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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一 年 赏 樱 季 ，云 蒸 霞 蔚 遍 飞

花 。 大 江 大 湖 边 的 武 汉 ，早 樱 初 绽 、

晚 樱 含 苞 ，万 余 株 樱 花 接 力 绽 放 弥 漫

成 绚 烂 的 花 海 ，“ 樱 花 之 城 ”成 为 武 汉

文 旅 名 片 。 3 月 18 日 ，由 湖 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主 办 的 2025“ 相 约 春 天 赏 樱

花 ”知 音 湖 北 赏 花 游 活 动 在 武 汉 东 湖

樱 园 启 动 。 一 朵 花 可 以 让 人 想 起 一

座 城 ，当 武 汉 换 成 粉 色“ 皮 肤 ”，就 成

了 一 座 被 繁 花 浸 润 的 诗 意 之 城 。 樱

花 这 一“ 超 级 符 号 ”也 在 聚 拢 文 旅 消

费 势 能 ，让 武 汉 的 春 日 经 济 更 显 生 机

勃 勃 。

城市与花浪漫“绑定”

三 月 的 武 汉 ，空 气 里 都 裹 着 樱 花

的 甜 香 和 浪 漫 。 网 上 有 个 流 传 的 段

子：樱花盛放时，武汉大学一位老师在

课上讲解《楚辞》时笑眯眯地对着台下

的 学 生 们 说 ，快 逃 课 、快 逃 课 ，如 果 樱

花 常 开 ，如 果 生 命 常 在 ，那 么 两 厢 邂

逅 时 就 不 会 如 此 动 人 情 怀 。 3 月 19

日 ，武 汉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推 出 的 赏 樱

直播就在赏樱地“顶流”武汉大学里进

行 ，浪 漫 樱 花 与 百 年 学 府 相 遇 ，是 美

景 ，也 是 青 春 芳 华 。 武 汉 大 学 教 师 陈

铭提到，樱花热烈而短暂，正如青春一

样 。 当 樱 花 开 满 珞 珈 山 时 ，樱 花 树 下

不 发 生 一 点 校 园 爱 情 故 事 ，那 大 学 时

光是不完整的。

正 因 为 樱 花 短 暂 而 美 好 ，也 就 有

了 那 么 多 游 客 在 三 月 赴 一 场 和 武 汉 的

约 会 。 最 近 ，东 湖 樱 花 园 的 游 客 特 别

多 ，其 中 也 不 乏 入 境 游 客 。 作 为 世 界

三 大 赏 樱 胜 地 之 一 ，东 湖 樱 花 园 栽 种

了 万 余 株 樱 花 树 ，包 含 染 井 吉 野 、大

岛 、关 山 、八 重 红 枝 垂 、雨 晴 垂 枝 等 80

多 个 优 良 樱 花 品 种 和 全 国 罕 见 的“ 郁

金”“御衣黄”等绿樱品种。

“其 实 樱 花 不 仅 盛 开 在 武 汉 大 学、

武 汉 各 大 公 园 ，人 们 在 很 多 路 上 也 能

欣 赏 到 樱 花 ，那 种 不 经 意 的 浪 漫 让 人

心生喜悦。”武汉市民冯静向记者推荐

了 东 四 路 上 成 片 如 云 似 霞 的 樱 花 ，在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中 樱 染 井 吉 野 和 晚 樱 关

山 樱“ 双 樱 ”同 框 ；西 北 湖 绿 化 广 场 今

年 有 成 片 的“ 水 上 樱 花 ”；在 江 汉 区 西

北湖广场，游客可以晚间欣赏到夜樱，

灯 光 映 衬 下 的 樱 花 颇 为 梦 幻 ；洪 山 区

的大黄村公交车站，被网友誉为“武汉

最美樱花公交站”。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为 了 让 慕 名 而 来

的 游 客 兴 尽 而 归 ，大 黄 村 公 交 站 升 级

改造为“樱花站台”。车站设计了花瓣

状 玻 璃 顶 棚 ，巧 妙 构 成 了 观 赏 樱 花 美

景的取景框，等车间隙，人们抬头就能

赏 樱 花 ，镜 头 中 的 花 和 赏 花 人 的 心 情

都是那么美丽。

江 城 何 处 不 飞 花 。 3 月 1 日 ，武 汉

市发布 2025 年最新赏樱地图。据不完

全 统 计 ，全 市 公 园 景 区 和 道 路 共 有 赏

樱点 221 处，其中种有百株以上樱花的

樱 花 林 有 81 处 。 日 前 ，武 汉 文 旅 集 团

与 武 汉 公 交 集 团 联 手 推 出 武 汉 文 旅 城

市 环 游 巴 士（樱 花 专 线），为 游 客 带 来

流动的赏樱盛宴。

不期而遇粉色惊喜

当 整 座 城 市 成 为 樱 花 盛 放 的 舞

台 ，游 客 就 有 了 许 多 不 期 而 遇 的 惊

喜 。 武 汉 是 一 座 江 城 ，江 滩 是 美 丽 的

风 景 线 。 三 月 的 江 城 亦 是 花 城 ，从 天

津 路 闸 口 进 入 汉 口 江 滩 ，便 能 与 成 片

的 樱 花 相 遇 。 巨 型 充 气“ 樱 花 ”装 饰

了 三 阳 门 和 江 汉 门 ，现 场 精 心 设 计

“ 樱 澜 江 韵 ”等 樱 花 打 卡 点 和 美 陈 装

置 ，将 春 天 浪 漫 的 氛 围 感 拉 满 。 沿 着

江滩漫步，还设有粉色樱花邮局，等待

着 游 客 将 这 份 春 日 的 美 好 和 诗 意 寄 送

到远方。

东 湖 樱 花 园、武 汉 大 学 校 园、青 山

公 园 、江 汉 路 等 全 市 10 个 最 美 樱 花 观

赏 地 设 置 临 时 樱 花 邮 局 ，每 个 场 景 配

置 一 枚 专 属 樱 花 纪 念 章 。 游 客 不 仅 可

以 参 与 集 章 、选 购 各 种 特 色 精 美 的 樱

花季限定产品，还可以参加春日来信、

投壶、祈福、汉服打卡等趣味性活动。

以 樱 为 媒 ，以 江 为 景 ，武 汉 搭 建 起

浪 漫 樱 花 舞 台 。 樱 花 季 期 间 ，汉 口 江

滩 、东 湖 樱 花 园 等 每 周 将 呈 现 不 同 文

化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樱花仙子巡游、

樱花市集、音乐会、变脸表演等有趣活

动持续上新。

奔 跑 着 可 以 感 受 这 座 长 江 边 樱 花

之 城 的 脉 动 。 最 让 跑 步 爱 好 者 韦 军 翔

羡慕的是 3 月 23 日参加 2025 武汉马拉

松赛的跑友，“一签难求！”韦军翔说，武

汉马拉松赛道横跨“一城两江三镇四桥

五湖”，被称为“最美赛道”。据组委会

消息，今年武汉马拉松的樱花含量再次

升级，赛道樱花打卡点位超 27 处。

与 往 年 不 同 的 是 ，武 汉 多 个 赏 樱

地今年将赏花活动与 AI（人工智能）结

合 。 日 前 ，堤 角 公 园 内 迎 来 了 一 位 超

人 气“明 星 ”—— 宇 树 科 技 研 发 的 人 形

机器人。它会挥手、比心，配合游客拍

照 ，偶 尔 还 会 驻 足 仰 视 枝 头 优 美 的 樱

花。“你为什么来这里赏樱？”面对游客

提 问 ，机 器 人 思 考 几 秒 后 回 答 ：“ 我 听

说 堤 角 公 园 是 武 汉 十 大 必 打 卡 赏 樱 胜

地 之 一 ，这 里 有 22 个 品 种 、共 计 1300

多株樱花树，一定美得让人心醉，我当

然要来看看啦！”

“蒜鸟蒜鸟”会心一笑

如 果 要 选 择 春 天 里 最 浪 漫 的 视 觉

符 号 ，樱 花 可 能 是 春 季 最 有 颜 值 的 流

量 担 当 。 樱 花 的 颜 值 优 势 ，激 发 了 人

们 的 喜 爱 之 心 ，购 买 代 表“ 美 ”的 樱 花

周边产品，也是人们热爱生活的表达。

在 黄 鹤 楼 、昙 华 林 等 景 区 文 创 店

内 ，樱 花 书 签 、樱 花 古 韵 旋 转 灯 、樱 花

香 氛 礼 盒 等 樱 花 主 题 文 创 美 不 胜 收 ，

最 吸 睛 的 是 一 款 樱 花 色 黄 鹤 楼 夜 光 冰

箱 贴 。 光 影 流 转 间 ，“ 黄 鹤 楼 ”内 温 暖

的 灯 光 投 射 出 樱 花 的 图 案 ，游 客 可 以

把关于武汉旅游的美好记忆带回家。

赏 樱 热 带 动 了 旅 拍 热 。“旅 拍 行 业

非 常 赶 季 节 ，工 作 状 态 基 本 随 着 城 市

旅 游 热 潮 而 变 化 ，每 年 樱 花 盛 开 的 季

节，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向武汉，这也是

我们工作最忙、收入最多的时候，汉服

租赁和樱花主题写真最受欢迎。”东湖

樱 花 园 附 近 约 拍 工 作 室 负 责 人 王 先 生

说，“希望拍出来的照片能记录游客的

好心情、武汉的好风景”。

除 了 樱 花 雪 糕 ，今 年 来 武 汉 赏 樱

的 游 客 还 爱 上 了 一 款 五 彩 缤 纷 的 樱 花

糖，举着樱花糖对着樱花拍照，如同记

录 下 春 天 流 淌 在 阳 光 照 射 的 樱 花 树

上 。 有 游 客 说 ，“ 我 买 的 不 是 樱 花 ，而

是春天的味道。”

湖 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宣 传 推 广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提 到 ，要 说 最 近 武 汉 赏 樱

季 的 樱 花 周 边“ 顶 流 ”，那 便 不 得 不 提

一 款 名 为“ 蒜 鸟 ”的 毛 绒 玩 具 ，新 近 推

出 的 樱 花 限 定 版“ 蒜 鸟 ”更 是 被 游 客

追 捧 。“ 大 蒜 ”头 、圆 滚 滚 的 身 子 、呆 萌

的 表 情 ，捏 一 捏 它 的 肚 子 ，就 能 奶 声

奶 气 地 说 出 流 利 的 湖 北 武 汉 话“ 蒜

鸟 、蒜 鸟 ”最 近 还 加 了 一 句 话“ 都 不 容

易 ”……“ 蒜 鸟 ”是 武 汉 方 言“ 算 了 ”的

谐 音 ，意 思 是 别 计 较 、放 宽 心 ，“ 蒜 鸟 ”

因 而 被 网 友 戏 称 为“ 武 汉 和 平 鸟 ”。

在 陈 铭 看 来 ，武 汉 人 性 格 豪 爽 大

气 ，又 很 细 腻 ，懂 得 体 谅 。“ 蒜 鸟 ”是 对

武 汉 这 座 城 市 性 格 的 生 动 诠 释 。 对 游

客 来 说 ，这 份 独 属 于 武 汉 樱 花 的“ 蒜

鸟”，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当武汉换上粉色“皮肤”

平 平 无 奇 的 墙 面 绘 上“ 南 昌 ”“ 南

宁”“武汉”等城市的名称大字后，就成

为市民游客排队打卡的“景点”——因

一面墙赴一座城也成为各大社交媒体

平 台 上 的 热 点 话 题 ，有 博 主 在 大 字 墙

打 卡 攻 略 中 详 细 介 绍 最“ 出 片 ”的 时

间、角度、穿搭、道具……近年来，各地

吸 引 流 量 和 人 气 的 玩 法 、招 数 总 是 层

出 不 穷 ，不 少 城 市 因 创 意 十 足 的 打 卡

墙而“墙”势出圈。这些打卡墙是视觉

艺术的呈现、城市创意的展示，也是文

化特色和城市包容性的体现。

广 西 南 宁 朝 阳 商 圈 百 货 大 楼 外 墙

上，白底红字的“南宁”格外醒目，来自

玉林的游客刘女士因在社交平台上刷

到 这 个 新 晋 打 卡 点 ，专 门 过 来 打 卡 拍

照 。 除 此 之 外 ，在 南 宁 的 内 街 文 化 创

意 园 、中 山 路 万 象 汇 等 地 的“ 南 宁 ”大

字墙，建政路的“建政”大字墙等，带着

城 市 地 名 元 素 的 创 意 打 卡 墙 前 ，总 聚

集着排队等候拍照的市民游客。游人

与 创 意 墙 绘 的 合 照 ，也 成 为 城 市 景 观

的一部分。

湖 北 武 汉 黄 鹤 楼 旁 的 鼓 楼 洞 景 点

驿 站 近 日 也 新 增 了 一 处“ 哪 吒 ”红 墙 ，

墙 上 绘 着“ 武 汉 ”两 个 大 字 ，以 及 电 影

《哪 吒 之 魔 童 闹 海》（以 下 简 称《哪 吒

2》）中哪吒、敖丙、太乙真人、申公豹等

神 话 人 物 形 象 。 驿 站 项 目 经 理 介 绍 ：

“武汉正值樱花季，这里距离黄鹤楼一

步 之 遥 ，是 最 能 展 现 武 汉 城 市 形 象 的

地 方 。 打 造 哪 吒 墙 ，一 方 面 是 希 望 支

持 和 宣 传 国 产 动 漫 ，另 一 方 面 是 这 些

墙 绘 内 容 可 以 引 起 全 球 游 客 的 共 鸣 ，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打 卡 墙 的 出 现 也 让 青 岛 的 老 城 区

“ 潮 ”出 圈 。 在 市 南 区 的 小 红 楼 美 术

馆 ，壁 画 师 任 浩 用 时 4 天 ，以 电 影《哪

吒 2》为 灵 感 ，绘 制 了 一 幅 长 8 米 、高 3

米 的 壁 画 。 电 影 中 的 人 物“ 哪 吒 ”和

“ 敖 丙 ”跃 然 墙 上 ，市 民 游 客 纷 纷 驻 足

观 赏 ，拍 照 打 卡 。 游 客 黄 女 士 在 青 岛

旅 行 时 ，恰 好 在 网 上 刷 到 这 处 创 意 墙

打 卡 点 ，就 忍 不 住 过 来 看 看 ：“ 在 老 城

区散步，有一种闲散慵懒的松弛感，创

意墙为城区增添了一份趣味性。”

颇 具 创 意 地 将 方 言 融 入 打 卡 墙 ，

也体现了城市的特色。在重庆市九龙

坡 区 盘 龙 正 街 ，一 面 装 饰 着 重 庆 方 言

的 墙 吸 引 了 许 多 市 民 和 游 客 的 关 注 。

墙 上 写 了 各 种 有 趣 的 重 庆 方 言 词 汇 ，

如“ 千 翻 ”“ 打 黑 猫 ”“ 雄 起 ”“ 吹 垮 垮 ”

等 。 过 往 的 行 人 和 游 客 停 下 来 拍 照 ，

还认真地跟着墙上的方言学习。许多

市 民 认 为 ，这 面“ 换 装 ”的 墙 让 原 本 光

秃 秃 的 墙 壁 充 满 了 文 化 气 息 ，也 让 城

市变得更加有趣。

大 字 墙 成 为 城 市 热 门 打 卡 点 ，为

城 市 带 来 了 人 气 和 流 量 。“ 我 们 打 造

‘ 南 宁 ’创 意 墙 面 和 装 饰 的 初 衷 ，是 希

望 年 轻 人 能 直 观 感 受 南 宁 气 息 ，让 这

面墙能成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南

宁 市 内 街 文 化 创 意 园 运 营 经 理 滕 静

说，现在许多人提起内街，就会想到这

些 创 意 打 卡 墙 。 市 民 游 客 在 此 拍 照 ，

也提升了内街的人气。

在 业 界 专 家 看 来 ，融 入 多 种 元 素

的 打 卡 墙 是 城 市 创 意 设 计 不 断 更 新

的体现，也彰显了城市的包容性。

北京 第 二 外 国 语 学 院 教 授 吴 丽 云

认 为 ，打 卡 墙 有 利 于 传 播 城 市 文 化 、

塑 造 城 市 形 象 。“ 创 意 墙 各 具 特 色 ，从

内 容 上 看 有 城 市 名称、特色小吃、方言

等 多 种 主 题 ，这 是 城 市 文 化 的 生 动 表

达 。 游 客 在 城 市 旅 行 时 打 卡 创 意 墙 ，

对这座城市就有了更深刻的记忆。”

吴 丽 云 也 认 为 ，这 种 充 满 趣 味 性

的 表 达 方 式 ，也 拉 近 了 一 座 城 市 和 年

轻群体的距离。“创意墙作为一个网红

打卡点，契合了年轻人拍照打卡、记录

生活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需求。打

卡墙营造出来的时尚、潮流的氛围，也

可以让年轻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和 亲 切 感 ，很 好 地 体 现 出 一 座 城 市 的

开放和包容。”

创 意 墙 可 以 为 城 市 景 观 设 计 起 到

画 龙 点 睛 的 作 用 、为 城 市 空 间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然 而 ，也 有 专 家 提 醒 ，千 篇 一

律 ，缺 乏 个 性 、地 域 性 和 原 创 性 的 墙

面，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那么，城

市应如何作好“墙上美学”的文章呢？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旅 游 学 院 教 授 郑 群

明 认 为 ，若 想 要 强 化 大 众 对 城 市 形 象

的 认 可 和 记 忆 ，还 是 应 该 根 据 城 市 自

身 特 色 ，充 分 挖 掘 历 史 、文 化 内 涵 ，从

城市街道和街面形象的层面考虑进行

规 划 设 计 ，并 且 结 合 城 市 特 色 建 筑 打

造 一 体 化 场 景 和 公 共 空 间 ，构 建 兼 具

文 化 深 度 与 创 新 张 力 的 城 市 地 标 体

系。

吴 丽 云 建 议 ，为 避 免 打 卡 墙 千 篇

一 律 ，可 以 在 文 字 的 排 版 设 计 上 有 所

创 新 ，同 时 ，也 可 以 将 夜 间 光 影 设 计 、

触 摸 发 声 设 计 融 入 其 中 ，绚 烂 的 色 彩

和 有 声 的 互 动 ，也 会 给 游 客 带 来 不 一

样的打卡体验。

“ 城 市 相 关 公 共 服 务 管 理 部 门 可

以 请 一 些 高 校 学 生 、艺 术 爱 好 者 加 入

城 市 的 墙 面 设 计 ，也 可 以 邀 请 游 客 加

入 共 创 设 计 ，或 许 来 自 多 方 的 灵 感 碰

撞 ，又 会 带 来 许 多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的 惊

喜。”吴丽云说。

高 亢 嘹 亮 的 旋 律 响 起 ，陕 北 民 歌

《天 边 的 呼 唤》拉 开演出的序幕，远道

而 来 的 艺 术 家 们 原 汁 原 味 地 演 绎 了

《十送红军汉中情》《薅秧情歌》等陕南

民歌，著名歌唱家阎维文应邀演唱保

留曲目《母亲》，将演出推向高潮……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民歌地图——

跟着民歌去旅行》（汉中篇）陕南民歌

推广音乐会上，中 央 民 族 乐 团 突 破 常

规 合 唱 专 场 单 曲 结 构 模 式 ，创 新 性

地 划 分 出“ 歌 声 的 邀 请 函 ”“ 曲 调 的

日 记 本 ”“ 风 味 的 散 文 诗 ”“ 沉 浸 的 风

情 画 ”四 个 篇 章 ，带 观 众 开 启 了 一 场

奇 妙 的 音 乐 之 旅 ，用 民 歌 勾 勒 出 祖

国 辽 阔 版 图 上 的 历 史 之 美 、山 河 之

美 、文 化 之 美 。

“民歌地图”定格汉中

民 歌 是 山 河 血 脉 里 流 淌 的“ 诗

歌 ”，也 是 一 个 地 域 的“ 声 音 档 案 ”。

“ 风 味 的 散 文 诗 ”篇 章 以“ 汉 水 谣 音

巴 山 回 响 ”为 主 题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的

艺 术 家 们 携 手 汉 中 歌 唱 家 共 同 演 绎

了全新编创的《十送红军汉中情》《薅

秧情歌》等陕南民歌。

全 新 编 创 的《十 送 红 军 汉 中 情》

将 原 曲 的 真 挚 与 深 情 烘 托 得 更 加 炙

热 ；《薅 秧 情 歌》俏 皮 得 恰 到 好 处 ，纯

真中带着几分直率，映衬汉水流域独

特 的 山 水 风 情 与 灵 秀 气 质 ；《秦 巴 号

子》将陕南的山歌与劳动号子编织于

一曲之中，几分摇滚的曲风从歌声中

溢 出 …… 这 一 篇 章 中 还 穿 插 着 两 首

原生态民歌，将道地的“陕南味儿”完

美诠释，展现出陕南民歌文化的厚重

历史和人文底蕴。

谈 及 编 创 的 灵 感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青年作曲家、《跟着民歌去旅行》音乐

总 监 赵 泽 明 坦 言 ，他 也 是 在“ 跟 着 民

歌 去 旅 行 ”中 找 到 的 。“ 曾 经 ，我 也 是

闷在团里，拼命想如何用精致的写法

和 技 巧 装 点 脍 炙 人 口 的 旋 律 ，用‘ 国

家 队 ’的 艺 术 功 底 提 升 作 品 的‘ 艺 术

境界’，却没从观众的角度去想想，今

天 他 们 需 要 听 什 么 样 的 民 歌 。 直 到

时 任 团 长 赵 聪 点 醒 我 ，‘ 多 出 去 走 走

看 看 ，说 不 定 就 有 想 法 了 ，就 当 跟 着

民歌去旅行了呗！’”

随 后 的 半 年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的 创

作小组去了好多地方，并在当地寻找

最有口碑的民歌手或传承人，听他们

唱老乡们最爱听的民歌，逐渐找到音

乐创作的感觉。2024年，赵泽明和团队

伙伴深入陕南采风，编创完成此次演出

的几首曲目，让这张“民歌地图”定格汉

中，用民歌为汉中文化写下注脚。

“陕 南 民 歌 是 陕 南 地 域 特 色 和 汉

中文化的一种展现，这次能把地方民

歌和家乡文化带到首都北京，我觉得

非常荣幸。”在本次音乐会上登台的陕

南（镇巴）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彭光琴告

诉记者，“接下来，我要继续把地方文

化挖掘好、把民歌唱好。同时，欢迎更

多的朋友来到我的家乡汉中，感受山

清水秀的陕南，听听我们的民歌。”

“民歌旅行”继续出发

演 出 的 最 后 一 个 章 节 中 ，《山 歌

好 比 春 江 水》《阿 里 郎》《凤 阳 花 鼓》

《达 坂 城 姑 娘》《阿 里 山》…… 一 首 首

脍炙人口的歌曲响起，中央民族乐团

的艺术家们分成男女两队轮流演唱，

现 场 PK，观 众 一 边 大 声 合 唱 ，一 边 用

掌声为支持队伍“投票”，现场气氛非

常热烈。跟随民歌，观众也开启了云

游 模 式 ，从 广 西 到 安 徽 ，从 山 西 到 新

疆，遍览祖国大好河山。

在 观 众 的 掌 声 与 欢 呼 声 中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青 年 指 挥 王 冠 人 带 领 合 唱

队 返 场 为观众带来《回娘家》《世界赠

予我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三

首歌曲，一曲欢笑一曲柔情一曲温暖，

观众也纷纷与台上艺术家互动……音

乐 会 主 持 人 张 泽 群 直 言 ，“ 这 是 我 看

过最欢乐的一次演出。”

“ 第 一 次 在 中 国 看 到 民 歌 演 出 ，

非 常 激 动 。 因 为 我 非 常 喜 欢 听 中 国

的民歌，也非常喜欢唱。”来自中国传

媒 大 学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留 学 生 刘 陈 凰

对湖北民歌《龙船调》改编的合唱《青

青 恋 曲》印 象 深 刻 ，还 现 场 加 入 大 合

唱。“我来中国的时间很短，去过的中

国 城 市 非 常 少 ，看 了 这 场 演 出 ，对 陕

南 民 歌 、文 化 都 产 生 了 兴 趣 ，希 望 有

机会能到汉中去旅游。”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副 团 长 唐 峰 介

绍 ，《跟 着 民 歌 去 旅 行》汉 中 篇 的 开

幕 意 味 着 中 央 民 族 乐 团《中 国 民 歌

地 图》系 列 合 唱 音 乐 会“ 央 地 合 作 ”

模 式 的 开 启 以 及 文 旅 融 合 的 深 化 ，

接 下 来，《跟着民歌去旅行》还将助力

广西民歌大会暨“四季村歌”活动，并

将持续与地方合作，整合梳理各地民

歌 文 化 资 源 ，共 同 绘 制 一 幅 更 加 完

整、立体、丰满的“民歌地图”。

开启“民歌+”旅游探索

“ 汉 中 是 一 片 古 老 而 神 奇 的 土

地 ，承 载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刘

邦在此挥剑开创汉室基业，张良运筹

帷幄决胜千里，孔明羽扇轻摇三分天

下定乾坤，张骞持节远行开辟丝绸之

路 连 接 东 西 ……”演 出 开 始 前 是 汉 中

文旅推介会，当地文旅代表热情洋溢

地向观众介绍汉中的历史文化、旅游

资源，展示这座生态城市的魅力。

记 者 在 活 动 现 场 看 到 ，汉 中 文 旅

部 门 带 来的“三秦四季·真美汉中”图

片展和“遇见汉中·非遗焕新”非遗展，

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 汉 中 藤 编 ，可 以 说 是 万 物 皆 可

编。”在汉中藤编展台，汉中藤编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良顺指着展品说，

藤 编 工 艺 繁 复 ，大 到 户 外 景 观 装 置 、

各式家具，小到扇子、藤包都能编。

在 展 台 ，工 作 人 员 现 场 展 示 竹 编

技艺，吸引不少观众拍照打卡。带孩

子 一 起 来 看 演 出 的 杜 先 生 特 意 买 了

一把熊猫图案的扇子，给女儿留作纪

念 。“ 在 音 乐 厅 展 示 非 遗 项 目 的 创 意

特别好，让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来自

陕南的民族音乐，还可以把秦巴文化

带回家。”杜先生告诉记者，他还没去

过 汉 中 ，“ 但 听 了 歌 ，买 了 纪 念 品 ，现

在更多了一份向往”。

在 宁 强 羌 绣 展 台 ，年 轻 姑 娘 小 郑

正 在 汉 中 市 宁 强 县 省 级 非 遗 羌 绣 传

承人王小琴的指导下，体验羌绣荷包的

制作。“第一次了解羌绣，绣品非常精

美，互动体验感也很好，最后还得到了

自己绣的小香包作为纪念，真不错！”

2008 年 ，宁 强 县 被 国 家 设 为“ 羌

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羌族刺绣

在 当 地 妇 女 间 的 口 传 心 授 中 不 断 发

展创新。如今，古老的羌族刺绣工艺

被 融 入 服 饰 、床 品 、鞋 帽 、手 包 ，这 门

手 艺 也 成 为 宁 强 妇 女 们 脱 贫 致 富 的

职业技能。

45 岁 的 王 小 琴 成 立 了 羌 州 绣 娘

文化有限公司，从事羌绣的传承保护、

设计研发和加工生产，带动当地妇女

灵活就业。王小琴告诉记者，非遗的

魅力，正在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希望

羌绣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了解，羌绣品

牌越来越年轻化、日常化，让我们的羌

文化能更好地融入年轻人的生活。”

“墙”势出圈 不止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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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 燕

武汉东湖樱花园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南昌打卡墙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观众体验汉中非遗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