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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综述

“驼铃古道丝绸路 ，胡马犹闻唐汉

风 。”由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陕 西 省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陕 西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承 办 的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日前在西

安 举 办 ，有 力 推 动 了 中 外 文 明 交 流 互

鉴和地域互联互通。

本届艺术节期间开展 82 场专题特

色活动、展演 37 台国内外精品剧目、展

出 600 余 件 优 秀 美 术 作 品 ，同 时 采 用

“线下展演+线上展播”方式，惠及观众

800 万余人次，网络总点击量突破 4000

万次。

艺术为媒 致敬多彩文明

“ 秦 腔 一 声 吼 破 天 ，一 轮 明 月 照 千

年 。 一 条 丝 路 通 古 今 ，一 腔 热 血 奏 和

鸣 ……”艺 术 节 开 幕 演 出《无 界·长

安》，以 长 安 为 原 点 ，取 材 秦 腔 、皮 影 、

民歌等经典非遗元素，由“和鸣、霓裳、

影人、万象、长安、重圆、共生、传奇、同

辉 ”9 个 创 意 段 落 组 成 ，并 巧 妙 地 将 传

统与未来、文化与科技融合在一起，震

撼的视觉效果让观众直呼过瘾。

“ 西 安 是 一 个 有 悠 久 历 史 和 文 化

的城市，也是我的故乡。”《无界·长安》

总导演张艺谋表示，《无界·长安》寓意

着昔日璀璨的丝路文明与“一带一路”

的 光 明 前 景 交 相 辉 映 ，是 对 陕 西 厚 重

传 统 文 化 的 一 次 致 敬 ，还 为 观 众 呈 现

了“方寸舞台、生命无界，大幕起落、梦

想无远”的意境与思考。

艺 术 节 期 间 ，热 烈 张 扬 的 西 班 牙

舞 剧《卡 门》、轻 盈 飘 逸 的 俄 罗 斯 舞 剧

《俄 风 舞 影》、原 始 自 然 的 马 来 西 亚 舞

剧《行 绿》等 17 国 的 14 部 高 品 质 剧 目

让市民游客不出国门就感受到其他国

家的文化风情，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

场场爆满。

艺 术 节 的 闭 幕 演 出 大 型 音 舞 诗 画

《掀 起 你 的 盖 头 来 —— 新 疆 是 个 好 地

方》通 过《舞 从 天 山 来》《歌 飞 新 丝 路》

《交 响 昆 仑 情》3 个 篇 章 ，融 合 舞 蹈 、史

诗吟唱、民族器乐演奏、合唱、鼓舞等艺

术形式，展示了新疆多彩瑰丽的地域文

化特色，展现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人

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谐的景象。

“ 艺 术 是 人 类 共 享 的 精 神 财 富 ，是

传承文明、增进友谊、促进和谐的桥梁

纽 带 。”陕 西 省 副 省 长 徐 明 非 表 示 ，要

以 本 届 艺 术 节 为 新 起 点 ，积 极 践 行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深 入 实 施“ 文 化 丝 路 ”计

划，推进文化旅游合作交流走深走实，

为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贡

献。要不断总结提升，创新组织方式，

丰 富 内 容 形 式 ，加 强 与 国 内 外 著 名 艺

术 节 的 合 作 ，把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艺 术 节

打 造 成 文 化 交 流 互 鉴 的 国 际 平 台 、艺

术 精 品 展 示 交 流 的 梦 想 舞 台 ，办 出 国

际水平、中国气派、陕西特色。

人文对话 深化交流互鉴

色 彩 斑 斓 的 尼 泊 尔 法 鼓 、高 大 纤

细 的 孟 加 拉 国 独 弦 琴 、弧 形 开 合 的 泰

国 木 琴 …… 本 届 艺 术 节 特 别 策 划 推 出

了 由“ 旷 古 遗 音·和 合 之 美 ”丝 绸 之 路

非遗器乐精品展与“华彩非遗 寻味丝

路 ”非 遗 美 食 周 组 成 的“ 非 遗 大 集 ”专

题活动，并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非 遗 器 乐 精 品 展 设 置 了“ 鼓 乐 长

安 金 声 玉 振 ”陕 西 区 、“ 声 闻 九 州 妙

音 飞 花 ”国 内 区 、“ 弦 鸣 万 国 大 音 至

乐 ”国 际 区 三 大 展 区 。 陕 西 省 文 化 和

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盛义军表示，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器乐，就像一条

条 文 化 小 舟 ，用 音 乐 符 号 讲 述 着 独 特

的文化记忆。此次精品展成为推进丝

路沿线非遗交流展示和文明互鉴的重

要 窗 口 ，带 动 和 促 进 丝 路 沿 线 国 家 文

化艺术的交融共进。

艺 术 节 期 间 ，由 江 苏 省 演 艺 集 团

出品，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交

响乐团共同演出的原创大型史诗歌剧

《郑 和》，再 现 了 郑 和 七 下 西 洋 时 波 澜

壮阔的海上史诗。“西安是古丝绸之路

的 起 点 ，郑 和 下 西 洋 对 探 索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做 出 了 突 出 贡 献 ，音 乐 会 版 歌 剧

《郑 和》，作 为 第 九 届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艺

术 节 参 演 剧 目 在 西 安 首 次 亮 相 ，意 义

非凡。”饰演郑和的中国歌剧舞剧院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毋攀说。

作 为 艺 术 节 重 要 活 动 之 一 ，“ 今 日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美 术 邀 请 展 ”在 西 安 展

出 。 展 览 以“ 丝 路 精 神·时 代 丹 青 ”为

主 题 ，集 87 个 国 家 以 及 港 澳 台 地 区 的

600 余 件 优 秀 美 术 作 品 参 展 。 参 展 作

品 涵 盖 中 国 画 、油 画 、版 画 、雕 塑 、水

彩、刻字等多个艺术门类，生动展示了

五 大 洲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美 丽 风 情 ，

反映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文化。

俄 罗 斯 圣 彼 得 堡 皇 家 艺 术 科 学 院

院士、俄罗斯功勋艺术家谢尔盖·尼古

拉 耶 维 奇·福 禄 博 列 夫 斯 基 的 两 幅 作

品——《海上日出》和《天鹅湖》也在美

术 邀 请 展 上 展 出 。 谢 尔 盖·尼 古 拉 耶

维 奇·福 禄 博 列 夫 斯 基 说 ：“ 在 陕 西 期

间 ，我 被 这 里 的 美 食 、美 景 所 吸 引 ，被

热 情 的 人 们 所 感 染 ，希 望 能 用 画 笔 为

陕西描绘出一幅美丽画卷。”他特别感

谢艺术节能将世界各地艺术家们聚集

于 此 ，向 全 球 展 示 艺 术 之 美 、建 筑 之

美、生活之美、风景之美、服饰之美。

民心相通 讲好丝路故事

舞 台 演 出 展 现 文 艺 之 美 、惠 民 巡

演 架 起 沟 通 桥 梁 …… 本 届 艺 术 节 将

“ 丝 路 艺 术 的 盛 会 、民 心 相 连 的 桥 梁 、

人 民 群 众 的 节 日 ”的 办 节 宗 旨 贯 彻 始

终 ：全 城 开 展 9 场“ 一 路 同 心 ”惠 民 巡

演 ，组 织 推 动 12 部 22 场 精 品 儿 童 戏 剧

进校园、商业街区等，线下剧目演出执

行惠民票价。来自中国、格鲁吉亚、斯

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的 60

余位艺术家，先后走进西安永兴坊、西

安 大 明 宫 国 家 遗 址 公 园 、易 俗 社 文 化

街区等游客喜爱的打卡点，参加“一路

同心”惠民演出，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欣

赏 高 水 平 的 舞 蹈 、器 乐 、杂 技 、默 剧 等

艺 术 作 品 ，以 多 元 之 美 共 赴“ 丝 路 ”心

灵之约。

在 西 安 永 兴 坊 街 区 ，踏 着 电 子 琴

欢 快 的 伴 奏 声 ，来 自 斯 洛 伐 克 的 默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弗 拉 基 米 尔·库 利 塞 克 以

诙谐扮相登场，夸张的肢体表演，即兴

的 台 上 台 下 协 作 ，让 无 声 艺 术 演 绎 出

别样精彩，引得观众掌声连连。

在 西 安 大 明 宫 国 家 遗 址 公 园 丹 凤

门 前 ，塞 尔 维 亚 乐 器 与 中 国 传 统 乐 器

奏 出 和 谐 交 响 ，充 满 异 域 风 情 的 乐 曲

《面 纱》仿 佛 从 古 老 的 丝 绸 之 路 传 来 。

“中国尊重包容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并

努 力 促 进 文 化 交 流 。 就 像 艺 术 节 ，汇

聚 了 不 同 国 家 的 艺 术 家 在 此 共 同 表

演，让人们看到文化多元的魅力，也增

进了彼此了解。”来自塞尔维亚的艺术

家飞龙说。

马 来 西 亚 驻 西 安 总 领 事 林 雲 亮 表

示，本届艺术节上举办的“马来西亚文

化 日 ”活 动 展 示 了 马 来 西 亚 独 特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资 源 ，带 领 观 众 感 受 了 浓 郁

的异域风情。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本 届 艺 术 节 首 次

举办了“丝路起点文旅体验”活动。邀

请 国 内 外 艺 术 家 们 走 进 西 安 城 墙 、大

唐 不 夜 城 、长 安 十 二 时 辰 主 题 街 区 等

彰显陕西文旅特色的景区景点参观体

验，持续扩大陕西文旅的影响力。

跨 山 海 之 远 ，赴 文 化 之 约 。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艺 术 节 自 2014 年 创 办 以 来 ，

已经成为陕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

起点的重要品牌，并积极推动着“一带

一 路 ”共 建 国 家 及 地 区 间 人 文 交 流 和

文明互鉴。

进 入 秋 季 ，山 东 省 威 海 市 新 威 附

路上的法国梧桐叶子开始变成金灿灿

的 颜 色 ，阳 光 透 过 梧 桐 叶 子 洒 下 斑 驳

的 光 影 。 在 这 里 ，随 处 可 见 三 五 成 群

的年轻人，或漫步街头，或坐在咖啡馆

前的圆桌旁喝着咖啡。复古的啤酒屋

和文创书吧、非遗工坊、涂鸦墙让这条

百 岁 老 街 重 燃“ 烟 火 气 ”成 为“ 网 红 ”，

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作 为 当 地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历 史 文 化

特 色 街 区 之 一 ，新 威 附 路 不 仅 凝 聚 着

城 市 变 迁 的 百 年 记 忆 ，也 成 为 威 海 精

致城市建设下“小而美”理念的生动缩

影。通过“微更新”改造提升，秉持“修

旧如旧”原则，新威附路已成为街区文

化、传统文化和时尚创意相得益彰，集

文 创 咖 啡 、特 色 酒 吧 、创 新 餐 饮 、匠 人

手 作 等 业 态 为 一 体 的 多 功 能 空 间 ，成

为游客打卡的文化新地标。

传承保护 续写老街新故事

前 不 久 ，威 海 市 公 布 了 新 一 批 历

史 建 筑 名 单 ，新 威 附 路 沿 街 建 筑 等 8

处入选。

威 海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绍，威海经历了“英租时期”“解放发

展 ”等 几 次 较 大 的 历 史 变 迁 。 始 建 于

1902 年的新威附路体现了威海的历史

特点，建筑风格多样，如英商别墅宽仁

院、中共威海第一党小组活动旧址、50

年代的船厂旧址、80 年代的陶瓷厂等，

它们寄托着老一辈威海人的记忆。

2018 年 ，威 海 市 启 动 精 致 城 市 建

设，推动一批特色街区改造；2019 年 10

月，威海市发布《发展夜间经济实施方

案》，推 动 13 个 夜 间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集 聚 区 建 设 …… 新 威 附 路 这 条 百 年 老

街的“新故事”也随之正式开启。

为 保 护 和 传 承 老 街 的 历 史 文 化 风

貌 ，提 升 老 街 的 文 化 内 涵 、品 质 和 氛

围 ，当 地 街 道 聘 请 了 清 华 大 学 建 筑 设

计院，以“威海 1902”时光记忆为主题，

对新威附路进行“微更新”改造。

设 计 团 队 负 责 人 邹 晓 霞 说 ：“ 结 合

历 史 场 景 与 当 代 业 态 ，我 们 的 改 造 从

尊 重 保 护 历 史 场 景 出 发 ，整 合 历 史 与

当代业态资源，对建筑风貌进行梳理，

使各个年代的文化记忆落脚在新的空

间形态里，做到和谐共生。”

为 保 护 传 承 街 区 的 百 年 历 史 和 红

色 文 化 ，当 地 曾 成 立“ 街 区 寻 迹 ”工 作

专班，通过查阅党史以及走访船厂、陶

瓷 厂 老 职 工 等 ，进 行 了 为 期 3 个 月 的

调研。街区工作人员介绍：“在走访船

厂、陶瓷厂老职工，查阅党史和相关历

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横纵相

交 、红 色 引 领 ’的 整 体 打 造 思 路 ，由 东

向 西 梳 理 了‘ 刘 公 岛 — 宽 仁 院 — 威 海

卫 第 一 个 党 小 组 活 动 旧 址 ’的 历 史 脉

络，由北向南规划了‘陶瓷文化—红色

文化—船厂文化’的发展方向。”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街区对威海

卫 第 一 个 党 小 组 活 动 旧 址 进 行 了 复

原。复原后的旧址如今已成为 1200 平

方米的“初心·1932”红色印迹馆。展馆

以“星火燎原”为主线，展出历史照片、

书籍、手稿等 200 余件，老物件、艺术品

等 100 余件，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百余场

次，让市民游客在文化体验中，感受峥

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也为这条百年

老街注入了红色胶东文化的精神内核。

营造氛围 催生文化新空间

如 今 的 新 威 附 路 ，常 年 聚 集 着 众

多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传 承 人 ，他 们 不 定

期 开 展 非 遗 、胶 东 民 俗 文 化 等 体 验 活

动 ，为 非 遗 的 传 承 和 保 护 打 开 了 一 个

新 的 窗 口 。 前 不 久 ，山 东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传 统 锔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耿 海 胜 ，在 新 威 附 路 陶 瓷 厂

院内的吉呈轩公益文化空间为孩子们

讲 解 锔 瓷 故 事 ，传 授 锔 瓷 工 艺 。 作 为

吉 呈 轩 公 益 文 化 空 间 的 负 责 人 ，耿 海

胜说：“借助这条老街对青少年群体的

吸 引 力 ，可 以 让 更 多 人 关 注 到 非 遗 的

传 承 。 现 在 ，我 们 每 年 能 接 待 学 生 近

5000 人 次 ，也 吸 引 了 很 多 有 情 怀 的 年

轻人加入传承队伍。”

除 了 传 统 锔 艺 外 ，吉 呈 轩 公 益 文

化空间内还展示着剪纸、鲁绣、木版年

画 、贝 壳 画 等 500 余 件（套）非 遗 作 品 ，

经常开展的手造集市、手工培训、汉服

体 验 等 系 列 活 动 颇 受 市 民 游 客 的 欢

迎 。 学 生 们 在 这 里 可 以 听 介 绍 、逛 展

厅 、玩“ 穿 越 ”、当 学 徒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中，感受多姿多彩的非遗魅力。

威 海 姑 娘 于 嘉 慧 在 新 威 附 路 开 了

一 家“ 胶 馒 青 年 ”伴 手 礼 店 铺 ，她 最 大

的 愿 望 是 向 全 国 推 介 胶 东 的 传 统 面

点。于嘉慧说：“很多年轻朋友在我的

店 里 体 验 到 了 正 宗 的 胶 东 面 点 文 化 。

我 们 用 年 轻 人 喜 欢 的 概 念 、包 装 方 式

来 推 介 胶 东 面 点 ，也 和 这 条 老 街 的 氛

围不谋而合。”

“初心·1932”红色印迹馆则设置了

“ 百 姓 故 事 活 动 基 地 ”“ 青 少 年 研 学 基

地”等实践活动场所，开发了街区共享

空间、街区文创空间等 10 余个功能区，

实现红色历史与街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如 今 ，漫 步 在 新 威 附 路 街 头 ，街 道

两旁的彩绘墙、“微信聊天框”创意涂鸦

等，已成年轻人打卡的标配。“街区 630

余米长的沿街墙体涂鸦均由商户自发

完成。”街区工作人员说，这里的商户和

居民常年开展共绘彩绘墙、彩绘石、街

区花箱小管家等文化共建活动，让街区

在共治、共建、共享中提升艺术气息和

人情味儿，提高旅游吸引力。

精准定位 解锁体验新场景

在 新 威 附 路 街 区 北 起 点 ，一 家 以

品 生 蚝 为 主 题 的 特 色 商 铺 ，白 天 主 营

文创书吧、英式下午茶，晚上经营生蚝

特色简餐、格调酒吧，深受年轻人的喜

爱 。 在 这 里 ，散 发 着 20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老 威 海 ”气 息 的 胡 同 小 馆 、充 满 烟

火 气 的 音 乐 餐 厅 、充 满 异 域 风 情 的 休

闲 小 店 ，为 市 民 游 客 提 供 了 一 种 24 小

时不打烊的休闲生活。

“ 我 们 通 过 文 创 设 计 大 赛 等 宣 传

推广活动，吸引文化人士、文化项目入

驻 街 区 。 为 避 免 同 质 化 ，按 照 业 态 导

入准则，我们引入了包含法国、意大利

等 多 个 国 家 的 异 域 元 素 业 态 ，聚 集 了

文 创 咖 啡 、创 意 鲜 花 等 11 个 大 类 、65

家 文 化 业 态 商 户 。 同 时 ，还 引 入 十 多

家 酒 吧 类 业 态 ，赋 予 夜 生 活 全 新 的 打

开方式。”街区工作人员介绍。

重“面子”，更要重“里子”。城市化

进程中，街区美化既要提升“颜值”，也

要保留街区的“烟火气”，提升街区居民

的获得感。新威附路改造时，为社区居

民打造了六角亭街角公园、口袋公园、

休闲长椅等生活休闲设施，并规范了林

荫停车场，增加沿街停车位 60 余个，一

定程度缓解了街区停车难的问题，丰富

了居民休闲生活的新场景。

留 住 文 化 ，记 住 乡 愁 。 经 历“ 涅 槃

重生”的老街，正以发展、变化、创新为

注脚，酝酿芬芳、热情绽放。

“微更新”唤醒威海百年老街

艺术为媒相知相融 人文对话共情共鸣

□ 本报记者 任 丽

青少年在新威附路吉呈轩公益文化空间体验非遗传统技艺

□ 黎晓倩 文/摄

□ 朱文文 张鑫淼

中医药+旅游 亳州提升中华药都魅力

前 不 久 ，安 徽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发

文 批 复 同 意 设 立 亳 州 中 医 药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 。 该 中 医 药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以谯城区

为 核 心 ，以 中 医 药 文 化 、名 胜 古 迹 等

为 保 护 内 容 ，以 中 医 药 经 典 名 著 、风

俗文化、诊疗技艺以及亳州道地中药

材 、历 史 遗 迹 为 保 护 对 象 ，对 亳 州 中

医 药 文 化 得 以 延 续 的 自 然 与 社 会 环

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近 年 来 ，亳 州 市 始 终 坚 持“ 以 药

立 市 ”，深 入 实 施 中 医 药 振 兴 发 展 行

动 ，全 面 挖 掘 梳 理 中 医 药 文 化 资 源 ，

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传承

精 华 、守 正 创 新 ，着 力 构 建 中 医 药 文

化生态体系，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实现中医药文化可持

续发展和中医药成果全民共享。

聚焦保护传承

千 家 药 企、十 万 药 商、百 万 药 农、

百 万 亩 药 材 …… 走 进 亳 州 ，你 便 会 发

现，中医药文化已渗透这座城市的肌

理。从路上不起眼的路标路牌，到随

处可见的中药店铺与交易市场，再到

广阔无垠的药田，无不彰显着亳州中

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

作 为 中 医 药 文 化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

亳 州 在 明 清 时 期 即 为 全 国“ 四 大 药

都 ”之 首 ，依 托 多 年 中 药 材 种 植 、加

工 、贸 易 的 独 特 优 势 ，从 神 医 华 佗 的

“ 一 块 药 圃 ”到 闻 名 遐 迩 的“ 药 材 之

乡 ”，中 医 药 事 业 薪 火 相 传 、经 久 不

衰。目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传统医

药类非遗代表性项目 25 项，其中省级

传 统 医 药 类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3 项 。

此外，亳州市中医药文化资源保存完

好 ，拥 有 花 戏 楼 、华 祖 庵 等 各 级 文 物

保护单位 227 处。

近 年 来 ，亳 州 市 不 断 加 大 中 医 药

文化保护与传播力度，持续加强中医

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地理

标志产品的宣传推广，支持符合条件

的老字号品牌、独特技艺列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支持道地中药品种提升品

牌影响力。同时，该市还深挖中医药

文化资源潜力，推出“中华药都 养生

体验之旅”等经典中医药健康旅游线

路 ，打 造 华 祖 焖 鸭 、曹 操 鱼 头 等 亳 州

十 大 药 膳 ，推 出 五 禽 戏 传 习 体 验 、华

佗夹脊穴理疗等服务项目，形成了一

批以“食养”“药养”“水养”“体养”“文

养 ”为 特 色 的 中 医 药 健 康 旅 游 品 牌 ，

推 动 中 医 药 文 化 走 向 基 层 、贴 近 大

众。

今 年 以 来 ，亳 州 市 先 后 举 办 了 第

三 届 中 医 药 文 化 传 承 与 技 能 发 展 大

会 、亳 州 芍 药 养 生 文 化 旅 游 节 、2023

年 亳 州 药 市 开 市 大 典 等 系 列 文 化 旅

游活动，不仅让城市品牌与知名度显

著提升，而且有效增强了亳州中医药

文化的对外影响力。

“ 对 于 亳 州 ，中 医 药 文 化 既 是 城

市底色，亦是发展底色。”亳州市文化

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秀忠介

绍，以中医药为媒介，通过以文塑旅、

以 旅 彰 文 ，亳 州 市 不 断 深 化 文 旅 融

合，推动文旅资源“走出去”，项目、客

源“引进来”，在扩大亳州中医药文化

影 响 力 、传 播 力 的 同 时 ，引 领 文 旅 产

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融入现代生活

如 何 让 中 医 药 文 化 联 系 古 今 、沟

通时代，永葆生命活力？亳州给出的

答 案 是 ：创 新 时 代 表 达 ，让 中 医 药 文

化融入现代生活。

走 进 国 家 级 旅 游 休 闲 街 区 亳 州

北 关 历 史 街 区 ，中 医 药 老 字 号 承 庆

堂 、养 化 堂 、恒 方 堂 等 匾 额 在 一 众 店

铺中格外引人注目。步入其中，古色

古香的装修与中医药柜相得益彰，袅

袅药香萦绕其间，沁人心脾。

老 字 号 承 庆 堂 以 经 营 丸 散 膏 丹

起 家 ，其 膏 方 熬 制 经 过 清 水 浸 材 、烈

火 煎 沸 、文 火 久 熬 等 9 道 工 艺 ，口 感

不苦，深受患者欢迎，至今已传承 133

年。

近 年 来 ，随 着 亳 州 北 关 历 史 街 区

文旅业态日益完善、品牌影响力不断

彰显，来此寻访承庆堂的市民游客与

日俱增。为满足市场消费需求、提高

生产效率，承庆堂在继承传统工艺的

基础上，创新研发出一整套标准化膏

剂制作技艺，在一些传统养生药方的

基础上开发了系列旅游商品、养生食

品等。

“‘ 中 医 药 +旅 游 ’激 发 了 老 字 号

企业的创新活力，为我们提供破圈发

展的新思路，也让中医药文化在新时

代 焕 发 生 机 。”承 庆 堂 第 四 代 传 承 人

李正风介绍，如今越来越多像承庆堂

一 样 的 中 医 药 老 字 号 企 业 开 始 创 新

生 产 工 艺 ，建 起 现 代 化 生 产 加 工 车

间，着力开发具有药都特色的旅游商

品 、中 医 药 膳 和 养 生 食 品 等 ，走 出 一

条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多元化的

发展之路。

不 仅 如 此 ，亳 州 在 大 力 推 动 中 医

药创新发展的同时，还给中医药加载

了 流 量 密 码 。 在 前 不 久 举 行 的 第 十

四 届 中 国（合 肥）国 际 园 林 博 览 会 亳

州园内，口感清凉的中医药本草冰激

凌 和 芳 香 浓 郁 的 亳 州 养 生 花 草 茶 迅

速走红，中医药文化与时尚的创意融

合让游客眼前一亮，争相尝鲜体验。

“ 花 草 茶 、冰 激 凌 的 这 波 跨 界 融

合 潮 ，让 我 非 常 惊 喜 ，感 受 到 中 医 药

文 化 的 创 新 活 力 。”来 自 合 肥 的 游 客

宋 雪 说 ，她 非 常 喜 欢 这 款 花 草 茶 ，品

茶的同时还能喝出健康，非常符合年

轻人追求健康饮食的消费需求。

花 草 茶 在 亳 州 已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重要产业。目前，全市共有花草茶企

业 932 家 ，从 业 人 员 超 10 万 人 ，年 产

值 100 多亿元。

赋能旅游发展

游 客 在 旅 游 过 程 中 还 能 享 受 中

医会诊服务是种什么体验？今年“双

节 ”期 间 ，来 自 宿 州 的 游 客 王 女 士 在

游览亳州养生会客厅时，就体验了一

次中医 AI 健康云诊服务。

走 进 会 客 厅 二 楼 的 亳 州 养 生 品

牌体验示范基地，市民游客只要上传

一 张 舌 头 的 照 片 到 中 医 AI 健 康 云 诊

服务平台，就可大致判断出自己的身

体状况。

“ 实 在 太 神 奇 了 ！ 中 医 药 文 化 与

旅 游 、科 技 的 结 合 ，不 仅 让 旅 途 更 具

参与感，也让文化传承更具趣味性。”

王 女 士 说 ，现 场 还 可 以 免 费 品 尝 药

膳、体验中医按摩和理疗。

亳 州 养 生 会 客 厅 共 3 层 ，首 层 以

养生文化展示和产品销售为主，分别

为 花 草 茶 体 验 展 区 、药 膳 展 区 、推 拿

按摩展区、非遗展区以及品牌产品热

卖区，二楼打造的是养生品牌样板示

范区和培训实训区，三楼是养生品牌

企业办公区。会客厅自试运行以来，

不 仅 成 为 亳 州 对 外 展 示 养 生 和 中 医

药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成为游客来亳

州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亳 州 养 生 会 客 厅 是 亳 州 中 医 药

文化赋能旅游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如 今 ，亳 州 市 大 力 推 动 中 医 药 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持续加大中医药

保护重点载体和平台建设，建成华佗

中 医 药 博 物 馆 、华 佗 百 草 园 、亳 药 花

海休闲观光大世界、亳州数字非遗馆

等 一 批 中 医 药 文 化 场 馆 、景 区 ，修 缮

保 护 了 花 戏 楼 、华 祖 庵 、北 关 历 史 街

区 等 与 中 医 药 文 化 关 联 性 强 的 文 物

古迹，让市民游客深度了解亳州中医

药文化历史。

“ 亳 州 中 医 药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 的

设立，既是对亳州中医药文化传承创

新发展的有力推动，也是亳州全力打

造文化旅游强市、世界中医药之都的

重 要 体 现 。”张 秀 忠 介 绍 ，下 一 步 ，亳

州 将 加 大 中 医 药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和 传

播推广力度，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

民 教 育 ，融 入 生 产 生 活 ，促 进 中 医 药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为 中

医药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

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华佗百草园景区 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供图

默剧表演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库利塞克（右前）在西安永兴坊进行惠民巡演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