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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弘扬传统文化视角的诗词文化景观研究 

——以崂山为例 
李明英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摘要：诗词文化景观彰显一个城市的人文气质，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名片。崂山诗词文化景观的建设与创新将赋予青岛

浓厚的文化底蕴，更新游客对青岛的立体记忆。在提高文化软实力，迫切需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下，以旅彰文，将传统文化的

精髓通过诗词景观的创新发展融入现代人的血脉，是值得我们思考并积极开发的一条路径。 

 

古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人智慧

的结晶，中国自古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代文人志士在游

历中国大江南北的同时，留下了令后人景仰的诗句，形成了富有审

美意义的诗词文化景观，这些富有文化气息的景观不仅能加深游客

对景点的历史认识，还能形成一定的文化记忆。自然、地理、历史

也因这些景观的存在产生了超越时空的交集。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越来越重视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越来越多。比如围

绕中国古诗词展 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节目，让古诗词重回大众视

野。但是，古诗词与文化生活的日常衔接还存在距离，影响着诗词文

化浸润作用的发挥。2020 年文化旅游部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张在“数字经济格局下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并提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战略。 

本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对古诗词文化景观进行创新

研究，其目的就是寻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新路径。本课题

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诗词文化景观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思索诗词

文化景观如何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数字化

转型，进而实现诗词文化景观对旅游的内容支撑、价值挖掘和创新

利用。 

物质生活的丰富促使人们不断提高个人对精神文化品质的追

求。假期或周末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诗词文化景观的游览

虽因人而 ，但是，可以发现，多数游客在诗词镌刻景观前摄影留

念的多，仔细辩读赏析的少。据相关统计，８３％的人认为目前接

触的诗词文化景观趣味性较弱，景观形式比较单一。这种走马观花

式的游览对游客精神层次的提升是极其有限的。再加上古诗词的语

言本身就晦涩难懂，诸多因素都限制了古诗词文化景观影响力的发

挥。克服这些阻碍古诗词文化景观影响力发挥的不利因素是当下需

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为了发现诗词文化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崂山为例，

对与崂山相关的诗词做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基本是在青岛生活经

历两年以上的学历较高的人群，从数据结果来看，大家都知道青岛

有个崂山，但是对于崂山的了解基本都是浮于表面。此次问卷调研

了李白、蒲松龄、丘处机等历史人物赞美崂山的诗句。以下是针对

调查结果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创新诗词文化景观建设的思路和见解。 

（一）古诗词中有很多待发掘的文化景观，有些诗词历史悠久，

但并没有实现景观化。缺少“诗和远方”的完美融合。 

在这份调查问卷里，关于崂山的别名，69.64%的调查对象不太

了解，近 30%的人只是略知一二，崂山的别名有很多，比如说“劳

山”“不其山”“鳌山”“辅唐山”等等，每一个别名都有可考的历史

出处，在古代典籍中都有迹可循。 

比如，《诗经》中有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

劳矣。”相传崂山的名字源于“劳”，便是始于《诗经》中的这句话。

可惜的是，如此历史悠久并富有浪漫色彩的诗句，知道的人并不多。

众所周知，《诗经》中收集的是中国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

的诗歌。如果能把《诗经》中这首诗句，以诗词文化景观的形式展

现出来，崂山的悠久历史也因此很立体的呈现在游客面前。再加上

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气息，将会为崂山蒙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二）诗词文化景观缺乏深度挖掘，诗句中所蕴涵的评价以及

宣传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 

历史上不乏给予崂山高度评价的诗句：”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

崂“，相传这句诗出自于十六国时期青州人晏谟所著的《齐记》。此

外，崂山别名鳌山，据说鳌山之称始于元代道教全真龙门派的创始

人丘处机的诗句：“陕西名山华岳稀，江南尤物九华奇，鳌山下枕东

洋海，秀出山东人不知。”在这首诗中，丘处机提到了陕西华山、安

徽九华山， 后赞美了崂山东枕大海、波澜壮阔的独有气势。 

在丘处机眼里，崂山足以媲美五岳，游历丰富的他曾作诗说明

崂山没能位齐五岳的原因：“五岳曾经四岳游，群峰未必可相俦。只

因海角天涯，不得高名贯九州”，崂山之所以不得位列五岳，只因其

地理位置偏远难至，地处“海角天涯”。关于丘处机这首评价崂山的

诗，调查结果显示，了解丘处机赞美崂山诗的人很少，在问卷中

75.4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不知道，另有 8.33%的人选择了李白，

6.67%的人选择了苏轼。只有 8.33%的人选择了丘处机。丘处机是道

教名人，也是金庸小说里全真七子之一。喜欢《射雕英雄传》的人

都知道丘处机，笔者认为把丘处机评价崂山的诗词用来宣传崂山文

旅，应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应。曾先后三次布道崂山的丘处机，留

下 41 首赞颂崂山的诗词，这些诗词很多都镌刻在崂山岩石上，石碑

镌刻可以说是传统的诗词文化景观的惯有表达形式。而调查结果却

告诉我们，镌刻在岩石上的诗词文化景观并未起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丘处机生活在元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交通不便、生活不富足，

旅游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寻访名山大川的更多的是文人墨客。对于

古代文人来说，欣赏这些诗词景观本身就是游历目的之一，在当时

的情况下，诗词镌刻哪怕形式单一，也能够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

而现在，交通发达，生活节奏快、电子产品丰富、信息传播形式多

样，形式单一的诗词镌刻景观很难引起游客的关注，这也是造成在

诗词景观前，游客走马观花，拍照留念的多，赏析品味的少的原因

之一。总而言之，丘处机的诗词虽然镌刻在崂山的岩石上，有近千



理论探讨 

 225

年的历史，但是并未如其名那样得到广泛传播。抑或是丘处机是道

教名人而非以诗人之名著称，但是，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发挥名

人效应进行城市宣传，借助丘处机对崂山的评价扩大崂山的影响力，

无疑是一条富有文化底蕴而又经济高效的宣传路径。 

因此，与时俱进，对于原有的诗词文化景观，有必要融入现代

元素，做符合现代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吸引现代人注意力的诗词文化

景观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古诗词文化景观的评价作用以及广告效应。 

（三）诗词文化景观缺乏具有互动性、体验性的叙事表达，缺

少与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结合利用，如果能够借助网络信息平台，

做文化创意旅游，促进诗词文化景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将会更好的发挥中国古诗词的文化力量。 

在问卷中还调研了蒲松龄赞美崂山美景的诗句：“山外水光连天

碧，烟涛万顷玻璃色”，调查结果显示，68.85%的调查对象不知道这

句诗的作者，9.84%的人猜测这句诗出自其他诗人，真正了解的只有

16.74%。崂山史称“神仙之宅，灵 之府”。据史料记载，蒲松龄曾

游览崂山，并且写了《崂山观海市作歌》，游完崂山之后，写了小说

《崂山道士》和《香玉》。蒲松龄的诗词与其小说联系在一起，会成

为有趣的故事，为崂山增添神秘色彩。在《香玉》这篇小说里，蒲

松龄寄情崂山太清宫的白牡丹和山茶，塑造了仙女香玉和绛雪两个

可爱的女子，述说了香玉与书生之间情深似海的爱情。小说的背景

是崂山太清宫，太清宫的三官殿前有两株山茶树，据说树龄分别是

400 年和 600 年，一株 红花，一株 白花，交相辉映。每年花

季节，有很多当地的游客慕名去赏花。蒲松龄笔下的绛雪就是太清

宫山茶的化身，“崂山下清宫，耐冬高二丈”，此处的“耐冬”即是

山茶花。山茶主要生长在云南，青岛人称其为“耐冬”，耐冬是青岛

市花，在青岛的市徽上印有耐冬。关于青岛市花的问题，调研过身

边青岛人，很多人来青岛十几年不知道耐冬是市花，更不知道市花

来由以及蒲松龄笔下的山茶花。市花是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可

以说是现代城市的一张名片。对于城市的名片宣传应该受到重视。

山茶花以其耐严寒，四季常青，傲霜雪，抗逆性强，还被称为“清

廉君子”，“雪里 花到春晓，笑迎枯草吐翠时。”若能把太清宫的山

茶和这些赞美山茶的诗句做成文化景观，不仅能够给游客带来历史

文化意味的景点观感，也能扩大青岛本地人对城市形象的认识。在

《香玉》 后蒲松龄写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

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耳”，玻

璃色的烟涛、山茶、白牡丹、绛雪、香玉和书生，这些元素都可以

通过叙事加工，重塑诗词文化景观，崂山不仅是“神仙洞府”，修行

之地。还有坚贞不渝的爱情传说。 

（四）建设全民参与的数字文化生态，打造动态的符合当代网

络信息传播方式的诗词文化景观。 

李白的诗在中国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在问卷中，关于李白游崂

山的故事，只有 41.54%的人知道，近 60%的人不知道。在崂山蟠桃

峰有纪念李白游崂山的太白碑，此外，还镌刻了李白游崂山的诗词：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关于这首

诗，在问卷调查中，83.61%的人不知道作者是谁。与丘处机和蒲松

龄的赞美崂山诗词相比，太白碑与蟠桃峰的诗词镌刻似乎起到了一

些推广效应，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李白诗词文化景观的建设并未随

着时代的推进而有所创新，也没有伴随网络新媒体的普及拓宽对受

众的影响。“食枣大如瓜”，能够赋予崂山枣 富文化底蕴和想象力

的广告代言。还有近几年流行的崂山民宿，如果能够把李白的“愿

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加以景观创新，会给游客带来别

有诗意的文旅体验。现代人工作节奏快，假期或周末来一场“闲与

仙人扫落花““崂山餐紫霞”的民宿旅行，不仅能够缓解工作带来的

疲惫，还能提升家族成员的文化修养，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融

入自然，享受诗文里的恬淡。在自然的静谧，海的玄旷，潺潺溪水

的陶冶下，与古人同品味，穿越时空，实现一脉相承的心灵对接，

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李白不只属于唐朝，他属于当今的每一个中国人，崂山蟠桃峰

的李白诗词文化景观，在传播媒介形式多样的现在，完全可以通过

抖音、微视频等形式做更深层次的推广，实现历史和现代的文化交

织，丰富当代人文精神，提升大众的文化修养。相信每个游客都会

形成独自的“劳山餐紫霞”景观诠释，更会有不同的“闲与仙人扫

落花”体验，诗与生活不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存在，一首诗让崂山

民宿变成诗意人生的载体。不仅提升了民宿的层次，也在不知不觉

中陶冶着旅人的诗意情怀。因此，我们要发挥诗词文化景观独具的

休闲品味提升功能与推介效应。每一个来民宿的人都可能成为诗词

景观的再造者，一张图片一句诗，打造全民参与的新时代诗词文化

景观。崂山之名、崂山之味、崂山之形、崂山之韵，也会通过游客

的手机端而远播。 

综合以上，因为种种原因，原有的诗词文化景观在现代社会的

受容并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游客对人文历史景观虽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单一的诗词景观建设距离满足这种期待还存在差距。在调查

问卷中，60.56%的人喜欢人文历史相关的旅游景点。近 63%的调查

对象看重旅游景点的文化底蕴。关于文化资源 发面临的问题，59%

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社会保护意识不够高，这个调查结果告诉我们，

做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是当代大多数人的心声，诗词文化

景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非常有必要与时俱进，加强 发创新。通

过分析我们也发现，影响诗词文化景观在当代受容的因素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语言障碍，读懂文言文确实有难度。这个问题可以通

过现代语音解说加以解决。二是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各种娱

乐形式的吸睛表达，弱化了形式单一的诗词文化景观对受众的影响

力。因此，在诗词景观的创新建设上，纳入时代元素，增加受容度

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技术和传播

生态的变革”【1】，以当代电子信息技术进行实景虚拟呈现，打造沉浸

式文旅模式，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和互动感，不仅可以增强诗词文化

景观的感染力，也能改变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引导游客走向强

调人文情怀、情感体验、以文化为主题导向的文化深度游。 

此外，在诗词文化景观的 发上，尚有大量待挖掘的历史文化

资源。诗词文化景观蕴含的广告宣传作用以及品味提升功能亟待

发。当下数字科技发展迅猛，“2017 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达 57.3 亿，

同比增长达 183.9%。”建议政府部门通过建设文化智慧终端的形式，

展动漫赋能诗词文化景观建设，增加线上讲解、 发数字化保护

系统， 创智慧旅游新时代。通过与时俱进的时代元素介入，丰富

和活化已有的诗词文化景观，对古人留下的古诗词进行创新发掘，

将诗词景观的历史、文化、艺术等融为一体，增进游客与诗词景观

之间的互动性、体验性交流，从而达到“以旅彰文”的目的，潜移

默化的提升人民大众的诗词欣赏水平和精神文化品味，提升中国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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