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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与中亚的渊源，当然要
提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2014年 6
月 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
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
遗产名录。此项目涉及33处具有代表
性或独特性的遗址遗迹。33处遗产点
中，中国段有 22 处，分布在甘肃、陕
西、河南、新疆四省区分别是：汉魏洛
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
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
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张骞墓、唐
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
兴教寺塔、彬县 (今彬州市)大佛寺石
窟；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麦积山
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高昌
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峰燧、克
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北庭故城
遗址。

陕西省7处遗产点中，有5处就在
西安，它们也是西安旅游不可错过的打
卡之地。其中，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位
于西安市未央区，是西汉王朝的都城遗
址，见证了汉民族和汉文化形成和发展
过程。汉长安城遗址城垣内面积约36
平方公里，功能齐全，布局严谨。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
新城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大明
宫遗址平面大致呈南北走向长方形，占
地面积约3.4平方公里。其宫殿建筑群
遗存见证了东方农耕文明发展、大唐的
文明水平及其礼制文化特征。

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大慈恩寺内，
又名“慈恩寺塔”，始建于唐永徽三年，
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
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和舍利而主持
修建的七层佛塔。大雁塔是古代印度
佛塔建筑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融合的
重要范例，也是中国古代仿木结构楼
阁式砖塔的典范，完整保留了唐代佛
塔宏伟壮观的风格。

小雁塔位于西安市南门外1.5公里
荐福寺遗址内，本名“荐福寺塔”。塔

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是为存放唐代
高僧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卷、
供奉佛舍利而建。小雁塔密檐砖佛塔
的建筑形式，是印度佛塔传入中国长
安地区早期的珍贵例证，集中体现了
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现存的唐代
建筑小雁塔是西安博物院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荐福寺明清古建筑群、博物馆
以及文化园林景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
城市博物馆。这里的唐传长安古乐，是
唯一被组合列入该项世界文化遗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也是“丝绸之
路”世界文化遗产唯一活态化传承地。

兴教寺位于西安市城南约20公里
的少陵原畔，又称“大唐护国兴教寺”，
建于唐总章二年，是唐代著名的高僧
玄奘法师的遗骨安葬之地。兴教寺塔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塔，展现
了佛教沿丝绸之路传至长安后的发展
及其影响。

近 日 ，由 广 州 市 文
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
州茶文化促进会承办的
2023“广州大茶会”作为
第三十一届广州国际旅
游展上的特色专区，将
品茶叹茶、岭南茶风展
演秀、中式茶歇文化体
验、亲子识茶比赛、品茶
达 人 挑 战 赛 等 串 联 一
席，联动全城具代表性
的特色茶馆、茶楼、茶空
间，呈现了一场立足广
州、放眼未来的高颜值
国际茶会，吸引了别样
的目光。

如业界所说：“广州
大茶会”展示了共品共
享的广式茶文化内涵，
呈现了广州深厚的叹茶
文化和茶商业文明。

“ 广 州 是 中 国 茶 味
最浓的城市，也是茶文
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广
州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黄
波对记者直言，茶文化
是广州不可忽视的一项
宝贵文旅资源，已成为
广州建设大湾区文化中
心和国际历史文化名城
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 史 上 ，广 州 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要 港
口，中国各色好茶集聚
于 此 ，外 销 至 世 界 各
地。历经千年流转，广
州仍是我国目前最大的
茶叶集散地，是名副其
实的世界茶都。

得益于数百年来早
茶习俗的盛行，广州人
的叹茶已不仅仅是家长
里短的感情倾诉，还是交
换信息、洽谈生意的社交
方式。“叹茶”的情趣和心
境，非“老广”不能尽数体
会，“广府叹茶”成为广州
乃至广东与其他城市和
地区极具差异化的城市
生活标签。

如 今 ，全 国 游 客 都
想到“陶陶居”“点都德”
打卡，广州叹茶声名远
扬，茶文旅消费和广式
茶文化服务体验也逐步
成为新的消费趋势与热
点。在黄波看来，基于
浓厚的茶文化基因和广
州茶文旅融合的优势，
或可像淄博烧烤一样，
将茶文化打造成城市引
流的标签。

日前，中国—中亚
峰会在陕西西安成功
举办，这让古典与现代
相得益彰的西安再一次受
到世人瞩目，旅游市场刮
起了去西安旅游的旋风。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四大古都之一，古
称长安的西安，承载着
中 华 文 明 的 瑰 丽 繁
华。而随着文博看展、
文化演艺、国风国潮逐
渐成为旅游新风尚，西
安的文旅日益受到年
轻群体青睐，一个个
文 化 地 标 也 成 为 了
海内外游客穿越汉
唐的打卡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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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西安不去沉浸
式 体 验 感 受 满 城 霓 裳 飘
舞、书画入市井人家，穿越
千年回到汉唐盛世繁华，
那就等于没有到此一游。
各大文旅项目纷纷用文化
创新展现古都的新魅力，
追寻历史遗风，已经成为
万千游客来访这座城市的
最大特色。

如西安城南的大唐芙
蓉园，在唐代芙蓉园遗址以
北、仿照唐代皇家园林式样
重建的一座全方位展示盛
唐风貌的大型文化主题遗
址公园，与毗邻的大雁塔、
大唐不夜城交相辉映、浑
然一体，已成为西安向世
界展示古老历史底蕴的文
化之窗和新的文化地标。
漫步其间，随处可见身着
汉服的游客携亲友同行，
光影流动，恍若穿越千年；
水舞灯光秀《大唐追梦》、
歌舞剧《梦回大唐》、宫廷
燕乐《鼓》等创新演艺，演
绎盛唐歌舞文化，更是令
人沉醉。

西安古城的另一张夜
生活魅力名片，就不得不提
大唐不夜城。在唐代，这里
曾是大唐高僧玄奘的译经
之处；如今则集文化、艺术、
娱乐、体验为一体，从“不倒
翁小姐姐”到“李白对诗”，
再到如今的“盛唐密盒”，大
唐不夜城近年来持续推出
的文化类互动节目，一直稳
居当地文旅界的“顶流”，已
经“掌握了流量的密码”：华
灯初上后灯火璀璨、游人如

织，宛若一个“小长安”。而
散落在史书典籍中的故事，
通过现代舞蹈、真人演绎、
现场互动等形式，再次呈现
在世人面前。

附近还有“长安十二时
辰”，同样是沉浸式唐风市
井街区，在大唐歌舞表演
中，游客穿着汉服就好像身
处盛唐闹市之中，感受穿越
千年的盛唐气象。

此外，西安还有不少文
旅项目是以汉唐文化为魂、
常年开放的旅游演艺剧目，
它们场次固定、剧目多、科
技元素十足，地方文化特色
鲜明，从不同角度“讲述汉
唐故事，展现汉唐雄风”，成
为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
华清池的《长恨歌》讲述的
是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
故事，展示大唐舞蹈、音乐、
建筑、梨园等文化艺术。《驼
铃传奇》以“一带一路”为主
线，深入挖掘大唐传统文
化，追寻驼队丝绸之路上的
踪迹。《西安千古情》充分挖
掘和展现了半坡、浐灞、大
禹治水、丝绸之路等文化符
号。《梦长安》展示的是盛唐
礼仪文化，观众可以感受到
中国礼仪的庄严美丽。《秦
汉风云》生动演绎秦汉更替
时期的跌宕起伏和风云变
化。《天汉传奇》以汉魂、汉
音、汉风、汉艺、汉型为坚守
原则，再现汉代文明盛世。
《大唐女皇》高度还原了唐
代乐舞艺术，重现了贞观至
天授初年大唐王朝快速崛
起的景象。

很多人都知道西安拥
有很多著名的博物馆，是一
座博物馆之城。此前，旅游
OTA 平台根据博物馆预订
人次，结合线上搜索热度及
馆藏数量，携程口碑榜发布

“国内博物馆 20 佳”榜单，
此地就有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博
物院3家博物馆（院）上榜。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中
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
级博物馆，馆内收藏的 170
余万件（组）藏品，上起远古
人类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
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类见证
物，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
年，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
且品位高、价值广。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
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
基础，以秦始皇帝陵遗址公
园为依托的一座大型遗址
博物院。其中无与伦比的

“地下军阵”秦兵马俑坑于
1979 年 10 月 对 外 开 放 ，
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
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
世界各地游客到访西安必
去的目的地之一。

西安博物院也是中国
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收藏
了大量的陕西地区文物。
院中的展览分别展示了汉
唐时期的壁画、陶俑、石刻
等艺术品。除了汉唐盛世
的艺术品，西安博物院还展

示了长安城的历史与
文化，如长安城的建

筑、城 市 规 划、政 治 制 度
等。在博物馆内，我们还可
以全面了解长安城的历史
发展，感受古都长安的繁华
与辉煌。

西安碑林博物馆是收
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
收藏名碑最多的文化艺术
宝库，碑林因碑石丛立如林
而得名。在名碑荟萃的展
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
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
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
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
以 及 宋 元 名 士 的 潇 洒 笔
墨。西安碑林不仅是中国
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
地，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
珍品的荟萃之地。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
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
馆，基本陈列以“考古圣地
华章陕西”为主题，分为“考
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
发现”“文保科技”四大篇
章。室外有田野考古主题
展示区、历代砖砌展示区、
陶瓷石刻文物展示区等。

此外，随着长安城遗址
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
古时长安的面貌，正一点点
展示在世人面前。唐大明
宫遗址已成为国家遗址公
园，展示着唐文化的宏大包
容；小雁塔一侧的安仁坊遗
址建成了展示馆，多维度呈
现唐代市井生活；在西安唐
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
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游客沉
浸式感受城墙变迁史。

广州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黄波：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中国是茶的
发源地，种茶、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四五千年
前。广州作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深度
挖掘和开发茶文化资源方面拥有非凡的潜力，
借助文旅之翼，广州的茶文化资源正在开启新
的篇章，等待更深度的挖掘和利用。

5 月 21 日恰逢第四
个“国际茶日”，今年的
主题是“茶和天下 共享
非遗”。本届广州国际
旅游展上，广州大茶会
也 开 展 了“ 广 府 茶 艺 ”

“潮州工夫茶艺”非遗茶
艺演绎和“非遗体验：千
年景迈·千年之约”等活
动，联动各茶产地协会，
呈现了近年来茶文化保
护传承的重要成果，展
示了中国茶文化的独特
魅力。

黄波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今年首次以展区
形 式 亮 相 的 广 州 大 茶
会，是近 20 年来首次由
文旅系统主办的相关活
动。这标志着广州茶文
化交流互鉴的新起点，
展示了广州茶产业发展
与旅游业深度融合的巨
大潜力。

大茶会的设立以及
茶文旅的紧密结合可追
溯到 2020 年“五一”举办
的“白云山大茶会”。当
年 的 5 月 21 日 是 联 合
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
日 ”。 黄 波 回 忆 ，自 那
时起，各级政府对茶有
了重新认知，也开始关
注 茶 文 化 带 来 的 产 区
制 作 技 艺 和 名 茶 产 地
的发展。

“过去 20 多年，广州
茶产业的发展以批发市
场 和 茶 品 牌 为 主 。 然
而，消费者的需求已经
在迭代，茶文化的传播
不再局限于行业内部，
而需要结合文旅产品，
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
更高层次的需求。”黄波
认为，广州在全国拥有
最 高 水 平 的 茶 产 业 人

才 ，有 信 心 走 出 茶 文
旅 融 合 模 式 ，进 一 步
推 动 广 州 茶 文 化 的 繁
荣发展。

黄波认为，“广府叹
茶”是广州茶产业可行
的方向发展，即将茶与
广州特色的早茶文化和
美食相结合。这不仅体
现了广州作为千年商都
的繁荣和多元文化，也
突出了茶文化在其中的
重要地位。“希望通过进
一步提升广州的茶文化
氛围，促进茶馆、茶楼和
茶空间的升级，引导城
市文化氛围的营造。”

黄 波 同 时 也 指 出 ，
广州是世界茶都 、茶文
化之都、茶贸易之都，但
这一宝贵的文旅资源尚
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
亟 须 开 发 更 优 质 的 内
容。例如，通过组织各
种茶文化活动，参加国
际旅展，让更多人了解
广州的茶文化。

“ 当 人 们 提 起 巴 黎
或米兰，会联想到特定
的文化元素；如果提到
广州，人们应该能够联
想到其丰富的茶文化。”
黄波表示，广州的茶文
化资源可作为城市的文
化名片，提升广州在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
的地位。

记 者 了 解 到 ，为 进
一 步 推 广 广 州 的 茶 文
化，广州茶文旅联盟刚
刚成立，该联盟在国内
尚属首创，它将整合和
利用本地文旅资源，由
旅 游 协 会 、酒 店 协 会 、
导 游 协 会 等 合 力 推 动
茶 文 化 与 文 旅 的 深 入
融合。

广州大茶会演绎浓浓广府茶韵

广州在全国首创茶文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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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
一，西安的大景点难免常常人头攒
动。如果想去人少的地方“越罗衫袂
迎春风，一日看尽长安花”，感受汉唐
风韵，西安还有莲湖公园、荷苑、诗经
里、昆明池、揽月府等小众之选。

建在唐代长安城的“承天门”遗址
上的莲湖公园，是明代朱元璋的次子朱
樉依这里低洼地势引水成池，广种莲
花，故名“莲花池”，夏天赏荷给人接天
莲叶无穷碧的视觉冲击。而沣东荷苑
则是西安最大的荷花文化公园，有竹
林、原生态的茅草棚、乌篷船等，坐在乌
篷船上好像身处江南水乡。

诗经里，则是以诗经文化为魂建
设，将《诗经》所涉及这块土地上所有
的风物、民宿、音乐、人物，都转化为现

实的景观和建筑。在这里，有国风广
场、鹿鸣食社、关雎广场、小雅书社等
一系列与《诗经》相对应、相融合的建
筑和景观。昆明池位于沣河畔，按天
上银河两边左牵牛、右织女的布局，是
七夕主题的公园。揽月府是个江南园
林式布景的小庭院，漫步其中，处处充
满诗情画意感。

而位于西安市境内的灞河生态
区，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商旅百姓经
此“东出长安”。唐时灞桥设有驿站，
人们多在此分手话别，以“柳”谐音通

“留”，使“折柳寄情”成为中国人传承
千年的独特浪漫。如今的灞河两岸，
生态焕新，景色如画。西安世博园、浐
灞国家湿地公园等多个大型生态公园
绿意盎然。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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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长安 博物馆贰感受古都的繁华与辉煌
打卡长安 小众之选肆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感

打卡长安 古迹游叁寻陕西丝绸之路世遗点

将广州茶文化打造成
城市引流标签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图/穗文广旅宣（另署名除外）

“广州大茶会”展示了广式茶文化内涵

广 州
大茶会向
国际友人
推广茶歇
文化

西安大唐芙蓉园内上演的舞台剧《鼓》

西安大唐芙蓉园 2023 年“新春大潮会”夜景

西安博物院展出的女立俑

西安博物院《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
大唐行》展览上，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西安大唐
芙 蓉 园 里 的
文化韵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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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