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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速览

“无辣不欢”的我，很喜欢到湖南这样以辣菜为主的
省份游玩。除了辣，湖南的山原河流名胜、古镇古城风
貌、少数民族文化，则无一不在吸引着我对湘西的向往。

“我竟然住在山洞里！”来到湘西永顺县芙蓉镇，打开
房门的一瞬间，脑海中便冒出了这个感叹。这是芙蓉镇中
依山体而建的吊脚楼民宿，高层不靠山的房间墙壁是纯木
质结构，而我住的这间，是转了好多弯走到最下层，墙壁
半面木质、半面靠山，屋内的山体摸上去凉凉的，除了石
头的冰冷，还有洇出的一层水汽。我虽不喜欢潮湿，但偶
尔有这样的原生态体验，倒也不失乐趣。

我笑称自己成了“山底洞人”，而比这更令我感叹的
是，走出房门拾级而上，又转了好几个弯，来到吃晚饭的
地方——一个不算宽阔的露台。围栏前摆着木桌，与日常餐
厅对面而坐不同，这里大家都坐成一排。我正疑惑有何用
意，就发现落座后，对面山上正是整个芙蓉镇层层叠叠的吊
脚楼，熙熙攘攘、灯火通明，山体亮着“芙蓉镇”三个大
字，两山之间淌着大瀑布，原来，这是民宿的最佳观景席。

晚饭是别具特色的“牛头宴”流水席，各种腊肉和用
腊肉做的菜必不可少，还有血粑鸭、蒿子粑，因《芙蓉
镇》电影而被人熟知的米豆腐，以及一整个大牛头。再来
杯本地产的茶，一顿饭吃得可真是畅快淋漓。吃完再到镇
上逛一逛，先从瀑布下方和悬崖的水幕之间穿过，这里倒
真有住过“山底洞人”。据说瀑布入水口处早年间有个很
大的洞穴，可以容纳千人左右，是土家族人的居所，但是
在千百年水瀑泥沙的冲刷下，洞穴变成了如今低矮狭窄的
样貌。之后就来到了芙蓉镇的青石板街，也就是我们在对
面山上看到的吊脚楼林立之处。这里有见证楚王马希范和
溪州刺史彭士愁和谈结盟的溪州铜柱，也有土司王朝的夏
季行宫，当然也不乏小吃和纪念品店。不过最多的，则是
旅拍店，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土家族服饰，换上它们走在古
镇街上，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别具风格的艺术照。

旅拍在湘西旅游风景区十分风靡，除芙蓉镇外，另一
处就是凤凰古城了，只不过这里的服饰以苗族居多。单从
走马观花的感受来看，相比于芙蓉镇，凤凰古城面积更
大，水域更广，倒是蛮适合多住两天慢慢游览。

在凤凰古城，要说哪里比旅拍的人还多，大概就是游
船码头了。泛舟沱江之上，船家摇着橹缓缓而行，两岸也
是吊脚楼林立，撑我这艘木船的是个大哥，遇到旁边船上
的摇橹妹子，还会对上几句歌。看着这样如诗如画、如梦
如歌的景色，心想：“啊，原来沈从文《边城》中令他魂
牵梦萦的静谧故乡，是长这个样子。”不过，沈从文大概
也想不到，他的故乡小城也与时俱进，以沱江为台、古城
为幕，正上演着光影科技与苗族文化完美融合的盛宴——

“湘见·沱江”沉浸式艺术游船光影秀。
沱江夜色中，船行几十米，就有一个特色舞台——竹筏上

身着红色苗族盛装唱歌的姑娘、用灯光打造的黄永玉百米画
卷，还有水上油菜花田、沈从文情诗水幕、穿越时空感的虹桥
隧道等等。这个以苗族文化为故事线的夜游项目，由近300名
文旅专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联手打造，将苗族文化与
国画、动漫、夜游装置、光影设备等巧妙融合，再现湘西苗族
赛龙舟、抓鸭子、赶秋节、吹笙舞、椎牛祭等经典节庆场面。

下船上岸，登上古城楼，则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安
静得仿佛刚刚沱江上的热闹非凡它不沾分毫，遗世独立。
站在廊亭望去，两墩三孔的虹桥跃然江上，与江中光影舞
台古今呼应、相得益彰。原来，凤凰夜景不仅可以身临其
境，还能够登高远望，凉风习习中，一壶清茶、几味糕
点、三五好友，不是“惬意”能够表达的。

湘西，果然是魅力无穷。匆匆一面，很高兴与她相
见，更期待再见。

很高兴与她“湘”见
文/图 李冰洁

本报讯（记者 照宁）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厦门）
国际游艇展览会在厦门的五缘湾开幕，当天还举办以“开
启游艇产业新时代 助力国际海洋特色中心城市发展”为
主题的游艇产业论坛。

本届展会采取线上展示+线下体验的办展模式。线下
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展品包含游艇实船、船艇设备及
配件、游艇生活衍生产品等；现场还设置了尾波冲浪、桨
板、皮划艇、电动水翼板等网红项目供参展观众免费体验。

有专家表示，从进入中国至今，经过多年的发展，游
艇业逐渐从高消费的“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普通群众滨
海旅游的可选项之一。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游人
群中有55%的游客选择“玩水”，滨水旅游总产值将达5
万多亿，滨水休闲产业也将在疫情过后渐入佳境。目前除
了传统的游艇出海之外，尾波冲浪、桨板等水上娱乐项目
也渐受关注，人们不断向海寻“趣”，从海上寻找休闲娱
乐的更多可能性。

“滨海旅游业是海洋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游艇作为滨
海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蕴藏着巨大商机。厦门是

‘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城市，发展海洋旅游，发展游艇
旅游，从政策上和地理位置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游艇产业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目前国家五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加快邮轮游艇装备及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支持厦门等滨海城市创新游艇业发展，这将促进平民
化游艇消费进程。

厦门国际游艇展主办方表示，近年来，厦门市依托海
湾、海岸等资源，开发邮轮游、海钓游、游艇游等多元旅
游产品，做优“海洋+”，希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
下，当地旅游业借此契机突围，进一步将厦门加快建设成
世界一流旅游休闲城市和国际滨海花园旅游名城。

游艇产业助力旅游休闲方式升级

“这丝巾手感真细腻！没想到简单的蓝色
也能有这么多层次，戴着又好看又舒服。”在
进博会人文展区江苏馆内，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的参会者在南通老字号曹裕兴展位频频驻
足，而大家赞不绝口的正是曹裕兴在进博会上
主推的拳头产品——星空云系列丝巾。

“这个手提包外形挺括，好看又实用。”
“这款蓝印花布包皮的笔记本充满了设计感，
小巧别致。”……现场围绕蓝印花布主题而制
作的20多种产品一一展示，不少客商表达了
进一步洽谈合作的意愿。

“在进博会上，经过我们展位的人大多一
眼惊艳，随之对南通蓝印花布的传统技艺和文
创产品产生浓厚兴趣。”江荣是南通曹裕兴染坊
第五代传人、南通蓝印花布市级非遗传承人。
他介绍，南通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纺
纱、手工织布、手工染色且仅有蓝、白两色的
棉质印花布。这项技艺起源于南宋时期，凭借
着多样的花纹造型、蓝白分明的素雅之美，传
承至今。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蓝印花布，也焕发
更加时尚的生机。

“传统蓝印花布是在粗棉布上，将刻花桐
油纸板置于其上，用豆粉、石灰混合物调制成
防染浆，进行刮浆，晾干后再将其浸入蓼蓝所
提取的靛青染缸中反复浸染、晾干后，最后清
除布上附着的防染浆，一块蓝印花布就算制作
完成了。”江荣说，“以前绝大多数的蓝印花布
都是单面两色，色彩单一。我们创造性地将
布料扩展为麻布、丝绸甚至是羊毛羊绒，并
在印染过程中采用双面和复色工艺，通过高
难度的叠染方式，开发出五色蓝印花布面
料。就像这次进博会上颇受关注的星空云系

列围巾，不仅有蓝白两色，还有渐变的浅蓝，
这样作为服饰的视觉效果更多元，也更符合现
代人的审美需求。”

“非遗是老的，但传承一定要创新。”作为始
创于清道光年间的老字号曹裕兴品牌，要怎样融
入生活，一直是江荣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要始
终保持充沛的动力和研发的热情，让非遗融入生
活，才能走得更远。江荣说，他们在产品研发上
花了很大精力，通过传统技艺创作出新纹样、新
系列。江荣拿出一个日记本展示给记者说，“这个
封面就是蓝印花布，与普通的日记本相比，它的
设计感更强、也更具观赏性。”而类似的产品还有
鼠标垫、帆布包、扇子、布艺玩偶等等，花纹形
式多样。为迎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特意设
计了茶席系列、香道系列等产品。

“传统的蓝印花布离不开连年有鱼、牡丹等
有吉祥寓意的图案，这些传统元素都是公共文化
遗产，我们通过再设计，老寓意还在，却更有新
意的图案。这些也属于我们的版权作品，已经有
近300件了。”江荣表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老
字号品牌形象有积极的作用。“版权登记保护了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会让设计师更有动力，创
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江荣说，近年来，国家、省市高度重视老字
号的创新发展工作，出台了许多关于老字号的利
好政策。此次能参加进博会，就是对他们老字号
品牌的认可，也极大地增强了江荣的发展信心。

“只要努力把传统产品与时代特色结合，用丰富
的创新产品形式，就能展现老字号的新活力。我
们希望颠覆大众对蓝印花布的传统理解，更好地
传承和发展这一非遗技艺，让更多人通过蓝印花
布了解南通的人文底色。”

南通蓝印花布:

擦亮老字号招牌
本报记者 刘圆圆

“这套衣服真漂亮，这么复杂的绣工需要绣很久
吧？”在进博会云南非遗展示活动中，大理彝族服饰展台
前，一套色彩艳丽的彝族服饰引来了不少人的驻足拍照。

“这是我们彝族的‘最美嫁衣’。”大理市政协委
员、大理彝族服饰项目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瞿标祥向
参观者介绍着，并讲述“最美嫁衣”的来历。“在大理
彝族有一个传统，只要生了女儿，母亲就会开始为她亲
手做一身奢华美丽的彝族嫁衣，从头饰到服饰到鞋子，
一针一线都是手工缝制。有时一件嫁衣需要做几年甚至
十几年，而这件倾注心血的‘最美嫁衣’寓意深远，饱
含了整个家族对女儿的祝福。”

伴随着娓娓道来的讲述，一幅唯美的大理彝族民俗
画卷也徐徐展开。

第一次参加进博会的瞿标祥除了带来“最美嫁衣”
作展示，还带来很多大理彝族刺绣，以及原创的手工红绳
手链。“大理彝族服装和彝族刺绣是广泛流行于大理彝族
村寨标志性的文化，也是一道美丽的文化风景。它与彝族
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合了宗教信仰和图腾，服饰不仅
美观实用，每个图案和绣片还都有美丽的故事……”瞿标
祥一边介绍彝族传统非遗技艺，一边普及彝族文化、推荐
大理文化旅游。“现代人旅游，除了去看风景，更想走进
当地人的真实生活，深度体验当地文化。所以来大理旅
游，一定要到我们彝族村寨走一走。”

从小就跟着妈妈学习刺绣的瞿标祥，初中毕业后专
门从事民族刺绣、服饰、结绳的制作销售。但是早些
年，因为产品单一，都是“关着门”搞生产。成家之
后，夫妻俩经常向老一辈请教彝族刺绣和服饰的制作技
艺，精心收集老绣片、老服饰，潜心钻研山地彝族刺
绣，30多年的摸索和坚守，夫妻俩也成为十里八村有
名的刺绣能手。

2019年，瞿标祥被评为大理彝族服饰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妻子瞿银果被评为大理彝族刺绣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2020年，大理彝族服饰彝族刺绣传习所挂牌成
立，所址就是瞿标祥家里近500平方米的祖宅。

瞿标祥说，祖宅在大理市下关西南方向约6公里的
吊草村，也是一个传统的彝族村寨。在这里，瞿标祥以
传统的彝族新娘服饰为蓝本，开创了“云岭最美嫁衣”
旅游文化品牌，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创新致富之路。

“传习所成立以来，吊草村彝族服饰刺绣的知名度大幅
提升，很多人慕名前来体验民族技艺、领略民族风俗、
品尝民族美食，吊草村也成为大理市乡村文化旅游的新
地标。”瞿标祥说。

“游客到达吊草村后，可以重走村外的千年茶马古
道，观赏沿路自然风光；在吊草村传习所，可以观看村
民现场展示结绳编织工艺，欣赏彝族手工艺老物件和新

成品，在村民的指导下自己动手编织一根专属结绳，还能
试穿彝族新娘出嫁时穿着的‘最美嫁衣’摄影留念；遇到
喜欢的手工艺品，可以直接购买带回家；渴了，喝彝族特
有的烤茶，饿了，品尝当地新鲜采摘的食材制作的彝族美
食；到了晚上，还能体验彝族篝火晚会，学习彝族打歌舞
蹈。”瞿标祥自豪地说，“这里能够体验的项目很多，如果
完整地体验一遍，一天的时间可能还有点紧呢。所以我们
传习所采取提前预约定制，根据小团组游客的人数，想体
验的项目，我们再来为游客安排。”

瞿标祥以体验非遗技艺、感受彝族风情的旅游服务规
划，打破了传统观光游模式，满足了现代游客对沉浸式深
度玩法的需求，而吊草村传习所也成为一个集展示展演、
游览、培训、孵化、生产销售多元发展的文化旅游地。

“最近新上映的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中，有一段
乡村小学的剧情就在吊草村小学取景，其中涉及的所有彝
族服饰也均由我们传习所提供。”看到彝族服饰以电影的
方式展现在大众眼前，让更多人了解彝族文化，瞿标祥打
心眼里高兴。

而此前，瞿标祥还带着他的彝族服饰和彝族刺绣走
进丹麦的哥本哈根、印度的新德里进行参展。最近几年
虽遭遇疫情冲击，但他们传习所每年的外贸销售额仍能
达到50万元左右。

“这次的进博会又让我们与多家文创产品企业建立了
初步联系。希望在进博会结束后，可以进一步加强交流，
达成合作。我们以传承民族手工绳编和刺绣为目的，弘扬
和发展民族手工业，讲好中国故事。”瞿标祥说。

“最美嫁衣”：

初现进博会 体验来大理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很荣幸能够带着我们五指山的苗绣来参加
上海进博会，能够在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上，展示
黎锦苗绣的手工编织。”五指山市政协委员、刺
绣蜡染传承人卫晓娴提起进博会之行依然十分兴
奋。参展的这几天，卫晓娴每天都早早来到展
厅，向客人们展示现场手工以及精美的绣品产
品，借此机会也向与会者介绍五指山的非遗传
承和发展。她告诉记者：“这次一起来的还有海
南的苗族盘皇舞和黎族传统纺染织绣等传承
人，这是一个向世界宣传我们民族文化的好机
会，我会讲好这些民族故事，让五指山非遗走
向世界。”

卫晓娴曾经在广东打拼近10年，但是从小
学习的苗绣手艺却一天也没有丢。工作之余只要
一有空闲，她就静下心来一针一线地创作，设计
不同的花纹图案。一次偶然的机会，卫晓娴被广
东公司派往贵州苗寨学习特色苗绣，她认识到，
这门技艺，不仅能带动绣工就业，还可以与织
布、银饰以及文创、研学等多产业协同发展。那
次的贵州之行深深打动了卫晓娴：“海南苗绣不
仅色彩斑斓，而且历史悠久。如果能把海南苗绣
这个特色产业发展起来，可以让老技艺焕发新活

力，还能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卫晓娴在4年前回到家乡五指山，成立

了妈哎坊文化产业开发公司，走上了传承、发展海南苗绣的产业
之路。

“回乡创业这几年，我看到了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乡村振兴也在
紧锣密鼓，感觉非遗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卫晓娴说，她们绣坊的
队伍越来越壮大，苗绣产品也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就
连博鳌亚洲论坛和上巳节等活动都有她们的订单。“作为五指山市政
协委员，我能够在发展自己苗绣产业的同时，也能把百姓的心愿和想
法，带到政协提案中，促成问题的解决，我感觉非常荣幸。今后我更
要理清海南苗族文化脉络、苗绣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讲好苗
绣的故事。”卫晓娴说。

首次参加进博会，各地非遗展台和文创产品的研发，给了卫晓娴
很大的启发。“今后我们也可以将海南苗绣运用到潮流服饰、家居、
箱包等系列文创产品上，不断创新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元素，并借助互
联网力量，传播海南苗绣文化内涵，让海南非遗实现更大发展。”卫
晓娴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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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进

博会再次吸引广泛的关注。作为全

球新品种新技术新服务亮相的集中

地，进博会也是人文交流的大舞

台。在本届进博会上，一些非遗项

目就颇为“吸睛”，成为文化和旅

游展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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