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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标
□本期执行：融媒体记者 魏婧琳

黄元琪，北京大学博雅讲坛讲
师，资深撰稿人。

作为专注于旅行文学的作家，我曾游历
过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几百座城市。“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是我的座右铭，在旅途中，我
常留给自己一段放空的时光，端坐在城市的
某个角落，观察并思考传统文化与新兴生活
方式如何在此地交融并焕发新的光芒。显而
易见，不少城市的独特气质来自人类文明的
流动。

当我把这些城市一个个在地理坐标中
点亮，发现它们都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老
城的传奇与当下、亘古与活力汇成令人无法
抗拒的吸引力——对我招着手，呼唤我走近
再走近。于是，行走并书写丝绸之路沿线老
城的故事成为我决心要去做的事情。我花了
十二年，陆续拜访曾辉煌于丝绸之路历史
中、如今依旧熠熠生辉的地区，然后与另一

位作者陈跃飞一起，精选了八座城市写入
《沙与海：丝路古道的千年与新生》。

这是一部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当代生活
的旅行文学。旅行文学创作与其他文学形式
的区别之一，是内容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
的。通过那些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希望呈现
给读者历史与现实、商贸与旅行、美景与民
俗、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以及丝绸之
路带来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碰撞。

作为整本书的收官与篇幅最长的章
节，“泉州—刺桐花下的歌声”是我们屡次来
泉采访游历后，用心创作的压轴篇章。

我与泉州在 2021 年结缘，至今来过数
次。第一次来，是因为得知“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心生向往。

我一站站去学习、考察泉州的世遗点。
每当我看到那些古码头、祈风石刻、充满异
域风情的建筑，都赞叹不已。在泉州，我深刻
感受到闽南人不畏艰险开拓海洋的勇气和
精神。

后来再到泉州，我便将视角重点放在泉
州人的身上，希望挖掘更多泉州故事。在蟳
埔，一位老奶奶和我讲述了簪花围背后的女
性力量；在泉州木偶剧团，提线木偶表演者
让我明白何为“择一行，做一生”的匠心；在
永春达埔镇汉口村，制香匠人传承古法，立
足“海丝”文化制作香品。

2023 年 4 月，《中国国家旅游》刊发了以
泉州匠人为主题的大专题，近四十页的内容
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与喜爱。当时我就认
定，泉州人的故事应该被更多读者看到。于

是，在《沙与海：丝路古道的千年与新生》的
泉州章节中，我收录了簪花围与中国香这两
个与“海丝”相关的主题。

至今，我依然觉得泉州是一本看不完的
书，令人永不厌倦的城市。它好吃、好玩、历
史悠久、故事多。我希望与泉州的缘分可以
越来越深，也希望通过拍摄与书写，让更多
人同我一样迷上泉州。

泉州是一本看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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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李菁 刘双莲）喝
中药奶茶、吃中药零食，学八段锦，逛中医
馆……这一届年轻人流行“新中式”养生。

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卫生健康文
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文
化融入生产生活”“推动中医药文化加快
从内容供给向产品供给转化”。随着越来
越多年轻人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中

医药跨界融合的新尝试受到年轻群体的
欢迎。在餐饮业，中药奶茶、中药零食和药
膳火速“出圈”，“罗汉果+美式”“枸杞原
浆+拿铁”等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新中式”
饮品组合成为年轻人的新宠。中医馆里，
新增加的就诊人数中，年轻人成了“主
角”。中式运动方式也多了许多年轻“粉
丝”，在某知名视频网站上，一条八段锦教
学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4500万次。

想要养生却容易犯懒的年轻人，在“放
纵”的同时，又不忘用养生手段弥补身体损
耗。他们在长时间的“葛优瘫”后，会定期做
中式推拿；炎炎夏季，抵抗不住冷饮的诱惑
时，也不忘贴上“三伏贴”；熬过“最深的
夜”，隔天早晨给自己泡上一杯养生茶……
当熬夜玩手机、饮食混乱、作息不规律的年
轻人出现亚健康问题时，“养生”成了他们
的“必修课”，“新中式”养生消费也因此走

向繁荣。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8岁至35岁
的年轻消费人群占健康养生消费人群的
83.7%。2023年，中国养生茶饮市场规模达
到 411.6 亿元，同比增长 27.3%，预计到
2028年有望突破千亿元。今年夏天，中式
养生水热度迅速攀升，薏米水销量同比增
长117%，山药水增长101%，桂圆水增长
98%，红豆水、陈皮水、人参水、红枣水等的
销量也有显著增长，市场规模有望在2028

年突破百亿元大关。此外，中式理疗、推拿
按摩的市场也不断拓展。

不过，年轻人热衷的“新中式”养
生，并非人人都适合。由于个人体质不
同，养生不可盲目跟风，建议在专业医
师的指导下进行。年轻人想要解决身
体的亚健康问题，还是得靠保持健康
生活方式，合理饮食、减少熬夜、适量
运动。 （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

“新中式”养生圈粉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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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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