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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娜

访一座山
“像张开手欢迎客人”
“我第一次听说黄山，是在我们的

中文课本上。”对于来自突尼斯的主持

人、模特森娜（    ）来说，登黄山是她

学习中文时许下的一个心愿。黄山，

不仅是安徽的文旅地标、中国十大风

景名胜唯一的山岳风光，也是世界文

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我从上海坐高铁到黄山，不到三

个小时，非常方便。”第一次来到黄山，

森娜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奇松、怪石、云海……黄山迎客松是安

徽人民热情友好的象征，承载着拥抱

世界的东方礼仪文化。第一站，森娜

就前往了必打卡的迎客松，“这棵松树

看起来就像一只手在欢迎着客人”。

每到一处奇石景点，森娜总是会

细细品味奇石的名字：“鳌鱼驮金龟、

仙人晒靴，黄山给自然景观取名，赋予

美好的寓意，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中式

浪漫。”行至百步云梯、西海小火车、光

明顶、排云亭等景点，更是让森娜忍不

住发出感叹：“黄山远超我的想象！”

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

创意，近年来，黄山开发了以“迎客

松”雪糕为代表的“迎客松”家族系列

文创产品。不同于森娜初印象里单

纯的一座山，这座世界名山正在焕发

新的活力。

做一道菜
“独特风味融合灵感”
来自法国的西餐厅主理人摩根

（      ）在上海经营着一家自己的法

式餐厅，在他看来，美食作为人类文化

的一部分，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内涵。中国有着悠久的饮食文化，五

千年的文明史见证了无数美食的诞生

与流传。

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在中

国徽菜博物馆，徽商云游四方使得徽

菜广为流传的故事让他难忘。“为了保

存食物，徽州人必须腌制菜肴，这造就

了徽菜的独特标志。”第一次在博物馆

吃饭，摩根最期待的徽菜，必须是臭鳜

鱼。这道徽菜里的经典菜肴，是徽州

人民智慧的结晶，见证了岁月的流转，

传承着徽菜的精髓。

臭鳜鱼的独特风味，也让大厨摩

根一时技痒。在徽菜博物馆里，他跟

着徽菜厨师，体验了臭鳜鱼的制作过

程：“一开始我有点难以理解，什么是

徽菜中的平衡。但学习后我发现，在

腌制过的鳜鱼里加入咸、辣的调味和

其他一些佐料，等到风味融合得非常

和谐时，臭鳜鱼就制成了！”

距离徽菜博物馆不远处的卓文的

小食堂里，还有另外一种版本的徽菜，

吸引了摩根前去一探究竟。这是一家

由美国人卓文和中国妻子小秋经营的

披萨店，主打中西融合的西式简餐。

“味道还不错！”品尝着以臭鳜鱼和毛

豆腐为馅料的披萨，摩根已经为自己

的餐厅找到了新的创意灵感。

住一间房
“徽派建筑穿越时空”
“这里就在安徽如画的群山之中，

如果你喜欢探索户外，体验中国乡村

文化，来这里就对了。”在池州市九华

山脚下的文宗古村民宿，美国演员、主

持人斯蒂文（      ）沉浸式体验了一

次徽派建筑之美。

徽派风格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之

一，在安徽地区尤为盛行。文宗古村

曾经是一个几乎废弃的古村落，如今

由中国美术学院打造，以“徽韵村落，

山水田园”为设计灵感，被改造成了一

系列独特的民宿。

文宗古村还原了徽派建筑以木构

架为主、砖石土为辅的结构特征。木

构架以榫卯结构连接，尽显东方智慧；

运用在屋舍中的天井，通过四周屋顶

坡面斜向院内，形成徽派建筑特有的

“四水归堂”空间布局；“冬瓜梁”“霸

拳”与“牛腿”，则将徽派建筑的气度与

精巧展现无遗。置身于这个古色古香

的居所，斯蒂文仿佛回溯到历史一个

安闲的角落。入住迷人的传统住宅、

亲手制作当地小吃，舒适的住宿和令

人惊叹的自然美景，也让他流连忘返：

“这一切都美好得相得益彰！”

除了隐匿于九华山间的徽派民宿，

斯蒂文还在池州寻觅了坐落于平天湖

畔的一家酒店。不久前，外交部副部

长华春莹的海外推介，让一段名为《天

空之镜》的短视频火爆全网，播放量破

亿，也让池州市平天湖的“天路”成为

展示中国绝美风光的闪耀名片。

“你可以在湖畔边走路、骑行、驱

车，甚至可以选择躺在酒店的卧室里

欣赏窗外的湖景。”站在酒店阳台远眺

着平天湖风光，斯蒂文已经迫不及待

推荐朋友前往池州度假了。

唱一段戏
“体验中国乡村音乐”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

笑颜……”在安庆市，来自俄罗斯的博

主飒纱（     ）身着蓝粉色戏服，第一

次站上再芬黄梅公馆的舞台，在表演

老师的指导下，尝试演绎了一段经典

的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

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

一，最早起源于民间的音乐和舞蹈，以

其自然温和的风格闻名，朗朗上口的

曲调、优雅精美的舞姿，让人物活泼真

实。黄梅戏是安徽的主要地方戏曲剧

种、重要的文化名片，纯朴清新的表演

深受人们喜爱。“可以说黄梅戏是‘中

国的乡村音乐’。”飒纱作了一个生动

的比喻。

体验了一回戏中人后，飒纱坐在

台下，认真聆听了专业演员唱演的黄

梅戏经典作品。伴着节奏瞬间扬起的

唱腔，婉转悠扬的歌声立马抓住观众

耳朵，飒纱也被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

所深深吸引。

地方戏一般流行于发祥地，而黄

梅戏却早已突破了地域限制，凭借《天

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等剧目，在海

内外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观众

数以亿计。早在2016年，中国著名黄

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就曾在俄罗斯

领衔主演剧目《女驸马》，让飒纱非常

亲切：“希望下次回到家乡，我能有机

会再次听到来自安徽安庆的黄梅戏。”

购一件礼
“想为文房四宝代言”
作为一名跨境电商达人，来自埃

及的王笑（     ）擅长帮助消费者搜

罗好物，链接到全球各地的商品。在

“大黄山”，她来到文房四宝的原产地

——安徽宣城市，搜罗到了极具“大黄

山”特色的中国商品，宣纸和宣笔。

宣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

安徽一张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也是

宣城的“金字招牌”。宣纸从原材料的

采集，再到成纸的制成，大大小小需要

108道工序，整整3年时间。在中国求

学时，王笑曾经专门花了半年多的时

间学习书法，对于文房四宝并不陌生。

在宣纸文化园，王笑站在纸浆槽

边，只见在两位捞纸工人的配合下，一

捞一提一揭，不到15秒的工夫，一张薄

如蝉翼的湿润纸样，便初具雏形，整个

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捞纸看似

简单，实则不然。王笑和捞纸工人搭

档，反复尝试了几次，始终难以把握掌

帘的时机，只能产出厚薄不均的纸

张。虽然没能成功捞起一张宣纸，却

让王笑对这份充满技术含量的捞纸工

作肃然起敬，“这是需要时间打磨出来

的，每一张宣纸背后，都沉淀了捞纸工

人多年来的经验”。

分毫、滴片、挎绒……一支宣笔的

制作，往往要经过120多道工序，全手

工制成。在宣城市泾县三兔宣笔有限

公司的工作间内，工人们一人一座，分

工明确，将宣笔制作流程依次呈现在

王笑眼前：“我以前一直认为宣纸和毛

笔是由机器制作的，但这次我亲眼看

到了它们的制作过程，我会在以后使

用时更加尊重。”

在宣纸文化园的文创商店里，王

笑发现不同的宣纸也各有所长：写书

法、画花鸟、画山水……丰富的品类让

王笑“购上了瘾”，还现场“带起了货”：

“如果担心宣纸太重，除了可以在店里

购买后选择邮寄，还能通过官方网店

直送到家，接下去我希望向更多外国

朋友推介文房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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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朋友们收到了一份‘打卡大黄
山’的任务，在这片瑰丽的土地上，跟我们一起
开启一段寻宝之旅……”今天上午，在第十四
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场，由安徽省
文化和旅游厅、新民晚报社联合推出的双语宣
传片《遇见大黄山》，引起了不少外籍嘉宾的会
心一笑。
视频中，这群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埃

及和突尼斯的外国博主、文旅专家，从上海出
发前往包含黄山、池州、安庆、宣城等四市在内
的“大黄山”，这里不仅集聚了黄山、九华山、西
递宏村等一批世界级旅游资源，还拥有三大地
域文化显学之一的徽学、中国五大戏曲之一的
黄梅戏文化艺术、中国独有的文房四宝。

2023年底，安徽省提出打造大黄山世界
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四地凭借得天独
厚的禀赋优势携手并进，“大黄山”的文旅价值
将对整个区域的发
展发挥出强大的提
升和带动效应。在
外国友人眼中，世界
级的“大黄山”，又有
着怎样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