说是桃花汛，俺说是杏花水，你可

以好好看，黄河里流着杏花的花瓣，还伴着亮亮冰

凌花，是个什么景象。夏天里，到特意建设的浅水

游泳区去，黄河滩上

的沙，比海滨上的沙

柔和得多，你就横着

打滚吧。这是他们

的旅游经验之谈，我

点点头，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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