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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面 喀 什
乔文汇

喀什是古典的。

丝路漫漫，古韵悠悠，置身喀什街巷，

不时传来悠扬的木卡姆乐曲，仿佛在述说

丝路古道的悠长岁月。融歌、舞、乐于一体

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于 2005 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喀什文化遗存丰厚。走进盘橐城遗址

公园，仿佛一步越千年，这里再现了班超万

里护疆的历史篇章，讲述着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据专家考证，盘橐城

是喀什的雏形，建城史逾两千年。

喀什是现代的。

吐曼河畔，昆仑塔下，一场名为“沙漠

玫瑰”的创意时装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去

年以来，各类融合民族风情的现代服饰秀

接连在喀什上演。

汇聚潮流，涌动客流。喀什坐拥“五口

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1.5 小时

航空经济圈覆盖周边 8 国首都和主要经济

城市，喀什徕宁国际机场吞吐量去年首破

300 万人次。2023 年 11 月，中国（新疆）自

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揭牌，为喀什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古典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互动。

地处古丝绸之路南道与北道交会处的喀

什，融汇东西方文明，涵养出极具个性的人

文气质。

“你可以一眼望穿乌鲁木齐的五脏六

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双迷蒙的眼

睛。”正如诗人周涛所描绘的，既古典又现

代的“双面喀什”，散发出令人神往的魅力。

超大“摄影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龙年春晚喀什分会

场，以喀什古城为背景的《舞乐新疆》精彩

亮相，让更多人认识了喀什。喀什旅游随

之升温，龙年春节期间，喀什古城景区接待

游客 35.1 万人次。

对于没去过喀什的人来说，这里多少

有 些 神 秘 ；倘 若 去 过 ，再 访 总 会 有 不 同

感受。

“喀什就是一座超大‘摄影棚’，很出

片。拍景色、拍街巷、拍风情，也请人拍一

拍自己。”广东游客吴美薇时隔 6 年再来喀

什，发现景色、风情都在，但气质已然不同，

“以前一路走马观花看风景，现在沉浸式体

验每一处。”

一座超大“摄影棚”，是各地游客对喀

什比较一致的感受。不论是在喀什古城、

香妃园、盘橐城遗址公园等景点，还是在街

头巷尾、热闹巴扎，到处可见拍照的游客。

“传统文化要现代表达。”喀什市文化

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帕提曼·吐尔

地说，喀什正通过挖掘时代内涵，释放发展

潜能。

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

群之一，喀什古城承载着历史，也透显着新

意。许多建筑外表古色古香，内部现代时

尚。行走其间，除了音乐，入耳最多的是按

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斑驳光影间，人们身

着少数民族服饰，请旅拍摄影师留住美好

瞬间，定格传统建筑之美、特色街巷之美、

民俗风情之美。

始建于 1640 年的香妃园，因神秘的香

妃声名远播。如今，系列历史民俗情景剧

让这里成为一座主题景区。除了香妃墓、

民俗馆、浮雕墙、宝月楼、闻香亭、非遗展示

区等景点，香妃园景区还设有抖音美拍基

地 ，对 本 景 区 乃 至 喀 什 旅 游 进 行 全 方 位

推介。

“喀什不缺关注，关键是如何将关注转

化为线上流量、旅游留量。”网红“艾尼”，真

名阿布都艾尼·吾吉，是香妃园景区表演节

目主持人，从 2021 年开始策划拍摄短视

频，宣传和推介香妃园。

喀什的街道、社区也在悄然变化。“总

把新桃换旧符”“一寸光阴不可轻”“白云生

处有人家”⋯⋯解放南路被 1700 余盏诗词

灯饰点亮。漫步其中，一步一诗，古风文韵

扑面而来。

“孩子们走在路上大声朗诵学过的诗

句，真是太棒了！”喀什市民阿布都卡德尔·

艾尼瓦尔不无自豪。

喀什，有了新的呈现方式。

土特产“变脸”

巴旦木遇上榴莲，红枣投身咖啡杯，箱

包披上艾德莱斯绸纹样外衣⋯⋯细品喀

什，许多特色产品进行了“跨界交流”。用

当地文创店店主麦吾兰·图拉克的话来说，

越来越多的喀什土特产变“新鲜”了。

窥 一 斑 而 知 全 豹 ，看 一 枚 干 果 的 变

身。喀什是林果主产区，核桃、红枣、巴旦

木等农产品质优味美。传统林果如何品出

新滋味，适应乃至引领消费新潮流呢？

喀什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走寻

常路，开发生产了榴莲味巴旦木仁、草莓味

巴旦木仁、藤椒味核桃仁等新产品。公司

负责人陈文君说，休闲类食品同质化竞争

严重，只有在高品质基础上推陈出新，才能

提高市场占有率。

一粒榴莲味巴旦木仁入口，榴莲味从

舌尖蔓延开来，瞬间提神醒脑；将其嚼碎，

一 股 浓 郁 的 坚 果 香 气 袭 来 ，令 人 回 味 无

穷⋯⋯这一“喀什味道”很快走红，成为人

们竞相品尝的爆款产品。传统的内核，新潮

的口味，时尚的外表，这是干果，也是喀什。

在生活中观察“双面喀什”，最直观的

视角，除了吃，还有穿。

大漠、雪山、戈壁、长河、落日⋯⋯去年

夏天，“丝路古镇·醉美喀什”时尚秀在喀什

亮相，模特将“喀什”穿在了身上。特色建

筑前的这场走秀，融合了地域文化与时尚

元素，给人以强烈视觉享受。

创新基于传统，潮流源于底蕴。在喀

什的街头和景区，有穿时尚服装的，有穿民

族服装的，还有着汉服的。其中，艾德莱斯

花纹图样，是一道最别致的风景。

以艾德莱斯织染技艺制作的丝绸，色彩

艳丽，图案丰富，深受各族群众喜爱。2008

年，新疆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色彩丰富却不失和谐，就像多民族和

睦相处、多姿多彩的新疆。”每逢节假日，古

丽巴哈尔·麦麦提江都会穿上漂亮的艾德

莱斯绸制作的裙子。在喀什从事服装设计

的她，常去“北上广”取经，拓展自己的设计

思路，“要让传统手艺焕发时代风采，就得

紧盯潮流。”这一源自新疆、飘逸千百年的

传统织品，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

“在喀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

色 文 化 正 以 更 潮 流、更 年 轻 化 的 方 式 传

播。”上海游客杨璐佳说。

喀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明月照古今

在既古典又现代的喀什，如果要找一

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或者说最佳古今

交汇处，那一定非喀什古城莫属。

“ 一 轮 明 月 照 古 今 ”，皓 月 当 空

的夜晚，走在喀什古城街巷，常会有如此

感受。

独特风格的老建筑里，可能开着一家

时尚咖啡馆；现代风格的小院里，却是一间

古朴老茶馆。在老城街巷，传统的麦西来

甫歌舞与现代街舞同时现身，木卡姆乐曲

与潮流说唱毫不违和。

“叮叮当、叮叮当⋯⋯”喀什古城坎土

曼巴扎铁业社火花四溅，频频入耳的打铁

声仿佛历史与现实的回响。这里不仅生产

坎土曼等农具，展示铁艺制作历史，游客还

能上手体验当一把铁匠。

10 余年前，喀什古城区危旧房改造综

合治理工程启动，过去单纯生产农具的打

铁铺，变身为铁业社、纪念馆。“用坎土曼种

地 赚 钱 ，没 想 到 做 坎 土 曼 的 过 程 也 能 赚

钱。”铁器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米吉提·麦

麦提感慨道。

危旧房改造综合治理工程尽最大努力

保证了古城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

活便利性。当地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丰富内涵，探索“非遗+文创”“非遗+民

宿”“非遗+演艺”等业态，让老铁匠铺、老

乐器铺、老木器铺融入时尚元素，在承载历

史记忆、寄托乡愁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活

力与生机。

喀什古城越发年轻了。不仅因为时尚

的打扮、创新的业态，还因为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走进古城、入驻古城，在此创业

奋斗、绽放芳华。

喀什古城有处“古丽的家”。店主沙拉

麦提古丽·卡日曾是景区讲解员，不少游客

希望能走进少数民族庭院体验民俗风情，

她就把游客带回家中热情招待。在当地创

业政策的鼓励支持下，沙拉麦提古丽·卡日

把家改造成了民宿。因为生意好，她在古

城租了一个小院，打算开家民宿分店，这个

春天就开业。

“古城是景区，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心情好，就感觉每天都是春天。”沙拉麦提

古丽·卡日说。

没错！暖风轻拂，草木复苏，春在路

上，春在心间，喀什正迎来又一个春天。

喀什，拥有了新的讲述方式。

太阳翻过雪山洒满大地，着羊皮袍

子、皮肤黝黑的扎西多杰准时打开羊圈

大门。随着此起彼伏的“咩咩”声，羊群

如开闸洪水般涌出，扬起滚滚尘烟，打破

了乡村的寂静。

49 岁的扎西多杰是西藏日喀则市

岗巴县岗巴镇雪村水草丰美养羊合作社

的羊倌。以前，他日复一日地侍弄着家

里 200 多只羊，其间辛劳不言而喻，却总

也不见荷包鼓起来。

富不起来没道理呀！扎西多杰养的

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位列西藏最

好吃、最有名的羊之一的“岗巴羊”。

有人说，因为规模太小，形不成产业

效益。村里头脑最灵活的人，就数初中

文化程度、汉语也说得相当溜的党支部

书记普布索朗。

怎么办？扩大养殖规模呗。2019

年，普布索朗和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带领

村民开办合作社，取了一个令人向往的

名字——水草丰美养羊合作社。

最 开 始 ，并 不 是 全 村 都 加 入 合 作

社。雪村，平均海拔 4700 多米，地处喜

马拉雅山脉北麓。它所在的岗巴县是西

藏条件艰苦、经济欠发达县域的代表。

靠天吃饭、单打独斗的传统牧业生产经

营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世上有两件难事，一件是把别人的

钱装进自己的钱包，另一件是把自己的

思想灌进别人的脑袋。要让世世代代习

惯了传统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人转变观

念，谈何容易！

用效益说话，是最直观也最简单的

方式。2020 年，合作社收入达 35 万元，分红 25 万元；2021 年，收入

50 万元，分红 44 万元；2022 年，收入 146.25 万元，分红 111.8 万元，

全村 107 户都加入了合作社。

去年，合作社收入 200 多万元，分红 120 多万元。

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解决了产业规模的问题，合作

社又要面对打开市场销售渠道的难题。

雪村远离大城市，市场有限，西藏物流成本又高，岗巴羊要走

更远，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闯过规模关的普布索朗，利用一切机会

不遗余力地推介岗巴羊。如今，岗巴羊不仅在岗巴县城销售，也销

往日喀则、拉萨乃至成都、广州等地。

去年，雪村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 万元，扎西多杰家分红收

入 7 万多元，占全家年收入的一半以上。现在，合作社存栏 6000 多

只羊，他一人每天就要放牧 600 多只，虽然辛苦，可心里美滋

滋的。岗巴羊，让大家过上了喜气洋洋的好日子。

水草丰美喜

﹃
羊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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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有 座 会 唱 歌 的 山
童 政

近来，广西柳州市山歌手山三妹对歌

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她在某短视频平台

的粉丝量超百万。这些山歌都是即兴创

作，诙谐幽默、工整押韵，腔调接近口语；

特别是对歌，老少咸宜、噱头十足，让粉丝

们越听越上头。

红的看似是山三妹，其实千年山歌才

是真正主角。山歌以真挚的情感和贴近

生活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爱情、自

然的热爱和向往，很容易引起共鸣。

山三妹原名韦莉莉，是柳州市融水苗

族自治县一名年轻的山歌手。她说，自己

从小喜欢看电影《刘三姐》，把内心的喜怒

哀乐用山歌唱出来，就会感到开心快乐。

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自然也能让别

人快乐，山歌走红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审

美取向与文化追求。快节奏的生活下，大

家渴望舒缓压力、回归自然，山歌正好以

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吸引了众

多年轻人。

歌唱爱情的山歌发到了网上，短视频

平台变身“云上歌圩”，形成了“唱歌不搭

台，对歌不见面”的新型模式。网友们可

以通过评论、分享、点赞等方式，积极参与

山歌的传播和讨论，这种互动更是进一步

推动山歌在网上走红。

山歌是从山里“长”出来的。除了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山歌还蕴含着巨大

的经济价值，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新

动能。

循着山三妹的歌声，最终来到的是柳

州鱼峰山。细心的观众发现，网上走红的

很多山歌作品，背景都是鱼峰山。鱼峰山

过去是柳州山歌的发源地，如今成为山歌

经济的兴起地。

鱼峰山耸立于鱼峰区闹市中，山脚下

是小龙潭。潭峰相映，乃柳州一景。“柳州

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终年四季

歌不断，都是三姐亲口传。”这一首民间歌

谣，唱出了刘三姐在柳州传唱的功绩，也

唱出了鱼峰山在山歌界的地位。

鱼峰山下、小龙潭边，山歌每天唱不

停。自发的群众性山歌活动最终形成了

以鱼峰山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柳州鱼峰

歌圩”。“广西歌王”陆连芳等山歌传承人

经常到歌圩传歌带徒。山歌文化薪火相

传，巩固和提升了歌圩的影响力，为山歌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要素支撑。

山歌唱出了品牌。“柳州鱼峰歌圩”就

是柳州重点打造的特色地方文化品牌，已

连续举办 10 年的“柳州鱼峰歌圩”全国山

歌邀请赛，每年吸引超百名各民族山歌手

前来一展歌喉。

山歌唱进了产业。柳州市以“山歌

赛 +”为 抓 手 ，把 山 歌

融入文旅产业和特

色 产 业 ，推 出“ 听

歌+嗦粉”旅游线路，丰富文旅消费。鱼峰

区还成立“柳州鱼峰歌圩”文化旅游产业

联盟，为各大旅行社和各螺蛳粉企业搭建

研学旅游桥梁。

发展山歌经济，让一座唱歌的山带火

一座唱歌的城，离不开山歌价值导向、文化

品位和管理秩序等方面的持续提升。为更

好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柳州市下定决

心，要把“歌仙刘三姐”文化旅游做起来。

“壮族三月三”就要来了，歌圩系列活

动即将开启。山歌已唱响，螺蛳粉已煮

好，循着山歌到鱼峰山，来感受

刘三姐歌声的千年

回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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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岗巴镇雪村牧民抱着岗巴羊。

代 玲摄（中经视觉）

上图上图 喀什古城里的一条小巷喀什古城里的一条小巷。。 乔文汇乔文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左图左图 游客在新疆喀什高台民居历史文化街区游玩游客在新疆喀什高台民居历史文化街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胡虎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