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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起龟兹

乔文汇

夏日的新疆库车市，空气

中弥漫着杏花与泥土气息。踏

上这片古老的土地，仿佛与历史不

期而遇。从龟兹博物馆崭新开放的展

厅，到苏巴什佛寺遗址的高墙残塔；从琵

琶古乐盛典的击鼓声，到克孜尔石窟壁画

前的凝视，在此聆听穿越古今的“对话”，见证

龟兹文化的当代表达。

5 月 18 日，龟兹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

为新疆首个以“龟兹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博

物馆。走进馆内，“丝路绿洲”沙盘模型光影

交错，三维音效和古乐萦绕其间，仿佛踏入千

年前驼铃声声的龟兹。

这座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的博物馆，荟

萃历史文脉，通过 700 余件展品的串联，在空

间和时间上叙述“龟兹历史文化基本陈列”。

“希望文物不只是静静躺在展柜里，而是成为

有生命、有温度的讲述者。”龟兹博物馆副馆

长冯伟说。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唐代“苏幕遮舞”

的数字化还原：21 名舞者在三维屏幕中徐徐

起舞、裙裾翻飞，仿佛将观众带到盛唐夜宴。

5 月 24 日晚，库车市龟兹乐舞传播中心

内，琵琶古乐盛典《乐起龟兹》如期上演。随

着鼓声响起，舞狮腾跃，现场掌声连绵。艺术

家方锦龙手持五弦琵琶，与来自西班牙、日本、阿联酋的音乐家同台

合奏，在丝路文化的旋律中寻找共鸣。音乐跨越语言，连接过去与当

下。正如方锦龙演出时所言，“五弦琵琶诞生于龟兹，它的声音应该

再次响起”。

次日，《杏花之约·丝路龟兹》在库车大馕城焕新亮相。灯舞取代

了传统铃铛舞，飞天与伎乐从壁画中“走下”舞台，化为演员身上的每

一次转身与回眸。演出主创团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将壁画中

飞天伎乐的灵动之感真实带给观众。

在苏巴什佛寺遗址，远山隐现，踏上断壁残垣间，耳边是库车河

水声潺潺。在克孜尔石窟，崖体如卷轴展开，35 窟至 40 窟间，考古人

员正进行壁画保护与数字复原。站在幽暗的洞窟中，一幅幅壁画仍

保留着明丽色彩。今年，克孜尔石窟启动了太赫兹光谱扫描等数字

修复项目，致力于还原被烟熏过的剥落壁画的原貌。

从苏巴什到克孜尔，龟兹不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名词，而成为一

个可以走进、听见甚至随乐起舞的现场。“让文物活起来”“让沉睡的

龟兹活起来”，在库车成为高频语句。这并不是空话——从数字文物

馆到实景演艺，从壁画重绘到文化 IP 开发，龟兹文化正通过一系列

“活化”工程，走入大众视野，也走进年轻人的社交圈。

西 宁 之 夜
石 晶

青海省西宁市古称

青唐城、西平郡，是古丝

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必

经之地，千百年来商贾云集。

古城老街的恬静气质，搭配青藏

高原的异域风情，共同组成了一个

慢生活城市。

走进西宁街头巷尾，隐藏在岁月

里的老街旧巷如一壶老酒，一巷一名、

一步一景，风雨侵蚀在裸露砖墙上留下的

“包浆”，刻满了时光长河中古城的遗迹民

风与河湟故土的苍凉。随着近年“大美青

海”旅游的火爆，西宁市老街旧巷焕发新的活

力。白天是车来人往的现代都市，当暮色浸染

大地，隐藏在城市中的街巷成为年轻人夜生活

的主场，一盏盏灯光亮起，西宁的夜色便璀璨

起来。

唱响夏都

西宁的夏天来得热烈，逛夜市是许多市民消

夏的选择。

6 月 14 日晚上 8 点，2025“在西宁”超级演唱会

激情开唱，2.4 万余名观众共赴这场高原古城的音

乐之约。摇滚硬汉周晓鸥一曲《相信自己》拉开帷

幕，现场灯光闪烁，台上歌手与台下观众同声高

唱，呐喊声、欢呼声响彻偌大的体育场馆，热情在

激情夏夜喷涌而出。

近年来，夜经济成为消费领域新的增长点，这

个夏天西宁市将组织 5 场大型演唱会。5 月 17 日

举行的“夏都梦想音乐节”，全国超 4 万人次乐迷奔

赴西宁，带动文旅消费突破 2000 万元。当夏夜的

热浪与激荡的音浪相遇，西宁为观众献上一场

别样的“夏都之夜”。

古城的夜，一头连着居民生活、一头连着

消费和发展。

西宁是一座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不同

的文化在此交融。夜晚的城市街巷中，中

老年人跳起充满民族特色的锅庄舞，年

轻人随着劲歌金曲恣意舞动，成为西

宁夜景的独特存在。

时光荏苒，西宁在城市更新中

不断寻找自我。城北区西海路

的“雪豹之都第一街”——豹

街，自去年 5 月 1 日开街便

一鸣惊人，全年以超 250

万人次的客流量引爆

青藏文旅圈。豹街不局限于一条商业街，而是朝

着集生活、消费、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迈进。

在豹街，雪豹主题 IP 贯穿街区，让“雪豹之都”

的生态魅力跃然眼前；民俗巡游表演接连登场，在

霓虹与星光的辉映下舞出最炫民族风。“豹街针对

不同节假日，推出了社火、高台高跷、服饰装造等

不同主题的艺术展演活动，向外界展示青海独特

的民俗文化。”城北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工作人员李

丹说，每周周六晚上豹街会进行大型巡游活动表

演，周五和周日则分多点位举行小型演出。豹街

还与环湖赛、拉丁舞大赛等赛事方合作，邀请玉树

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东市互助

县等州县来此开展民族服装、土族轮子秋等节目

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着大美青海的多

元民族文化艺术成果，助推城北区夜经济蓬勃

发展。

如今的豹街，已成为西宁市民周末夜晚追捧

的目的地。巡游表演过后，夜空下《浪青海》音乐

响起，灯光璀璨的夜空下，街道瞬间化身大型舞

台，男女老少齐舞欢呼。

西宁市的典型特征是街巷零散碎小，老街小

巷如毛细血管构筑起城市肌理。为了给夜经济聚

拢人气，西宁打造了 24 条特色文旅商街夜市，持续

举办沉浸式体验和演出。“这是我们为了激活旺季

流量、丰富游客体验推出的新尝试。”西宁市文化

和旅游局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科说，大新街、

豹街、下南关等老街新市，构成“可触摸的历史”体

验空间，让丝路文明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生。

白天行走西宁，历史触手可及，古城墙、南凉

遗迹虎台、文庙街等见证西宁历史的古迹，是城市

记忆的鲜活象征。夜晚走出家门，霓虹闪烁、乐声

悠扬、锅庄起舞，西宁的夜正以蓬勃之势续写消费

新图景。

老街焕新

大新街是西宁市存在时间最久的老街之一，

方正的街道里，白天车来车往。傍晚 5 点左右，停

车位的车辆陆续驶离，推板车骑三轮车的摊贩们

鱼贯而入，迅速支起摊位。随着五颜六色的招牌灯

箱点亮夜空，白天空旷的街道变身为大新街夜市。

沿着“工”字形的夜市往里走，小商品、小吃摊

不一而足。噼啪作响的炭火中，烤羊肉串香气四

溢，热情的摊主们在吆喝声中，麻利地制作着各种

美食。在夜晚的灯火中，大新街夜市正以“传统+

潮流”勾勒出西宁夜经济的生动图景。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用白天的脚步丈量高原古城，用夜晚

的味蕾解锁城市烟火气。

来自江苏的游客熊佳佳和朋友们

白天去了青海湖和茶卡盐湖景区，晚上

来到大新街夜市寻找美食。“来青海前

就在大众点评上看好了这家店，羊肉

的确很好吃。”熊佳佳口中的德枭炕肉

店，是大新街夜市一家经营了 20 年的

老店，300 平方米的店铺经常爆满。铝

锅炕肉滋滋冒响，掀开锅盖，瞬间香气

诱人。“我家炕锅羊肉是我妈妈的拿手

菜，随着政府对夜市的大力支持，游客和

市民越来越多。”老板王德枭说，店里平均

每天能卖出去 20 多只羊，单日营业额在 2 万

元左右，最高时超过 6 万元。

保留老街巷风貌的同时，如何在保护与利

用之间找寻平衡点？西宁市一方面深入挖掘本土

资源，保留原生态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导入新业

态，将本土特色与现代艺术相融合。

改造过后的大新街，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实

现新功能配置与业态融合，老味与新潮兼具。白

天是道路，夜晚是夜市，老街巷从“市井空间”升级

为文旅融合新载体。

霓虹闪烁间，询价付款中，手捧奶茶和肉串的

人们，看到了西宁的另一面。

烟火升腾

在西宁市城东区，还有另一条老街——下南

关。街巷两侧是传统居住街区，楼上住宅，楼下沿

街底商云集，街巷内民族特色浓郁，特色美食在此

汇聚，是西宁最具代表性的老街之一。

“我家以前经营牛羊肚、羊肠等生鲜配送。随

着夜经济发展，下南关街道改造，客流量大增，我

把自己的头像作为商标，注册了‘牛杂阿爷’品

牌。”牛杂阿爷餐饮店老板马仲奎，告别了 18 年生

鲜配送生涯，转型为牛羊杂餐饮店。

随着西宁市夜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以马仲奎

为代表的小商户，在细微处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

“韭菜韭芽儿，阿妈养哈我俩儿。韭菜韭菜老

韭菜，茶饭不好了甭买来⋯⋯”幽默诙谐的叫卖声

引得路人笑声不断，时不时驻足拍摄。卖力吆喝

的马俊海是下南关的摆摊商户，他一边张罗买卖，

一边熟络地与人打着招呼，买不买韭菜都能热情

搭句话，欢声笑语间把快乐“传染”给了大家。一

时间，巷子里欢笑声、叫卖声交织，充满着幸福。

纯手工制作的宫廷八宝饭、新鲜羊肝、甜品，

最先上市的时令青稞麦索、露天头茬嫩韭芽、循化

线椒、贵

德软儿梨⋯⋯

2024 年，西宁市城东

区下南关街突然刷屏，在短视频

平台圈粉无数，400 米的街道年游客量突破 420 万

人次。网友们纷纷留言，“没有人能空着手走出

下南关”。

2024 年 4 月，在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引

导资金的支持下，下南关街启动了全面改造提

升。“为解决精细化运营和增加商业配套，这条拥

有百年历史的老街历时半年修缮改造，不仅保留

了地方特色，还通过一系列升级亮化提升了商业

氛围，让老街焕发出新活力。”城东区青海惠合项

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韩顺成说，具有浓

厚“烟火气息”的下南关街汇聚了 162 家商户，并

新增了 363 个摊位，成为西宁市老街旧巷改造的

成功范例。

没有传统景区那样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没

有装饰风格一致的店面，巷内商铺高低错落，

青海特色美食在这个生活化的老居民区商

业巷子应有尽有。“尕踏实甜食馆”“祁连

酥油”“循化馓子”⋯⋯店名也烟火气十

足，原生态的商业形态，正是这条巷子

最独特之处。

夜 幕 降 临 ，西 宁 夜 空 升 腾 起

浓浓烟火气，吹来了致富风，开

启 老 城 街 区 商 业 化 的 新

进程。

食 品 盲 盒 里 的 消 费 密 码
陈 捷

打开社交平台，“19.9 元开出高价甜

品盲盒”的笔记点赞量过万次，探店博主

沉浸式拆盒的视频播放量超百万次。贴

着 “临期”“剩余”标签的食品盲盒，以

及酒店自助餐厅的“剩菜盲装”玩法，正

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消费方式。这场看

似矛盾的“食品盲盒狂欢”背后，究竟隐

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与社会密码？

食品盲盒的剩菜并非真卖剩菜，而

是面包店、轻食店将当日未售完的食物

打包成“盲盒”低价售卖，或酒店自助餐

厅让顾客用剩余菜肴装满打包，价格通

常十分优惠。

拆开盲盒瞬间，许多消费者能体验

到堪比抽奖的刺激感。这种不确定性精

准击中了“Z 世代”追求新奇体验的消费

爽点，将原本普通的食品购买行为，升级

为充满趣味的探索游戏。同时，高性价

比对价格敏感群体很有吸引力，既满足

了口腹之欲，又有种“薅到羊毛”的成就

感，无疑比传统的折价销售更受欢迎。

对商家而言，食品盲盒是破解食品

浪费的有效方案。食品盲盒的流行打开

了一种商业新思路——第三方平台整合

商家，直接打通商家清库存、平台赚佣

金、顾客捡漏的“三赢”链路。通过销售

盲盒，商家的损耗率下降，降低了过期食

品处理成本，还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实

现库存压力与收益的双重优化。

从供需关系看，食品盲盒以相对较

低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对价格较为敏感

的消费者。而那些愿意支付更高价格享

受正常就餐服务的消费者，仍然会选择

原价。按照不同的价格策略将消费群体

进行细分，在不影响原有客户群体的同

时，商家开拓了新的市场份额，实现了市

场供需的动态平衡。

食品盲盒承载着独特的社会价值，

每购买一份盲盒，消费者不仅获得实惠，

更参与了一场“反食品浪费”的行动。同

时在社交平台上，“晒盲盒”逐渐演变为

一种具有群体认同感的社交行为。消费

者通过分享拆盒过程，既展示了自己的

“幸运时刻”，也传递了环保消费理念。

不过，在“食品盲盒狂欢”的背后，消

费者还需保持理性。购买时仔细查看商

品信息，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避免因追

求低价而忽视食品安全。同时，还要理

性评估自身需求，毕竟为“剩”买单的初

衷是拒绝浪费，而非制造新的浪费。

购买食品盲盒也折射出年轻人消费

观的深层转变：比起“非新不可”，他们更

愿意为“性价比+体验感+社会价值”组合

买单。或许未来，“剩”不再是商品的标

签，而是一种灵活高效的资源分配方式，

通过盲盒模式激活“舌尖上的闲置”。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姚亚宁姚亚宁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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