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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行 龟 兹
乔文汇

“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龟兹一片云”。

在著名学者冯其庸笔下，古称“龟兹”的新疆

库车文韵悠长，璀璨厚重。

塔里木盆地北缘这片土地上，龟兹乐舞

翩跹灵动，余音不绝；石窟艺术见证沧桑，穿

越千年⋯⋯举世闻名的龟兹文化在东西方文

化的交融碰撞中诞生。

漫行龟兹，流连巷陌，访古问今。近年

来，库车市秉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理念，让

老城区重现古韵。行走在库车热斯坦、萨克

萨克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细品诗和远方，触

摸悠远文脉，邂逅静谧时光。

重细节 留乡愁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库车，呈现汉唐龟兹

故城与明清老城“双城格局”，而龟兹小巷则

是明清老城街巷风貌保存最完整的街区。经

过改造提升的龟兹小巷，今年 5 月 1 日崭新

亮相。

色彩明丽的宅门，文艺范儿的墙壁，花草

繁盛的庭院⋯⋯在位于库车市老城萨克萨克

街道库其艾日克社区的龟兹小巷，传统文化

与现代艺术交织碰撞，民俗风情与国潮元素

相遇交融。

玛 依 拉·努 尔 在 龟 兹 小 巷 生 活 了 近 20

年，在这里开了间杂货店。“游客多了，能听到

天南海北各种口音，生意随着旺起来。”玛依

拉·努尔说，“这两年，邻居们根据自己所长，

摆起了小摊，我们生活的地方成了旅游区，在

家门口就能做生意。”

红 火 的 客 流 ，为 当 地 群 众 拓 展 了 增 收

渠道。

“什么是龟兹小巷？是历史文化街区，是

居民区，是旅游区，是国潮集结地。”库车市民

吾普尔·阿不都热合曼工作之余喜欢到

这里散步，对小巷的变化深有感

触，“不大拆大建，只修补

改 造 ，在 改 造 中

提 升 ，老

街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也真正留住了这里的

乡愁”。

走在库车老城区，乍一看，并不很惊艳，

但越看越觉得舒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

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中枢长期

关注库车，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在他看来，库

车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性

保护过程中特别重视细节、重视群众生活”。

眼下，龟兹小巷吸引了特色酒店、民宿、

咖啡馆、文创店等进驻。在这里，特色美食荟

萃，可以品尝烤馕、烤肉等传统美食，还可以

搭配大碗茶，也可佐以咖啡。

“既保留传统，也要引入现代文明生活。”

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党工委书记林永盛说，

规划提升要大气，改造更新则要重细节，让龟

兹小巷始终保持古朴又时尚的风貌。

修老屋 传古韵

修补墙体、雕凿花纹、拼接榫卯、加固梁

头⋯⋯夏初，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一处古民

居，空气中弥漫着木屑香。神情专注的工匠

们正对一间老房子进行修缮。这间房屋有上

百年历史，历经岁月的冲刷，墙体、门窗、地

板、廊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工匠正努

力将其恢复原貌，力求再现当年风采。

有 2000 多年建城史的库车，拥有大量极

具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民居、老建筑。

因为年代久远，许多老建筑面临损毁甚至消

失的危险，亟待修缮和保护，库车市于是在去

年启动了“拯救老屋”行动。

“很开心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一方面可以

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为我从小生活的这片

土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年 56 岁的买

买提·吾普尔是库车一名老木匠，经过培训后

参与“拯救老屋”行动，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

工作。

与买买提·吾普尔一样，出生于 1999年的

玉苏甫江·亚森开心而自豪。“修缮老屋带给

本地居民学习技能和就业的机会，还传承了

传统技艺，特别有意义。”这位年轻人对“拯

救老屋”行动有自己的理解，“其实修房子比

重建房子难度更大，特别是古民居，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不能破坏原有的图案与花纹”。

除了承载历史印记、记录文化篇章之外，

库车的“拯救老屋”行动还有一项目标：培养

传统工匠。当地专门邀请国内知名文物保护

专家对库车本地传统工匠进行培训，并让产

权人和工匠直接参与古民居修缮全过程。截

至目前，已有 150 余名本地传统工匠加入老

屋修缮团队。

“修屋也是修心。”萨克萨克街道办事处

主任玛衣努尔·艾海提说，当地引导广大居民

深度参与修缮老屋，把修缮老屋的过程变成

大家了解龟兹文化、热爱中华文化的过程。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玛衣努尔·艾海提

说，老屋慢慢苏醒，不仅活了，而且红了，带动

整个街区焕发新活力。这就好比对待老人

家，让他们老有所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觉

得自己被需要，还在发挥作用，这才是对老人

最好的呵护和尊重。

锯木头、钉木板交织着刨木花声，库车老

屋获得新生。

幸福居 新气象

提起“苏幕遮”，人们更熟悉的是词牌名，

千古名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

烟翠”传诵至今。其实“苏幕遮”更早源于古

代龟兹地区的歌舞戏。在古龟兹，举办重大

欢庆活动时，会上演“苏幕遮”。舞者头戴假

面具，身着彩色舞服表演，气氛热烈。如今，

“苏幕遮”歌舞也会在库车盛大的庆典场合中

亮相，深受当地群众和游客喜爱。

今年 3 月，库车市举办了庆祝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命名 12 周年活动，在热斯坦历史文

化街区上演热烈奔放的“苏幕遮”歌舞。

“老瓶装新酒，赋予老城区、古建筑和‘苏

幕遮’等传统艺术形式新内涵，使其焕发新的

生命力。”库车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局长索善武说，库车注重历史文脉的活态传

承，通过活化利用来促进保护。

实现“老瓶装新酒”，首先要呵护好

“老瓶”。3 月 15 日是库车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纪念日。12 年前的这一天，库车

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地希望通过设

立纪念日更好擦亮这块金招牌，在留住老城

区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的同时，增添青春活

力与时代气息。

翻 开《库 车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

（2023—2035）》，库车在今年将对老城进行双

提升，既要“面子”，又要“里子”。修缮老城清

代城墙，完善热斯坦街道、萨克萨克街道基础

设施。“误入老城深处，流连不知归路”，索善

武说，提升后，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意味着

相当成功。

库车老城曾有座面粉厂，工厂搬迁后闲

置厂房变身为库车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中心、

游客接待中心、龟兹书屋等，还将建起龟兹数

字展厅与龟兹传统技艺传承中心。厂区各个

车间之间的空地，则经常用于举办文创和特

色产品展销等活动。

在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日常生活场

景成为旅游卖点，外地游客纷纷跨入色彩绚烂

的木门，走进烤包子店、抓饭店、老茶馆体验当

地居民日常生活。最近两年，又有多家咖啡

馆、时尚餐吧落户这里，与传统店铺相得益彰。

“这里的生活气息深深打动了我。”一次

库车旅行，让张媛媛下决心留下来创业。她

在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开了一家咖啡馆，色

彩鲜明的装修、时尚气息的装饰，使小店很快

成为当地旅游的小亮点。

“库车老城传统又有质感，一种可以触

摸得到的质感。”浙江游客霍秋洁说，“在库

车老城喝上一杯热咖啡，暖胃暖身，更治愈

心灵”。

午 后 ，阳 光 透 过 桑 树 叶 ，在

咖 啡桌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窗 外 ，一 辆 搭 载 游 客 的

花 样 马 车 经 过 ，传

来 欢 声 笑 语 ，马 蹄

声声⋯⋯

意 料 之 外 考 验 的 是 创 意
前段时间，海底捞一家门店推出作业辅导服

务，引起了不少人关注。网友对此看法不一，有人

认为服务到位，也有人认为不务正业。讨论声中，

引出了一个关于营销手段的问题：如何看待市场

营销中的边界感。

边界感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的是人在对外

交往中的分寸与尺度。市场营销一头连着产品和

服务，一头连着消费者，是一门做人的工作的学

问，自然也需要掌握分寸与尺度。

不注重边界感的营销往往会带来负面效果。

不少人在电梯间内见过“辣眼”广告。电梯广告在

早期经历过一段“野蛮生长”的阶段，很多广告的

广告词粗暴简单、视觉冲击夸张、高频循环播放，

甚至有些内容不顾公序良俗打起了“擦边球”。电

梯空间本就狭小，乘梯者还要被劣质广告不断“洗

脑”。这种营销突破了不少乘梯人的边界感，很难

为品牌方加分。

也有许多带有巧思的跨界营销案例，在产品

与服务上延展，为品牌注入新活力。从最早“轮

胎+美食”的米其林指南，到去年“美酒+咖啡”的

酱香咖啡，再到近期“珠宝+快餐”的足金黄金鸡

块抽奖，都是在制造惊喜和反差的同时吸引消费

者的目光，完成了品牌声量和销量的提升。究其

成功原因，大抵藏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考验的是创意，情理之中讲究的便

是边界。创意让营销变得惊艳，边界则避免营销

产生惊吓。平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对看似

矛盾的关系，是营销的技巧所在。那么，如何把握

“情理”的边界？

一方面，保持品牌的调性。热点好追，个性难

立。调性是品牌人格化的表达、独特化的具象展

示，也是消费者认知品牌最直接的途径。品牌在

跨界的同时，不能一味做加法、追着市场热点跑，

而是要在拥抱趋势的同时，立足本来优势，在差异

化竞争中站稳脚跟。否则，可能还会闹出一些奇

葩跨界的笑话。

另一方面，稳住消费者信心。营销的核心是

消费者，边界感更底层的逻辑是消费者体验感。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品牌之间的跨界营销，

关键在于互补，不单纯是产品功能的互补，更多

的是消费体验互补。这就需要在跨界中找到不

同目标群体的共同点、消费体验的共通性。汽车

品牌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合作基于“在路

上”的体验，白酒品牌通过与三星堆博物馆的合

作来增加文化的厚重感。寻得共通之处，才有跨

界基础。

当然，除了合情合理，合法合规也是一条重要

边界。近些年来，市场营销触碰法律底线的案例

并不少，诸如侵犯隐私的“骚扰式”营销，利用虚假

广告的“画饼式”营销，内容低俗的“擦边式”营销

等，始终挑战着消费者心理和法律权威。事实上，

相关部门对违法营销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无论

是什么样的营销手段，都必须严守法律的边界，规

范营销行为。

当下，跨界营销为品牌带来了许多助益。但

硬币有两面，越是跨界，越要把握边界，否则一步

跨出，未必就能得偿所愿。

大渡河畔若吉村

蓝

星

沿雅康高速公路行驶 3 个小

时后，我们从成都来到康定。

在一家餐厅歇脚时，老板热

情建议：去若吉村转转，住一晚上

适应环境之后，再开始川西高原

深度游。

三面环山、大渡河畔，一条铁

索桥是入村的主通道——若吉村

距离康定城约 40 公里，海拔 1000

多 米 ，是 当 地 最 偏 远 的 村 落 之

一。“五一”小长假，若吉村在康定

属于吸睛的存在。

汽车晃晃悠悠地开过铁索桥，

非常考验驾驶员与乘客的心理素

质。前面的越野车顺利经过，后车

司机望着车窗外滔滔河水开始犯

怵，不敢继续往前。若吉村党支部

书记唐玉桥迅速用对讲机喊来本

地驾驶员，载着游客们过了桥。

过桥的我们终于看到了村子

的全貌：从半山腰到大渡河边一

排坐落有序的农家小院，为山沟

增添了勃勃生机。

唐玉桥的对讲机又派上了用

场：“5号院注意了，客人马上就到！”

紧急“支援”过桥游客对他来说早

已习以为常。上世纪 70 年代，从

部队转业的老唐从重庆来到康定

支援藏区建设，在这里安了家。

5 号院的主人杨静忙不迭迎

客人进院：两层小楼，6 个标间，

设有娱乐室，天井内还有烧烤专

用的炉子和长条桌椅。“这就是我

家原来的院子，自愿报名参加了

民居改造。”杨静说，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小村若

吉，曾是康定有名的贫困村，耕地少，果子运不

出去，出山进城起码要走半天。

“人均不到三分地，吃不饱肚子，没得桥，

通不到康定通不到成都，肩背马驮将蔬菜水果

拿去卖。”唐玉桥说，再穷也要把桥修通。

2007 年，村民人均捐款 300 元，唐玉桥带

着村两委四处“化缘”，大渡河上修起可供汽车

通过的铁索桥。

“村里共 92 户人家，大

部 分 是 藏 族 。 想 赚 钱 ，一 靠 打

工，二靠批发卖水果，三就是搞旅

游。”唐玉桥思路清爽：这个人多

地 少 的 藏 家 渔 村 ，海 拔 远 低 于

3000 多米的康定城区，光照充足，

适合人居，也适合种蔬果，村里的

民居风格质朴，甚至有 100 多年

历史的老房子，搞旅游或许是条

路子。

2018 年，甘孜州启动大渡河

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若吉

村成为康定市 8 个首批示范村之

一，30 户特色民居被选定进行改

造，一期建成了 1 个游客接待中

心和 10 户特色民居，杨静家的院

子就是其中之一。

“村里合作社每年给 5000 元

租金，每月还能拿 2000 元到 3000

元工资。”杨静说，女儿在北京安

了家，她去北京看过孩子，可总觉

得还是村里好，“这里的太阳大得

很，吃的都是无公害食物，安逸！”

客人告诉杨静，潺潺流水声让

人放松，晚上睡得很香，起床后呼

吸着新鲜空气，采摘村里的樱桃、

枇杷、无花果，比城里舒服多了。

“改造老房子花钱不比新盖房

子少，可县里说，新建房子没得特

色，得保持风格、主体不变。”唐玉桥

告诉我们，路通了，观念也得跟上。

今年“五一”假期，村里 50 个房间全部被

订满。“288 元一间房，最高不超过这个数，旺

季不涨价，淡季给打折，做生意得讲个诚信。”

唐玉桥就盼着天气热起来，成都和重庆的城里

人来村里避暑，“我们这个地方凉快得很，也没

得蚊子”。

山为景，水为源，背依高山、俯瞰大渡河，

山水一体的若吉村，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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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②③①②③ 新疆阿克苏库车市新疆阿克苏库车市““库车老城库车老城””一角一角。。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航拍新疆独库公路阿克苏库车段红山航拍新疆独库公路阿克苏库车段红山

石林与库车河石林与库车河。。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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