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海是《徐霞客游记》开篇地、“中国旅

游日”发祥地，徐霞客游线申世遗倡议地，

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绚烂的人文积淀和秀美的自然风光相得益

彰，为文旅融合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相

继获评浙江文旅融合发展十佳县、浙江文

旅助力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十佳县。

中共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楼鼎鼎在

致辞中表示，一部游记，百年情缘，霞客之

于宁海，早已不单单是一位千古奇人，更是

深深融入城市基因的一份标识与象征。霞

客文化，是这座城市的靓丽名片，自2002

年第一届徐霞客开游节以来，二十届探古

寻今，追寻着霞客故事，我们喊响了“天

下旅游、宁海开游”。霞客元素，成为了

这座城市的风景风情，重建西门城楼，新

建霞客公园，修缮霞客古道，寻觅霞客足

迹，打造了全国首条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点燃了全民户外徒步热情，“霞客行”成为

宁海新时尚。霞客精神，正推动着这座城

市的蝶变发展，正是他那“达人所未达、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激励着人们一次又

一次“十年磨一剑”，成功申请设立“5·
19”中国旅游日，成功创建首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

浙江大学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徐学研

究过程中，有重要的奠基和引领作用。特

别是浙大地球科学学院的几代地学人，筚

路蓝缕，开拓创新，孜孜不倦，久久为功，对

海内外徐霞客研究的推进，对浙江省徐学

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徐学研

究领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王苑

在峰会致辞中表示，徐学是一座无尽的宝

藏。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将创造条件，

继续支持徐学发展，既深化徐学学术研究，

也重视徐霞客精神的推广、普及、弘扬霞客

精神，传承徐学文脉，让徐霞客的求是精

神、探索精神，成为地科学院共同价值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浙大地学人不懈探索、

攀登学术高峰的不竭动力。

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会长、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潘俊国在致辞中表

示，本次峰会是继金华山峰会后的又一次

全国徐学组织的大聚会、大交流，是一次共

商徐霞客文化传承、助推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的盛会。希望宁海真正成为徐霞客文化

旅游的先行地、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的示范

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领跑地，我们

要继续做优徐霞客文化旅游发展高峰论

坛这一平台，进一步挖掘徐霞客文化科学

价值、宣传弘扬徐霞客精神、探索徐霞客

文旅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徐霞客文化的创

新性发展，为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

口”，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作出新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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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江阴市徐

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单旭说，近几年，人们

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开始重

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消费更趋理性。

在后疫情时代的文旅融合，要正视社会发

展的重要趋势，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更

加重视文旅消费升级，注重健康、环保、智

能化。在文旅行融合中把握好文化视角

和旅游视角的有机统一，在路径选择上，

把握好因地制宜，推进不同的融合发展，

注重从三个维度做好文旅融合，高站位推

进文旅融合，着眼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需求；立体化推进文旅融合，打好“生

态农业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

全方位推进文旅融合，着眼于破解产权改

革难题、打通企业发展资金池和加快文旅

人才培育。

浙江省地质院技术专员，浙江省地质

矿产研究所所长唐小明说，徐霞客曾先后

三次游览雁荡山，《徐霞客游记》中有两篇

是单独记述他在雁荡山游历的内容。比

徐霞客更早的宋代科学家沈括，也曾游览

雁荡山，并在其《梦溪笔谈》中对雁荡山地

貌的成因进行了最早的科学解释。这些

文字给我们认识先人眼中的雁荡留下了

宝贵的财富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雁荡

山为代表的浙江流纹质火山岩地貌，是在

白垩纪火山地质和火山岩背景下发育的

典型岩石地貌景观，因其独一无二的自然

美而具有优越的旅游开发价值，是浙江得

天独厚的地质文化资源，也是我国世界自

然遗产的有力竞争者。深入挖掘以徐霞

客浙东游线的人文资源和浙江流纹质火

山岩地貌景观的地质文化资源，并将两者

有机结合，对促进地方旅游发展，推动徐

霞客游线申遗和浙江流纹岩地貌申遗具

有十分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应在学

者、政府、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共识和合力，

共同推进文旅融合，助力浙江的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金平斌

说，继续加强徐霞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对徐霞客游记的价值表现、徐霞客的科学

探索精神、徐霞客文化旅游资源内涵等方

面做好基础性的研究，深挖潜力，积累研

究厚度。同时要拓宽研究路径，扩展研究

力量，发挥高校、相关研究机构及企事业

单位的多方积极性，形成研究合力。大力

推进徐霞客文化载体的建设力度；要在总

结创建徐霞客文化村示范经验的基础上，

继续优化完善徐霞客文化的创建标准和

建设指南，加大徐霞客文化村在浙江省范

围的推广力度。同时，也要加强对徐霞客

文化名镇、徐霞客文化之乡、徐霞客古道

等载体的创建标准研究论证，做好相应的

开发利用工作。提升徐霞客文化旅游在

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要靠浙江各

级徐学机构及文旅部门的持续推动，更要

依靠全国范围内的徐霞客相关研究机构

及组织的共同努力，要争取发挥好徐霞客

文化的国内联动效应，进一步提升徐霞客

文化的影响力。

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徐学”研究 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2023徐霞客文化旅游发展峰会在浙江宁海举行
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徐学”研究 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2023徐霞客文化旅游发展峰会在浙江宁海举行 ◎记者 陈冲 摄影 袁航 尤才彬 通讯员 张小宇 邵颖玢 谢宇

以“美好中国，幸福旅程！天下旅游，宁海开游！奔赴山海，喜迎亚运！”为主题，庆祝“中国旅游日”2023年浙江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十

一届徐霞客开游节将于5月19日在浙江省宁海县开幕。

距离今年5.19中国旅游日还有一个月。作为第二十一届徐霞客开游节分会场的一项重要活动，4月19日—20日，由浙江省徐霞客

研究会、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中共宁海县委、宁海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徐霞客文化旅游发展峰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徐霞客研究会代表、徐霞客文化旅游目的地景区代表、徐学专家、学者教授就进一步挖掘徐霞客文化科学价值，宣传弘

扬徐霞客精神，探索徐霞客文旅融合发展趋势，探索新时代徐霞客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领域，谋划徐学研究和文旅事业

发展，推动徐霞客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浙江学者及浙江

各界都在徐学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浙江

大学1941年举办的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

纪念会和1942年编印的《纪念刊》，是学术

界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性的研究；

1980年代初期，陈桥驿首提“徐学”；1990

年代中期，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成立及持

续性开展活动；2011年，在省内外各级、各

界的合力推进下，《徐霞客游记》开篇日

——5月 19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

日”。

徐学亦应思考新时代、新要求、新使命

以及如何守正创新。在继承方面，可以研

究与普及并重，如研究徐学若干重大问题，

徐霞客在浙江的集成性研究；普及徐学进

课本，进社区等。在研究基础上，成果转化

为霞客行、霞客村、霞客赛事、霞客符号等

一系列文旅深度融合应用场景。同时，对

于突出文化精华，讲好中国故事，深刻揭示

徐霞客游记的世界性意义，助力脱贫奔小

康、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深入挖掘徐霞客

在浙游线沿途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并予以转

化、提炼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地球科学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树锋在峰会作了

题为“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推进浙江徐

霞客研究的思考——传承、转化、出新”主

题演讲报告。他提出，徐霞客研究的科学

精神不能变；适应时代需求，积极为世所用

的精神不能变。在研究主题的选择，研究

方法的使用上，应与国际交流和对话。在

弘扬科学精神，探索精神的基础上，着重推

动旅游事业发展。适应国家进入新时代的

要求，文旅融合背景下，应该成为传承弘扬

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人民群众追求

美好生活的重要抓手。徐学及其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转化，既是手段，更是目的。

杨树锋表示，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超越

性和世界性，具有永恒的价值，恒久的魅

力。我们继续深入发掘徐霞客及其游记的

世界意义，学习徐霞客的求是精神和科学

精神，他对大自然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不同

地方风土民情的体认和文化多样性的尊

重。新时代徐霞客文化旅游开拓的着力

点，是打造徐霞客文化研究的国际化平台，

持续推进徐霞客文化载体的开发建设，建

立全国性的徐霞客文化旅游联盟。让我们

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在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现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的实践中，推进浙江、中国和世界的“徐

学”研究。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徐霞客研

究会副会长、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陈庆

江在峰会上表示，徐霞客游线是当代文旅

融合的一条黄金路线，这是由它的本质内

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所决定了的。它是

徐霞客依据自己“建功业于山水之间”的独

立志向与高远报负、历经数十年艰苦卓绝

的跋涉走出的一条游线，这条游线涵盖了

中国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广阔的地域，

游线上蕴藏极其丰富、深厚、多样的自然或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深深地沉淀了霞客的

旅游思想、旅游情怀，展现了霞客非同寻常

的旅游方式和旅游境界。它的本质性内涵

是旅游科考路线。徐霞客游线的当代价值

在于它能大力推动旅游事业发展、提升旅

游文化层次，可以切实促进文物调查与文

物保护，有利于挖掘利用地方文化、民族文

化，助力乡村振兴，是开展研学游和文旅融

合的一方方宝地。基于游线丰富多彩的景

观资源、多维度厚重的文化积淀、景物与文

化的多形式多层次加持，其文旅融合大有

可为。

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丁芳

芳看来，江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一体性特征对区域共同发展

有重要作用，是今日助推长三角深度文旅

一体化的基础。徐霞客和长三角诸省多有

关联，是促进江南文旅一体化的重要文化

名片。目前江南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在新时代条件下精心打造好徐霞客这

张江南文化的重要名片，可以进一步构筑

一体化的江南文化高地，推动长三角深度

文旅发展，使之成为引领长三角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具体举措包括设计

富有特色的深度文化旅游、迎合时代开拓

新型旅游方式、增加外宣扩大海外影响力

等，以推动“江南文化”和“徐霞客”这一文

化品牌的进一步融合与互动。这不仅在于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提高国民

素质，并立足于长三角区域的深度文旅开

发，着眼于新时代，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大家

学习徐霞客热爱大自然、勇于探索、不畏艰

难去实现梦想的这样一种坚忍不拔的精

神。

记者了解到，徐霞客研究会在宁海岔

路镇天河村谋划乡村旅游金点子，精准定

位民宿特色村，帮助建立民宿36家，成功

创建省级民宿村，这就是很好的霞客文旅

融合案例。宁海高标准抓好徐霞客游记起

点——宁海西门地标的开发，按照资料记

录，以仿古风格复建西门城楼，让游客在历

史场景的还原中，感受徐霞客在西门开启

“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游历的心路历

程。同时持续完善周边文旅商业休闲区的

建设，配套“霞客居”主题酒店、“霞客行”主

题城市书房等，串联徐霞客公园、兴宁廊

桥、十里红妆博物馆等11个文旅点位，形

成集霞客体验、观光娱乐、餐饮休闲等于一

体的文旅地标。

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宁海县徐霞客研会会长张畅芳在峰会上表

示，宁海充分挖掘和解析霞客精神，多措并

举将其融入到宁海文旅之中，通过两者的

融合来丰富宁海文旅内涵。修复百里霞客

古道，深入挖掘徐霞客在宁海的足迹，做好

霞客古道的修复提升，将《徐霞客游记》中

提及的暗岩路廊、梁皇山、岔路口等40余

个村庄、10余个景点进行改造提升，并在

沿线设置徐霞客文化街、徐霞客文化墙、徐

霞客纪念雕像等文化标识，让游客身临其

境地感受徐霞客“一根竹竿走天下”的行进

路线。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省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徐建春说，浙江在

徐霞客与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的一系列

成果，共同推动以《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

5.19为中国旅游日，徐霞客文化与名山文

旅融合发展，徐霞客文化与海洋文旅融合

发展，徐霞客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践行三重和谐的新观念：人与自然和谐，人

与人（社会）和谐，人内心世界和谐。开发

旅游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否则不可持续发

展，应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旅融合发

展不能损害其他居民的利益，应该人与人

和谐，特别是与所在社区和谐共生。而人

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均涉及人的价值

观念，所以人内心世界的和谐是非常重要

的，甚至是根本性的。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包海

波表示，徐霞客文化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快生活、慢生活有机融合

成为常态。我国既需要保持一定增速，

“5+2”“白加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稳步

实现。更需要加强消费社会建设，满足人

民对更高质量的文化旅游“慢生活”的需

求。更多的人愿意做新时代的“徐霞客”。

祖国壮丽的山河、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宝贵的财富。区域发

展中，只有深挖文化旅游优势，形成鲜明文

旅特色、王牌特色产品、精品文旅线路，做

好自己，形成“品牌”，才能吸引当代“徐霞

客”来做深入“研究考察”，满足好奇心。加

强深度挖掘网红“打卡”和特色产品创新的

潜力有助于长期品鉴“有机食材”，建立城

市和乡野的日常联络，也可以吸引八方游

客“流连忘返”、还想“故地重游”，作为“慢

生活”的心灵安居之处。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

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晋光认为，

生态文化旅游的对象包括山地、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及人文生态景观等，生态文

化旅游的形式包括游览、观赏、科考、探险

等，旅游景区推出湿地观鸟、沙漠探险、森

林养生、高原越野、登山探险等多种生态文

化旅游专项产品，生态文化旅游人数逐年

增长。我国已经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统

领，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沙漠公园和水利风景

区等为载体的多类型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

地体系，其中，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是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制度

创新。由于生态文化旅游具有生态保护、

资源游憩、科学教育等多种功能，因而有望

成为中国旅游的新风向标。

共商霞客文化传承 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推进徐学转化出新 促进浙江文旅共富推进徐学转化出新 促进浙江文旅共富

霞客本是旅游科考 两种文化融合互动

践行三重和谐观念 重视生态文化旅游

重视文旅消费升级 三方形成合力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