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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
回归宁波，5月19日，宁波全市83家
A级旅游景区将对市内外游客免费开
放（需提前预约）。截至5月18日11
时30分，全市20家景区（点）预约名
额已满，其他景区尚有少量余票。为
确保游客安全及旅游体验，宁波文旅
发布重要提醒，请市民游客注意。

划重点！约满景区别白跑

已约满景区：宁波海洋世界、宁波
方特景区、宁波野生动物园、海天一洲
景区、象山影视城、宁波达人村景区、
天宫庄园、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江北
绿野欢乐谷、奉化黄贤森林公园、蒋氏
故居、雪窦山、弥勒圣坛、宁波科探中
心、南宋石刻公园、应梦里演艺城、宁
波五龙潭景区、宁海前童古镇、慈溪达
蓬山星梦乐园、宁海伍山石窟。

重要提醒：以上景区当天不接待
未预约游客，千万别直接冲！

这些事一定要知道

①预约是硬条件
所有免费景区需提前预约，约满

即止。
游客凭预约码核验入园，一人

一码。（部分景区入园时还需核验身
份证，具体要求可在美团预约页面
查看）。

②不是所有项目都免费
免费仅含首道门票，观光车、索

道、演艺、特殊展览等二次消费项目
及景区内停车场、餐饮、购物等正常
收费。

③绿色出行更香
5月19日，热门景区周边可能会

出现较大交通压力，强烈建议乘坐地
铁、公交等公共交通，低碳又省心！

④安全第一！带娃、陪老人的尤
其要注意

请勿携带危险物品入园，具体物
品请查看各景区公告；

请勿前往景区内非公共开放
区域；

部分景区可能出现瞬时客流高
峰，请务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遵守公
共秩序；

部分游乐项目和高风险项目对游
客有一定年龄和身体要求，如不符合，
请勿冒险体验；

5月19日，预计老人儿童游客较
多，景区提供各项服务时将遵循老人
儿童优先原则，敬请谅解。

⑤文明旅游记心间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倡导广大

游客文明旅游，遵守公民文明行为公
约，爱护文物古迹、公共设施和生态环
境，相互谦让，共享美好旅程。

记者 王思勤

《徐霞客游记》
被名字耽误的气象“百科全书”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四百多年前，
著名的“旅行特种兵”徐霞客从宁海出发，开启一段寻山访水的旷世奇旅。

徐霞客为何要在“三月晦”出发？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当时，他是如何应对途中的
“早雨”“风怒起，滴水皆冰”“时浓雾半作半止”？他的《徐霞客游记》是不是一本被名
字耽误了的“百科全书”？

在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翻开《徐霞客游记》里的那些气
象故事。

“3·29”还是“5·19”？气象“有话说”
对徐霞客来说，有两个日子特

别重要：一个是1607年3月29日，
那天他从故乡江阴迈出云游天下
第一步；一个就是《徐霞客游记》
开篇提到的“癸丑之三月晦”，也就
是1613年5月19日。

因此，2009年12月，当时的国
家旅游局正式启动设立“中国旅游
日”相关工作，并向社会公开征集具
体日期方案时，这两个日子之间的

“竞争”一下进入白热化状态。
到底是选标志徐霞客践行“丈

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志向的3月
29日，还是选更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的5月19日？

在经过专家论证后，宁波市气

象部门交出了一份有说服力的气象
分析材料——有研究表明，最适合
开展户外旅游活动的气温为18℃-
25℃。每年晚春到初夏，对我国大
多数地区以及大多数人群而言，是
最适宜出门旅游的，也最容易对徐
霞客描述的“云散日朗，人意山光，
俱有喜态”感同身受。

“情绪稳定”的天气对旅游也很
重要。

每年3月，影响我国的冷空气
仍比较频繁，气温起伏大，天气变化
快，北方地区有沙尘暴，江南地区有
倒春寒、连阴雨等。对时间有限、预
算有限的现代人来说，很难做到像
徐霞客那样，遇到大雨倾盆，不得不

“僵卧待之”，不仅“不以为苦”，还为
当地苦旱久矣的百姓感到开心。相
比之下，等到5月，冷空气“偃旗息
鼓”，气温逐渐回升，灾害性天气也逐
渐减少，更适合出行。

这份气象分析资料最终得
到相关部门和众多专家学者的
认可。

2011年4月12日，我国正式确
定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

自此，“天下旅游，宁海开篇”的
口号传遍大江南北。《徐霞客游记》
开篇写下的那句“云散日朗，人意山
光，俱有喜态”也成为国人旅行审美
的集体记忆，甚至被视作古代“旅游
文学”的标志性起点。

被名字耽误的气象“百科全书”

四百多年前，徐霞客出游时，并
没有天气预报。从湿润的江南到干
旱的西北，从低海拔平原到高海拔山
区……在他的旅途中，遭遇雨雪冰雹
等各种恶劣天气是家常便饭，好几
次，他还因恶劣天气“命悬一线”：

在福建，连日暴雨导致溪水暴
涨，船只无法通行，他被困多日；在
安徽，他不得不“持杖凿冰，得一孔
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举步
维艰；在云南时，他也曾面临“先试
得其两手两足四处不摧之石，然后
悬空移一手，随悬空移一足，一手足
牢，然后悬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坠
……”的险境。

不过，作为一个资深的“旅行特
种兵”，徐霞客对此习以为常，他甚
至还尝试从中去发现风云变幻的
美，气候变化的规律。

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录的
气象物候资料，总结出的气候规
律与现代地理学、气象科学有着

惊人相似，这也赋予《徐霞客游记》
超出“游记”的价值——

在江南地区（如浙江、福建），他
记录了“梅雨”“连月阴雨”等典型亚
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比如从宁海出
发的第二天，他就遇到了“早雨”；

在《滇游日记》中，他感受到大
理“虽盛夏无暑气”，背后则是高原
山地“四时如春”的温凉气候特点；

而到了黄山，他提到山顶“风寒
刺骨”“云雾瞬息万变”，山脚却是

“晴暖如春”，体现了山地气候的垂
直差异。

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徐霞客
还以气象为线索，总结出不同地区
的物候特征：广西的水稻“岁可三
熟”，贵州却是“山田瘠薄，仅种荞
麦”，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差异源于热
量与水土的不同，“江南桃李已谢，
而北地始开”，“岭角花盛开，顶上反
不吐色”，不同纬度、不同海拔的物
候时间差揭示了温度随空间变化的

规律；他甚至还注意到小尺度环境
对物候的影响，在雁荡山，同一山体
的阴坡与阳坡，杜鹃花期可相差十
日有余，这是因为阳坡向阳温暖，植
物萌发更早……

徐霞客在书中记载的冰川范
围、河流水量等，更是为对比现代气
候提供了基线数据。

他曾提到过的某些冰川现今已
显著退缩，表明气候变化是不变的
永恒。有统计显示，《徐霞客游记》
中记录的暴雨、干旱事件频率与明
代“小冰期”气候波动特征吻合，为
历史气候重建补充了实证。

旅途漫漫，徐霞客始终秉承“行
万里路”的劲头开展实地调查，以科
学审慎的态度观察记录，对途中所
看到的气候、地貌、民俗等深入考
察，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校正前贤
之谬误，才造就了“一代游圣”的精
神图腾。 记者 石承承 孙肖

通讯员 魏薇 陈可昕 钱燕珍

宁波这些景区
今天已约满

拥有秀美山水的宁海拥有秀美山水的宁海，，是是《《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地的开篇地。。 记者记者 孙肖孙肖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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