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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國慶假期期間，西北各地
紅色景區迎來客流高峰，據不完全統計，僅國慶假

期前2日，延安主要旅遊景區接待遊客近40萬人次。遊客
在遊覽中感悟榜樣力量、傳承紅色基因、厚植家國情懷。
在陝西延安寶塔山景區，情景演出《黃河大合唱》、秧歌
劇表演《兄妹開荒》等頗具延安特色的經典作品輪番上
演，遊客們在精彩演出中感受紅色文化、賡續紅色血脈。
延安1938街區舉辦的「夢迴老城延安 共慶盛世華誕」國
慶主題活動，通過各類非遺民俗展演、篝火晚會民謠音樂
節以及各種惠民政策為祖國獻上讚歌，也為市民遊客奉上
最真誠的節日祝福。

走進革命舊址 追尋紅色記憶
陝西延安是中國革命聖地，星羅棋布的革命舊址和紅色資
源，不斷吸引着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前來追尋紅色記憶。
到革命舊址聽講解員講述文物背後的故事、進劇院觀看

紅色歷史舞台劇《延安保育院》、在黃河壺口瀑布一起唱
《黃河大合唱》、踏上長征歷史步道重溫革命歷史……
「如果信念有顏色，那一定是中國紅！」近年來，紅色旅
遊作為一種富含歷史文化內涵的旅遊形式，正從傳統的看
文物展覽向深度文化體驗轉變，受到越來越多民眾的追
捧。「走訪紅色遺址，感受紅色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全民
皆宜的旅遊新時尚。」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化旅遊研究中
心主任張燕對記者表示，紅色旅遊將持續更加火熱。

「1946年8月6日下午3時許，延安楊家嶺雨過天晴，毛
澤東就是在這裏會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在楊家嶺革命舊址，紅領巾講解員蔡國峰正在向遊
客講述紅色故事。每逢周末和寒暑假，他都會來舊址做講解
員。「每次講解都非常激動，以後我會講更多楊家嶺的故
事，讓更多人了解延安，感受延安精神。」蔡國峰說。
而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已經參觀了兩個多小時的遊客王

女士依然意猶未盡，她告訴記者，紅色舊址、場館、實物
默默重現真實發生過的歷史，參觀者身臨其境所帶來的真
實感、體驗感、震撼感，是通過文字描述、藝術表達所不
能替代的。自7月以來，延安革命紀念館已接待遊客超65
萬人次，其中有很多團隊和自發的青少年研學團隊。「為
了用好紅色資源，讓學生在參觀時聽得懂、記得住、有共
鳴，我們會提前了解學生團體的需求和興趣點，為學生
量身定製參觀路線和活動內容。」據延安革命紀念館宣
教部副主任李
蓉介紹，針對
不同年齡段的
學生群體，延
安革命紀念
館堅持因人
施講、加強
互動，引導
他們感受紅
色文化的魅
力。

「置身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看着一幅幅珍貴圖片、一件件革命歷史遺物，還有他們背後可歌

可泣的故事，耳畔彷彿響起了當年愛國青年們的疾呼……」9月中旬，剛剛走上工作崗位不到半年的

西安青年馬涵宇，與同事們一起來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參觀。在「我要去延安——抗戰時期愛

國青年的時代抉擇」專題展展館，隨着講解的深入，馬涵宇突然之間有了一種心靈觸動的感覺。「上

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大批愛國青年滿懷愛國熱情，排除艱

難險阻，毅然奔向位於陝北的延安。」馬涵宇說，雖然相隔80多年，但兩個時代中國青年的心是相

通的，愛國熱情、使命、責任和擔當也是一樣永遠不會變的，「循着他們的足跡，我要去延安……」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 ●「我要去延安——抗戰時期愛國青年的時代抉擇」激起了許多觀展青年的愛國熱情。

今年暑期，陝西榆林米脂縣楊家溝村迎來大批遊客。這裏
不僅曾經見證過那段血與火的革命崢嶸歲月，同時楊家溝革
命舊址原為馬氏家族莊園，是我國少有的中西合璧的窯洞建
築珍品。現在，楊家溝革命舊址得到妥善保護，並逐步發展
成為集教育、旅遊於一體的紅色文化「打卡地」。
「紅色是楊家溝最亮的底色。」米脂縣楊家溝鎮黨委書記

鮑雪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為了挖掘楊家溝紅色文化潛
力，村裏按照「紅色+」文化旅遊綜合發展模式，圍繞楊家溝
革命舊址、楊家溝村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岳家岔村中國傳統
村落，深入挖掘研究紅色文化、窯洞文化、民
俗文化，並連點擴面成片，形成大楊
家溝景域概念。「現在，

我們通過吃、住、娛、課程開發等環節全方位留住遊客，還
帶動群眾增收致富。」
來自北京的遊客李倩，對於楊家溝情有獨鍾。「這裏的紅
色旅遊，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以參觀為主的旅遊，而是讓遊客
在接受紅色洗禮的同時，亦能體驗到鄉村的生態美。」李倩
告訴記者，在3天的行程中，她和朋友們聆聽紅色故事、探
訪文化名村、感受陝北民俗，還吃了很多美味的陝北農家
飯，體驗和參與感受都特別好。

欣賞紅色舞劇 感悟革命故事
如今的紅色旅遊已不再是傳統單一的逛舊址看文物模式，「紅色
旅遊+」的融合發展思路，使得紅色旅遊展示方式越來越多元，更
加契合多個年齡段遊客的需求。在陝西，隨着紅色旅遊產品體系的
不斷完善，《延安保育院》、《延安延安》、《延安十三年》、
《飛躍延安》、《再回延安》等紅色演藝，國慶假期場場爆滿，一
票難求，備受遊客青睞。如今在延安，白天，遊客可以在此觀看入
選全國旅遊演藝精品名錄的大型紅色歷史舞台劇《延安保育院》；
晚上，遊客可沉浸式體驗大型紅色歌舞劇《延安十三年》。
作為延安新晉熱門劇，《延安十三年》通過100餘個鮮活的人
物形象和細膩動人的情節，結合科技手段，帶領觀眾一同回顧中
共中央和革命先輩在延安的13年光輝歷程。演出時，觀眾與演
員一起行進，融入「穿越感」十足的劇情，觀眾既是劇中人，又
是看戲人。而《再回延安》作為紅色室內情景體驗劇，採取新型
觀演形式——
行進式體驗的
「走着看」，
將長征過雪山
草地到北上延
安的革命史用
沉浸式藝術表
現形式展現給
觀眾，讓觀眾
緩步體驗紅色
文化。

接受紅色洗禮 體驗鄉村生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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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在楊家嶺革命舊址聆聽革命故
事。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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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紅色旅遊資源富足，「紅色資源是革命的
見證，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用心用情用力
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楊家嶺革命舊址管
理處主任侯振龍此前曾表示，近年來，隨着《革
命文物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等文件的
出台和實施，新時代革命文物保護工作進一步發
展，延安亦進行了全新的嘗試和探索。
在位於延安的中央黨務委員會舊址現場，一個
特殊的細節引起不少參觀者的注意：相比以往展
覽會將展板固定在牆面上，這裏的展板並未與牆
面直接接觸，而是採用鋼架結構離開牆體獨立展
陳，避免對牆面和地面造成污損。「將展板貼在

牆上，長此以往會對牆面造成破壞，不利於舊址
文物保護。」現場工作人員表示，今次展覽採取
了全新的布展方式，以避免破壞等問題發生，這
也是優化展陳方式、加強文物保護的嘗試。
「以窯洞類舊址的保護為例，以前在雨季我們

只能用笨辦法，給窯洞蓋上塑料布，既破壞了景
觀，也有一定危險性。現在則是通過技術手段對
屋面進行特殊處理，目前正在嘗試與相關高校開
展合作，通過數字化監測等方式開展預防性保
護。」延安擁有楊家嶺革命舊址、棗園革命舊
址、鳳凰山革命舊址等大量彌足珍貴的紅色資
源，對於這些紅色遺址的保護，延安市持續強化
保護管理，通過科技手段，以及建立法規保障機
制、創新管理體制機制、健全整體保護機制、完
善文物安保機制等措施，推動保護好利用好革命
文物。
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相關人士告訴記者，延安

是全國唯一一處革命文物專題類國家文物保護利用
示範區。近年來，當地以維護舊址歷史風貌為例，
先後完成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楊家嶺等舊址
周邊環境提升項目建設，革命文物歷史真實性、風
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續性得到有效呈現。

讓革命文物歷史真實性有效呈現

「紅色旅遊的火爆不僅體現在內地
市場，在國際市場上也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吸
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遊客前來參觀。」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陝西省社科院文化旅遊研究中
心主任張燕表示，隨着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不斷加
深，紅色旅遊亦有望走向世界，可通過加強與國際
組織、相關機構的合作，推廣中國革
命歷史和紅色文化，吸引更多的國際
遊客來中國參觀紅色景區，感受中國
革命精神和文化的獨特魅力。
在張燕看來，當今人們對於旅遊的

需求已不僅局限於自然風光和人文古
蹟的遊覽，而是更加注重對文化內涵
和歷史背景的探究。「紅色旅遊作為

一種富含歷史文化內涵的旅遊形式，自然受到了廣
大遊客的追捧。」同時，紅色旅遊寓思想道德教育
於參觀遊覽之中，將革命歷史、革命傳統和革命精
神通過旅遊傳輸給人民群眾，有利於傳播先進文
化，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增強愛國主義教育
效果。「在了解中國革命歷史和精神內涵的過程

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紅色
旅遊的重要性，並積極參與到紅
色旅遊中來。」張燕說，紅色旅
遊對於帶動革命老區經濟社會協
調發展亦是作用明顯，將歷史、
文化和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
勢，可為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
注入新的生機活力。

中國紅色旅遊有望走向世界

對於紅色旅遊的發展，張燕稱，要推動紅色資源
轉化為具有價值引領力和市場吸引力的文化產品，
為紅色旅遊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比如陝西，彙集了革命性和先進性兼具的豐富的
紅色文化資源，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和西遷
精神，可充分挖掘這些紅色文化資源，將其變為豐
富多彩的紅色旅遊產品，將革命歷史、紅色文化和
旅遊體驗有機融合在一起。」
「未來紅色旅遊還可進一步拓展產業鏈條，開發

與紅色文化相關的文創產品、影視作品、演藝活動
等。」張燕說，紅色旅遊產品開發應秉承「紅+N」

的融合發展思路，有機融合當地地理環境、生態文
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鄉村文化、典型人物、
遺址遺蹟等特色資源文化，並借助科技、演藝、創
意等方式，開發設計一系列紅旅融合產品，推介一
些紅色旅遊精品線路。
她並表示，隨着紅色旅遊的展覽展示手段越來
越「酷炫」，各類紅色紀念館、博物館已成功捕
獲了年輕群體的目光。「尤其是越來越流行的
『線上+線下』互動方式，更契合『Z世代』的消
費及資訊獲取習慣，更加有利於紅色旅遊的推
廣。」

「紅+N」拓產業鏈 酷炫展示吸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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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紅色歷史舞台劇《延安保育院》入選全
國旅遊演藝精品名錄。●國慶假期，延安寶塔山等景區吸引眾多遊客。

●香港青年到延安革命紀念館研學參觀。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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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內，工作人員
現場進行互動情景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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