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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阁引领旅游文化国际化
本报通讯员 郑亮亮 黄海丽 朱恒亮 本报记者 苗华茂

岁月流转，现代对外交流日臻成熟
虽然蓬莱阁、登州古港作为对

外交流的商贸地位随着时光流逝不
断弱化，但蓬莱阁作为旅游景区和
旅游文化的杰出代表，却从未停止
过对外交流的步伐，尤其近年来，对
外交流更是日臻成熟。

对外文化交流范围进一步扩
大，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渠道和层
次更加多样。目前，蓬莱阁同多个国
家的景区和文化组织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仅今年5月份，就出现了多次对
外交流活动。5月17日，来自韩国的圃
隐学会及圃隐先生宗孙一行在蓬莱
阁新古船博物馆隆重举办了圃隐郑
梦周先生祭拜仪式，这是继2009年郑
梦周胸像奉安仪式后举行的规模最
大的一次祭拜。5月18日，来自日本根
法学社87岁的守田文子老人带领家

人及日本和歌山(蓬莱山)友人一行，
不远万里，飘洋过海，第9次来到蓬莱
阁景区，对八仙文化进行交流访问。

文化交流注重品牌化运作，传
播手段更加多元丰富。继2000年第一
届中国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
化艺术节举办以来，蓬莱阁已经成
功协助举办十届了，每一届都饱含
了蓬莱阁文化的精华。其中的大型
文艺演出以及“和平与发展”高层论
坛等以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参与
性，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和国际友人前来交流，被联合国誉
为“迄今为止呼唤和平的最大集会
之一”，成为对外交流品牌化运作的
典范之一。通过此项活动使蓬莱阁
的品牌文化更直观的迈出国门，打
上国际化的烙印。

在对外交流逐步信息化、便捷化
的当代，蓬莱阁除了通过图书、影视、
展览等传统手段外，更是向着加强针
对性和实效性的方向转变，依据现代
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打造英、韩、日等
多语种的门户网站，并加强网站的境
外推广和链接，以此积极打造了海外
目的地营销的新平台。还通过持续加
强与同程、去哪儿网等强势行业网站
的深化合作，吸引大量外国游客的关
注，更加方便海外游客预定和在线支
付。目前，蓬莱阁还在着手建立智慧
旅游手机客户端。将以更快捷的方式
实现全球旅游信息的融通和旅游服
务的提供，并通过建设简体中文版、
繁体版以及手机WAP网站，打造多
功能于一身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综
合服务网站。

蓬莱阁景区在国际化探索中，
注重挖掘宝贵的历史文化，找寻珍
贵的传承载体。为了将时空的无形
变为现实的有形，景区一方面加大
对古代历史原貌的修复——— 按照明
代原貌全面修复了蓬莱水城(即古
登州港)；一方面深入挖掘和充分展
示对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全力推
出挖掘出土的4艘古代沉船(包含两
艘朝鲜高丽古船)，高水准建设了集
科技元素和现代感十足的新古船博
物馆。借助这些新项目，在经济、信
息、生活全球化的今天，进一步扩大
和延展对外交流脉络，提升对外交
流水平。

为了高品质的修复蓬莱水城，
使这一标识对外交流的重要历史遗
产得到最好保护和合理利用，蓬莱
市委、市政府将水城项目列为蓬莱
市优先发展项目和市重点工程，聘

请了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制了《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保护规
划》。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和批
准，按照“有效保护、永续利用”的原
则，自2006年起，开始对蓬莱水城进
行了全面的环境整治和维修保护。

蓬莱水城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
5 . 5亿元，占地27公顷，先后完成土地
征用376亩，拆除建筑12万平方米，
动迁居民600余户，渔船迁港400多
艘。先后恢复修建了明代古城墙
1429米，完成了城墙外12万平方米的
绿化和生态改造。完成蓬莱水城小
海清淤7万平方米，清淤土方11万立
方米。对1400多米的小海岸堤进行
了维修。同时，恢复修建了2万多平
方米的明代重要军事指挥机构备倭
都司府以及东、西、南三处兵营、三
官庙，并进行了精心布展；修复关门
口外190米防波堤，对水城道路、给

排水、消防、安防、绿化等进行了全
面建设和升级改造。

为了不断挖掘以港口为挈领的
航海对外文化交流，景区高标准建
设了古船博物馆，这也是北方最具
特色、唯一的一座以古船为主题的
博物馆，该馆占地面积7276平方米，
投资1亿多元，于2008年6月30日动
工，2012年5月中下旬对外开放。里
面主要陈列了1984年和2005年在蓬
莱水城小海中清淤时出土的4艘中
外古船和大量的历史文物。

蓬莱阁在对外交流的历史进程
中，不断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
进行文化互通、管理互动、人员互
访、经验共享，以此推动景区的国际
化水准，增强海内外游客对蓬莱阁
文化和旅游的认同，从而更好地推
动蓬莱阁旅游事业的不断跨越发
展。

追古抚今，国际化对外交流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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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蓬莱阁对外交流基因优良
要追溯蓬莱阁对外交流的历史

渊源，就不得不从古登州港说起。登
州港最早是一个自然港湾，历经多次
修建，逐步形成规模，到公元707年，登
州治所迁至蓬莱后，才正式称为“登
州港”。历经兴盛、衰落，直到1913年，
失去其港口作用，有长达1206年的历
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贸易港和军事
港口。

隋唐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登州港作为当
时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在与朝
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政治、经济、文
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中期以后，因登州在中朝日

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成为
中国“北方第一大港”。登陆的日本
遣唐使、新罗遣唐使以及使节、商
人、学者、僧侣搭乘的船只往来不
绝，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和典
籍，日本的沙金、水银、金属，朝鲜
半岛的药草、金银工艺品等商品琳
琅满目。此间，作为我国古代对外
交流的重要“窗口”，有过“丝竹笙
歌，商贾云集”，“帆樯林立，笙歌达
旦”，“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
繁盛。

宋、元、明、清时期，尽管受到政
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登州港开始
由唐代的极盛转向渐衰，但山东半

岛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和人员往来，
特别是民间的交流始终没有中断。

正是这种隐于时空和血液中的
历史脉动和渊源，使蓬莱阁文化的
骨子里渗透着开放、包容和兼收并
包的特色，也使蓬莱阁在旅游发展
中非常注重对外交流和探索。从21

世纪初率先在旅游行业将ISO9001

和ISO14001两个国际体系认证引入
和执行，到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
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使
蓬莱阁在对国际旅游前沿理论和旅
游潮流的借鉴和探索中不断发展壮
大，也大大增强了蓬莱阁文化在国
际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伴随蓬莱阁旅
游品牌的不断彰显，
在海内外知名度、美
誉度的不断提升，景
区在大力开拓海外
市场的同时，也将目
光聚焦到国际化的
探索上。尤其是近年
来，蓬莱阁景区立足
文化品牌和资源优
势，不断加大对外交
流力度，以此引领景
区旅游文化的国际
化水准，不断续写旅
游新传奇。

蓬莱阁管理处主任寇润平（左）与圃隐学会会长崔炳俊互换移接书。

蓬蓬莱莱阁阁与与格格莱莱美美斯斯城城堡堡建建立立友友好好关关系系。。

外外国国友友人人参参观观景景区区。。

韩国文化交流团访问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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