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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气气游游””，，如如何何变变““人人气气游游””？？

　　有人说，中国人有着“在年轮里安

家”的传统，有着极富仪式感的四时

礼仪。

　　在古人对天象的观察中，“夏至”

和“冬至”是最早被确立的两个节气。

琅琊台，是迄今已知的地面上遗迹尚

存的我国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古人以

琅琊台为中心，观星置象，分划出春秋

二分，夏冬两至，分时计岁，发布节气

令，祈福四时。

　　当下，“跟着节气去旅行”正成为

一种崭新的旅行方式，人们步随节气

动，寻找着中国大地上最美的时节风

景，体验着独具特色的传统习俗。不

禁要问，在这个夏至开启的“琅琅的节

气游”有何吸引力？全国的“节气畅游

图”美在哪里？

一

　　4月，“青岛宣传”曾以《再迎“琅琊

时刻”，如何“榜”上留名？》为题，关注

了初春时节“琅琊文化”的红火现象。

这个夏日，琅琊台再次散发文旅“热

力”。

　　琅琊台“打开”二十四节气。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传承几千年的二十四节气，被称

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 6年，二

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作为中国古代四时文化与二十四

节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琅琊台，“镌

刻”着古时的节律变化。

　　“在这里开启一段四时祈福历史

文化之旅”，琅琊镇还发布了旅游地

图，整合琅琊域内景点、非遗、民宿资

源，推出“四时祈福历史文化之旅”“十

二时辰渔家休闲之旅”“穿越千年研学

探索之旅”三条旅游路线，串联多个景

点，让游客开启一段赓续文脉、体验渔

家、启迪智慧的休闲度假之旅。另外，

琅琊镇还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琅琊文

化”文旅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四节气“打开”新文旅。

　　20 2 2年，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

计时短片中，二十四节气就展现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独属于中国

人的浪漫。如今，国潮已经成为当代

人竞相追逐的时尚，节气习俗、民俗赛

事、非遗文化、国潮国风等和旅游有机

地融合，也被称为文旅“新中式”。

　　比如，今年春季，“二十四节气里

的大美中国之谷雨采风”活动在青岛

启动，活动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探索节气文化与乡村振兴有

效结合的新路径。这几年，北京不断

推出“二十四节气主题游”线路，还有

浙江宁波的“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系

列活动，山东聊城的“跟我二十四变”

旅游营销活动……多地整合本地旅游

资源，将二十四节气与景观民俗相结

合，凸显文化特色，受到游客欢迎。

　　在今年6月5日芒种节气当天，“寻

味美好中国·品游万里山河”全国二十

四节气(夏季)旅游美食及线路在山西

运城发布，各地推荐的共368个夏季节

气旅游美食及84条线路脱颖而出，“节

气游”再掀热潮。

二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节气物候

是大自然的语言，它将复杂的气候变

化转化为生动美丽的物候现象。如

今，节气旅游悄然兴起，人们跟着不同

时节观赏适宜风景，体验传统习俗，体

味文化魅力，感受时光变迁的美好。

　　应时而动，在对的时间看到对的

风景。

　　从葱茏阡陌到湖心留白，从三秋

桂子到十里荷花，从雨疏风骤到月朗

星稀，从江南依依到燕云漠漠……二

十四节气的气候特点为旅游产品开发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即便是同

一个节气，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不同

区域铺展时，人们也能体察到气温的

差异、物候的不同、饮食的丰富、习俗

的多元。节气旅游既丰富了旅游产品

的内涵，也提升了游客的体验。

　　道法自然，在亲近自然中血脉

觉醒。

　　中国人素有亲近自然的传统，感

时应物的天性流动于我们的血脉中。

二十四节气也体现着中国人自古以来

善于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

思维方式。春分时节一场小雨，夏至

时节一片艳阳，霜降时节一夜薄霜，大

寒时节一场飞雪……如约而至的节

气，成为人们感受自然栖居生活的重

要“媒介”。如二十四番花信风、七十

二候的动植物，跟着节气赏花、观察动

植物活动与生长节律，增添美好生活

情趣。

　　民俗宝藏，在四时更替中找点文

化味。

　　从立春的“打春牛”到清明的踏青

郊游，从芒种的“送花神”到冬至的“消

寒会”，二十四节气在时间序列中徐徐

舒展，包含着农事、民俗、美食、节日、

诗词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

民俗体验、非遗手作、传统美食等，呈

现出一幅幅生动的节气图景。

　　当下，旅游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

展，吸引流量更多的是独具地域特色

的生活方式、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等。

节气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探索欲

望，让人得以更加深入地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智慧。

三

　　虽然“无形”“无物”的特点让二十

四节气的旅游开发更具难度，但时间

节点多、有内涵有深度，却同样带来了

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如何更好地开发

利用二十四节气这座文化宝藏？

　　想想何地有何物，何物有何变，何

时观何变？

　　二十四节气背后是日升月落、四

时交替、草木枯荣，是依循“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而制定的时间框架。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在二十四

节气的时间框架内，从立春到大寒的

各阶段，不同地区、不同节气的物象斐

然，这也是游客的兴趣点所在。

　　要选取地域典型的物象变化，加

以实景呈现或虚拟再现，让游客观赏

和体验。如浙江宁波打造的“二十四

节气农耕文化”系列活动，北京编制的

“二十四节气”主题游线路等，深挖地

域物象变化等文旅元素，并将之串珠

成线，活化为品牌化的旅游项目。

　　看看何时有何生产，有何生活，有

何民俗呈现？

　　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时代人们

生产生活的重要指南。什么节气该吃

什么，有什么习俗……二十四节气已

经融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其背

后有广泛的民俗资源和文化认同。要

深入挖掘二十四节气民俗资源，比如

风俗、仪式、饮食、谚语等，让民俗传承

与旅游发展同频共振，推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

己之生面。

　　理理何节是何日，何日有何事，有

何新潮可挖掘？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时间制度，更

是节事体系。比如冬至、清明既是节

气又是传统节日；又如，立春、芒种等

部分节气已经纳入春节、端午等节日

体系。节气与节日碰撞，节气活动可

以转化成为节日玩法，借用节日人气

为节气赋能。比如，围绕二十四节气

的节事可与康养旅游、冰雪旅游、体育

旅游、研学旅行、沉浸式娱乐等融合

呈现。

　　二十四节气是时令指南，也是生

活美学，当节气牵手旅游，人们发现，

旅游原来可以将节气呈现得如此亮

丽。传承、发展节气文化，跟着节气去

旅行，“节气游”也定将成为“人气

游”。 (转自青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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