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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

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

喜态。”1613年的 5月 19日，伟大

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

学家徐霞客用 24 个字打开了

一 种 认 知 和 感 悟 世 界 的 新 方

式。2011年 3月 30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徐霞客游

记》开篇日的 5 月 19 日定为“中

国旅游日”。

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

“健康生活、欢乐旅游”，从“休闲

惠民、美丽中国”到“文旅融合、

美好生活”……“中国旅游日”以

其鲜明的主题性、广泛的参与性

和普遍的惠民性，成了人民群众

和旅游行业一年一度的重要节

日。立夏已过，万物生长，在这

个繁茂的五月，我们迎来了第十

个“中国旅游日”。虽然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今年不组织

全国性的主题活动，但是各地推

出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和旅

游惠民措施，推进文化旅游市场

快速复苏。今天让我们一起看

一看那些曾经举办过中国旅游

日主会场活动的地方，有着怎样

的精彩吧！

与 宁 波 老 外 滩 的 相 遇 ，是 一 场 邂

逅 。 车 子 往 旅 馆 开 的 时 候 ，不 经 意 看

到了“老外滩”的牌子，心中动了动。

心 动 不 如 行 动 ，况 且 旅 馆 离 老 外

滩 也 很 近 。 第 二 天 起 了 个 大 早 赶 去 。

清晨的老外滩，褪尽一夜的繁华，店铺

都静静地关着，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

静 谧 祥 和 。 踏 入 步 行 街 区 ，一 股 特 殊

的 韵 味 扑 面 而 来 。 这 韵 味 里 ，有 着 异

域 的 情 调 、中 式 的 底 蕴 、时 尚 的 气 息 ，

调 和 在 一 起 ，如 一 杯 鸡 尾 酒 般 层 次 丰

富、回味悠长。

步 行 街 用 石 片 铺 成 一 轮 轮 的 水

波 ，让 人 的 心 也 跟 着 荡 漾 。 老 旧 的 石

缸 、石 槽 、石 臼 里 鲜 花 盛 开 ，一 盏 又 一

盏 红 灯 笼 从 屋 檐 垂 下 ，古 色 古 香 的 木

桌 木 椅 沿 街 摆 开 ，装 饰 的 酒 瓶 与 吉 他

透 露 出 酒 吧 与 音 乐 的 消 息 …… 中 西 古

今 水 乳 交 融 、两 两 相 望 ，充 满 情 趣 ，落

在 心 湖 里 ，不 由 泛 起 阵 阵 涟 漪 。 步 行

街两侧有许多小巷，拐进去，眼前常常

一 亮 ，或 是 一 堵 粉 墙 藏 着 一 个 精 致 的

院 落 ，或 是 密 中 有 疏 留 一 方 小 小 的 广

场 ，或 是 一 把 把 遮 阳 伞 围 出 一 片 室 外

雅座，时不时地给你一个小惊喜。

且 行 且 看 ，一 路 流 连 ，一 栋 三 层 洋

房 映 入 眼 帘 ，气 派 不 凡 。 转 角 立 面 转

出优美的弧形，二层沿街挑出露台，栏

杆 装 饰 着 白 色 的 瓶 式 立 柱 ，墙 面 上 一

列列科林斯式壁柱塑造出强烈的欧式

风 格 ，窗 台 下 的 浮 雕 装 饰 使 建 筑 更 加

精 美 华 丽 。 门 旁 一 块 标 牌 显 示 ，洋 房

为 宁 波 商 人 朱 旭 昌 1935 年 建 的 私 宅 。

由 于 朱 旭 昌 起 家 于 上 海 ，因 此 该 建 筑

带 有 明 显 的 20 世 纪 30 年 代 上 海 里 弄

洋 房 特 征 ，西 化 的 门 楼 之 后 是 一 方 小

小 的 天 井 ，这 种 露 天 但 又 封 闭 的 空 间

使住宅与自然——阳光、雨水、绿化得

以 密 切 联 系 ，平 添 了 亦 内 亦 外 的 特 殊

空间感。整栋建筑为 30 年代建筑中空

间 元 素 和 视 觉 元 素 完 美 组 合 的 典 型

代表。

朱 旭 昌 是 宁 波 镇 海 人 ，早 年 投 资

创 办 宁 波 锦 华 行 ，经 营 英 国 亚 细 亚 石

油 ，在 宁 波 、绍 兴 、台 州 等 地 城 乡 遍 设

分 号 。 投 资 上 海 大 统 被 单 厂 、太 乙 味

精 厂 、好 华 氏 皂 烛 厂 ，并 投 资 宁 波 福

利、益康钱庄，任经理。1941 年兼任宝

丰 保 险 公 司 宁 波 监 理 处 监 理 ，宁 波 总

商会会董、执行委员，宁波市政府建设

委员会委员，宁波商会监察委员、常务

委员、宁波钱业公会常委委员，上海钱

业 公 会 第 十 四 届 常 务 理 事 ，全 国 钱 庄

业同业公会联系会理事。“百年老楼且

听 今 日 脚 步 ，三 江 柔 波 融 汇 中 西 潮

汐 ”，朱 旭 昌 与 朱 宅 ，把 一 段“ 宁 波 帮 ”

闯荡商界、开放进取、融汇中西的历史

静静沉淀。

朱 宅 前 就 是 老 外 滩 江 岸 了 。 老 外

滩位于宁波市中心，是甬江、奉化江和

余 姚 江 三 江 汇 流 之 地 ，唐 宋 以 来 就 是

最 繁 华 的 港 口 之 一 。 鸦 片 战 争 失 败

后，按《南京条约》，宁波被辟为五口通

商口岸之一，于 1844 年正式开埠，其开

埠历史在国内“外滩史”上属于最早一

批 ，比上海外滩还早 20 年。至 20 世纪

初 ，宁 波 老 外 滩 已 变 成 了 繁 华 一 时 的

洋 场 ，领 事 馆 、教 堂 、巡 捕 房 、银 行 、洋

行 、码 头 ，轮 船 公 司 、夜 总 会 、饭 庄 、戏

院 …… 五 方 杂 处 ，热 闹 非 凡 。 宁 波 的

近代商帮则利用外滩这一通商口岸所

带来的发展机遇，纷纷创办轮船公司，

修 建 码 头 ，以 上 海 、宁 波 为 基 地 ，从 事

对 外 经 济 活 动 ，《鄞 县 通 志》称 ：“ 至 五

口 通 商 后 ，邑 人 足 迹 遍 履 全 国 、南 洋 、

欧 美 各 地 ，财 富 日 增 ”。 老 外 滩 ，成 了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四大商帮之一（晋、

徽、宁绍、潮汕）宁波商帮的起航地。

如 今 ，历 史 的 风 云 散 去 ，江 岸 边 已

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江水脉

脉，江风轻轻，站在沿江边长长的木质

观 景 平 台 上 依 栏 眺 望 ，都 市 风 光 如 画

卷展开。在休闲椅上坐一下，喝喝茶、

看 看 风 景 ，在 记 忆 与 现 实 的 交 错 中 感

受历史的变幻、城市的脉动，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

不 能 错 过 的 ，还 有 附 近 的 江 北 天

主教堂。江北天主教堂是典型的哥特

式 建 筑 ，2006 年 被 确 定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瘦 长 的 高 塔 、尖 形 的 拱

门 把 人 的 视 线 拉 向 天 空 ，营 造 出 向 天

的 神 圣 感 。 圆 圆 的 玫 瑰 窗 华 丽 大 气 ，

繁 复 的 雕 刻 细 腻 精 致 ，外 立 面 以 素 雅

的青砖为主，用明媚的红砖作边框、线

条等点缀装饰，使建筑层次丰富，色调

优美，富于变化。据史料记载，天主教

堂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由浙江教

区 的 法 籍 苏 主 教 兴 建 ，光 绪 二 年（1876

年）扩建为主教常驻堂，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增 建 钟 塔 。 整 座 钟 楼（包 括

琴室），由大堂、主教公署、本堂区及寝

室、更衣室、藏书楼、慈母堂、印书房等

组成，宏伟壮观，是当时江北岸最高的

建筑物，成为宁波一个地标。

朱 宅 、严 氏 山 庄 、和 德 坊 、江 北 天

主 教 堂 、宏 昌 源 号 、江 北 巡 捕 房 旧 址 、

浙海关旧址、宁波邮政局旧址、英国领

事 馆 旧 址 …… 一 座 座 穿 越 了 潮 起 潮 落

的 建 筑 ，把 老 外 滩 打 造 成 百 年 宁 波 城

市发展的重要见证地。在东西方的碰

撞 中 ，奋 斗 与 挫 折 、光 荣 与 梦 想 ，交 融

与排斥，屈辱与辛酸……五味杂陈，有

太 多 的 故 事 。 如 今 ，老 故 事 已 经 成 为

记忆，新故事正在上演，演出国际化的

多元风情，演出时尚的动感魅力，演出

诗意栖居的浪漫情怀。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三江口

甬江大桥旁

景点：庆安会馆、天一阁、月湖公园

美食：宁波炒年糕、熏鱼、宁波汤

圆、鱼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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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渺街恋幽篁独领巴渝风景 ，

千 载 摩 崖 留 华 赋 尽 书 禹 甸 文 明 。”“ 宾

城安在哉？幸留宫保老祠、巡按高塚、

冲 相 古 刹 、崔 涂 雅 咏 ；钟 岩 可 凭 也 ，况

有 巴 山 重 雾 、渠 水 平 沙 、柳 桥 青 月 、梧

岭秋风。”这是四川广安肖溪镇场头牌

坊的两幅对联，一前一后，将此地的风

景勾勒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多年前

也 曾 来 过 一 次 ，对 那 里 的 古 街 旧 巷 记

忆犹新。沿着曾经山岩旁的石梯古道

顺 阶 而 下 ，记 忆 中 的 画 面 一 幅 幅 再 次

闪现出来。

小雨沥沥 ，一切仿佛都没改变 ，仍

是记忆之中那个模样。宽阔的青石板

街道，古老的木结构明清建筑，长长的

蜿蜒到视线尽头。

人烟渺渺 ，一切似乎不再一样 ，那

个 人 声 鼎 沸 、热 闹 喧 嚣 的 街 市 变 得 如

此安静起来。临街的木柱支撑着宽敞

的 凉 亭 ，这 里 就 是 人 们 曾 经 交 易 的 市

场 。 那 些 木 桩 看 似 弯 曲 倾 斜 饱 经 沧

桑 ，历 经 数 百 年 风 雨 却 依 然 无 恙 。 细

雨 纷 飞 而 起 ，只 有 我 孤 独 地 漫 步 在 这

空 旷 的 古 街 之 中 。 紧 闭 的 门 窗 ，谢 红

的灯笼，还有那无力垂下的店旗，逐一

掠过眼帘。

记 忆 中 有 稚 子 在 凉 亭 下 奔 跑 玩

耍，街道两边摆满了摊位，赶集的人讨

价还价的画面已如轻烟般消失。除了

淅 淅 沥 沥 的 雨 声 ，只 有 自 己 回 响 而 起

的脚步声。

肖 溪 镇 很 古 老 ，有“ 十 古 一 江 ”之

称 。 古 道 、古 镇 、古 街 、古 桥 、古 匾 、古

寺庙、古石刻、古崖窟、古城和古墓葬，

镇 上 随 处 可 见 时 光 的 刻 痕 。“ 一 江 ”就

是 风 光 秀 丽 的 渠 江 ，肖 溪 凭 借 水 运 码

头 ，曾 是 大 巴 山 区 一 个 繁 华 的 商 贸 集

散地，近百里内的山区人将粮食、土特

产 和 山 货 肩 挑 背 扛 到 镇 上 销 售 ，又 从

镇 上 买 回 山 里 人 急 需 的 盐 、布 及 其 他

生 活 必 需 品 。 时 光 荏 苒 ，如 今 只 有 灰

瓦、白墙、旧巷，低喃着过往的时光。

雨意渐浓 ，滴滴答答 ，街边溅起无

数 的 水 花 。 故 乡 的 山 水 让 人 思 念 不

已 ，生 活 却 总 是 身 不 由 己 。 也 许 有 一

天 ，在 外 漂 泊 的 人 们 ，终 能 回 到 故 土 ，

重拾那昨日的繁华。

迎 着 雨 丝 穿 过 古 镇 ，缓 缓 来 到 镇

郊 的 千 年 古 刹 冲 相 寺 ，这 座 古 刹 是 广

安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依山而建，层层

飞檐叠瓦、朱墙红门，唐朝著名诗人崔

濒 游 冲 相 寺 后 ，曾 赋 诗 一 首 ：“ 水 流 花

谢 本 无 情 ，道 尽 东 风 过 楚 城 。 蝴 蝶 梦

中 家 万 里 ，杜 鹃 枝 上 月 之 更 。 故 园 书

动经年绝。华发青催满镜生。自是欲

归归不得，五湖烟景有谁争。”

在 冲 相 古 刹 背 后 的 山 上 ，有 着 大

量 的 摩 崖 造 像 石 刻 ，这 些 千 载 摩 崖 始

凿 于 隋 ，延 续 到 民 国 ，现 存 各 种 造 像

400 余 尊 、各 个 时 期 的 题 刻 30 余 幅 。

这些摩崖造像有着很好的文物价值和

意 义 ，只 是 现 存 造 像 的 头 部 在 动 乱 期

间 均 被 破 坏 ，唯 有 山 顶 的 太 阳 菩 萨 因

当时无法攀缘而幸免于难。

轻 抚 寺 中 已 褪 色 的 亭 台 朱 窗 ，遥

想 古 刹 那 绝 美 的 五 湖 烟 景 ，或 许 千 年

之后，这再美的绝代芳华，终将成为历

史的记忆。

2014 年·文明旅游 智慧旅游 主会场：四川广安

百年渺街恋幽篁
文<张波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东北部

美食：酸菜豆花面、水八块、麻辣牛

肉、盐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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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像 到 西 安 要 去 回 民 街 、到 南

京要去夫子庙街一样，去武汉自然

少 不 了 要 去 户 部 巷 大 吃 一 顿 。 这

个 被 被 誉 为“ 汉 味 小 吃 第 一 巷 ”的

百年老街，让人在美食的芳香中体

味到这座城的古意与烟火气。

位 于 武 昌 司 门 口 的 户 部 巷 因

毗邻清代的藩台衙门（对应京城的

户 部 衙 门）而 得 名 。 街 不 长 ，只 有

150 米，却占尽天时地利：东靠十里

长街，西临浩瀚长江，南枕“天下江

山 第 一 楼 ”黄 鹤 楼 ，北 接 都 府 堤 红

色景区，这一切让户部巷成为一条

由 名 街 名 楼 名 景 名 江 环 绕 而 成 的

美食天堂。许多年前，顺江而上的

游 人 、沿 江 而 下 的 商 客 ，都 会 到 此

小憩。坐在敞开的食铺里，吃着一

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看着一江春

水 东 流 去 ，那 是 怎 样 的 快 哉 与

惬意。

随 着 熙 熙 攘 攘 的 人 流 ，我 们 走

进 了 这 条 百 年 老 巷 ，那 些 侵 染 着

鲜、香、快、热的武汉味道便迎面扑

来。生煎包子、欢喜坨、脆皮春卷、

椒盐糍粑、苕面窝等招牌看得人眼

花缭乱。作为武汉有名的“早点一

条 巷 ”，户 部 巷 几 乎 汇 聚 了 湖 北 的

所 有 小 吃 。 那 些 店 面 既 有 富 丽 堂

皇 如 豪 华 酒 店 的 ，也 有 一 间 门 面 、

四五张桌椅似小馆的，还有拉个车

就成简易吃摊的。

“ 老 板 ，来 一 碗 鱼 糊 粉 。”“ 伙

计，来一份三鲜豆皮。”在依次进店

落座的客人招呼声中，武汉的早晨

拉 开 帷 幕 。 武 汉 人 将 用 早 点 称 为

“ 过 早 ”，每 天 早 晨 ，都 有 不 少 人 专

门“跨过”长江来这里“过早”，如潮

水般将这条小巷挤满。

阳 光 细 碎 地 洒 在 青 石 铺 就 的

街面上，街两侧的建筑里装满了烟

火 的 味 道 ，被 春 风 揉 捏 着 ，尽 往 鼻

孔 里 钻 。 我 们 点 了 一 份“ 谢 家 面

窝 ”，据 说 这 种 小 吃 是 清 光 绪 年 间

由 汉 正 街 烧 饼 小 贩 创 制 的 。 只 见

一 个 个 如 水 杯 盖 大 小 的 面 窝 中 心

凹 进 ，被 油 炸 得 金 黄 ，吃 到 嘴 里 外

酥 内 软 ，含 有 葱 、姜 、芝 麻 香 ，非 常

爽口。如果里面再夹点糍粑，那口

感 更 好 ，外 酥 内 嫩 ，令 人 回 味 无

穷。熊记汽水包听起来很奇特，样

子看起来跟普通包子差不多，但里

面的馅却是粉条或糯米，其特色在

于 包 底 金 黄 香 脆 ，吃 起 来 满 嘴 焦

香。还有花生卷冰激凌，就是花生

和 面 粉 做 的 面 皮 ，里 面 包 着 冰 激

凌，吃起来酸甜有味。

摩 肩 接 踵 的 人 将 街 挤 得 严 严

实实的，我们终于来到闻名的蔡林

记，门口手端面碗的铜像看的人眼

馋 。 进 入 店 内 ，里 面 坐 了 不 少 人 ，

南 腔 北 调 透 着 一 屋 子 的 热 闹 。 服

务 员 更 是 如 穿 堂 风 似 的 上 下 打

点。没多久，一碗金黄色的热干面

便 被 端 上 来 。 没 有 任 何 汤 水 的 面

条充分吸收了芝麻酱的香，吃在嘴

里糯糯的，既不粘牙、也不生硬，软

绵 爽 口 中 透 出 一 股 嚼 劲 。 还 没 尽

兴，一碗面就风卷残云地进到了肚

子里。

只 要 胃 口 足 够 大 ，在 户 部 巷 你

就能把武汉的味道装满肠胃，只可

惜 这 只 是 一 种 奢 望 。 因 为 就 在 这

不 起 眼 的 小 巷 上 ，却 聚 集 着 160 余

家 小 吃 店 170 多 种 小 吃 ，就 是 一 家

吃一口，一天之内也吃不完的。

品 味 一 座 城 市 的 味 道 ，让 人 能

清晰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轮廓，品

到 它 的 性 格 脾 性 。 我 是 羡 慕 武 汉

人的，能用这么丰富和精致的食物

来“过早”，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饶

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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