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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50歲的王安仁是西安天馬國際旅行社的總經理，人稱「絲路

王」，是陝西省最早做絲路旅遊的旅遊從業員。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還

在新疆當兵的他就被絲路沿線的美麗風光深深吸引，經常深入北疆、南疆遊玩。從部隊

轉業後，1992年，王安仁在絲路起點西安開旅行社，做起了旅遊生意。對絲路情有獨鍾

的他將目光轉向西北5省區（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開始帶領越來越多的境

外遊客重走絲路。如今，20年過去了，王安仁見證着絲路沿線自

然景觀和經濟社會的變化，也見證着這條旅遊線路由冷清到紅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

2000多年前，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從長安出發，一步一

腳印，開闢了名揚古今的絲綢之路。隨着「絲綢之路：長

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和「一帶一路」戰略的

推進，一度沉寂的絲綢之路再次掀起旅遊熱潮，越來越多遊客追隨西

進的足跡，親身上演一場《新西遊記》。這條古代運輸商道經旅遊

業界多年艱苦開闢，正成為中國最關鍵的黃金旅線。本報今起推

出「絲路新遊」系列報道上下篇，透過資深旅遊從業員的分

享，讓讀者了解絲路上的旅遊產業變遷，及鮮為人知的旅遊

趣事，探究這條總長7,000公里、中國段跨越4,000公里的千

年古道，如何再次煥發生機。

編者的話：

對絲綢
之路旅遊
研究多年的
陝西省社科院
文化旅遊研究
中心主任張燕

向記者表示，21世紀最火的兩條旅
遊線路將是非洲原生態旅遊和絲綢
之路遊，但是絲綢之路因為跨度太
大，不可能全線貫通，而應倡導發
展節點遊、空中遊。她呼籲絲路中
國段西部五省區綑綁上市，聯合打
造經典旅遊路線，整體向西走，這
樣或將吸引更多遊客。

張燕稱，從近兩年的情況看，
「一帶一路」戰略對絲路旅遊雖然
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但這種推動
對中國來說，仍是國內熱，國外
冷。她以陝西舉例，去年中亞、西
亞到陝西旅遊的人數不足2,000人。

開空中航線 旅遊一卡通
「從絲綢之路輻射範圍的經濟程度

來看，總體是東高西低，東南亞國家
仍是絲綢之路最大的客源市場。」張
燕說，要讓絲路旅遊真正熱起來，還
需拓展中亞和西亞市場。儘管其
中面臨政治、法律、語言等多重

障礙，但可以通過旅遊觀光，讓民族
之間有個先知先覺的了解，從而推動
相關的貿易經濟往來。她並呼籲開通
相關節點的空中直航，讓更多的遊客
能夠往來自如。
她又表示，對於絲綢之路中國段

的旅遊，西北5省區目前協作仍
有一些壁壘，可考慮設一個一
卡通，讓遊客從西安直到新疆
暢通無阻，勢必推動5省
區 旅 遊 經 濟 發
展。

隨着西北要塞交通的不斷順暢，高
速公路、鐵路、航空等逐漸發達，近
年前往當地旅遊的遊客逐漸由原來的
乘坐大巴、火車，轉而傾向自駕。多
位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未來絲綢之
路的旅遊發展空間將是自駕遊，而沿
線旅遊配套設施則應考慮建更多的自
駕宿營地。
今年十一國慶節期間，西安市民
雷先生一家三口從陝西西安出發，
一路自駕到達新疆，7天旅程途經

河西走廊，欣賞沿途美麗自然風
光。雷先生說，自駕遊最大的好處
就是玩得盡興，走走停停，可以遠
離人潮去欣賞美麗風景。但他同時
表示，沿途的安全保障是未來政府
需要重視的。
西安天馬國際旅行社總經理王安仁

亦表示，目前開通的絲路旅遊專列沒
有常態化運行，而自駕遊絲路已漸成
大趨勢，未來政府應加大對營地的建
設力度，保障遊客的安全等問題。

「絲綢之路對華人
世界的吸引力

是非常大的，最初我們以
香港為中心，輻射美國、新
加坡、日本等國，吸引當地
華人前來絲路旅遊。」行走
絲路超過20載，王安仁告訴

記者，絲路的吸引力由始至今源於它獨特的歷史文
化和絕美的自然景觀。
絲綢之路由漢使張騫開闢，在唐朝達到鼎盛時

期。千年歷史將絲路保留傳承下來，其中，獨特
的文化永遠難以磨滅，尤其是佛教文化。沿線佛
教古蹟多不勝數，如莫高窟、炳靈寺石窟、高昌
故城、克孜爾石窟等……這些古蹟串連起來就是
一條旅遊線路。

突遇沙塵暴 旅客稱走運
而近4,000公里的絲路中國段，沿途經過草原、

雪山、黃河、戈壁灘等多種迥異的美景，更是絲
路最引人入勝之處。
王安仁回憶上世紀90年代一次帶團經歷，當旅遊

團在甘肅從嘉峪關前往敦煌時，突遇沙塵暴襲擊，天
空瞬間變黑，遊客眼睛鼻子全是土。「如果是平常，
大家都會抱怨遇到那麼糟糕的天氣，但是我們推出的
產品就叫『大漠風光』，就是要遇見沙塵暴。當時大
家都覺得是走了好運，難得一飽眼福。」
與此同時，西北5省區少數民族多，絲路因而增

添一份民族風情，不論是多姿多彩的歌舞，或有滋
有味的民族飲食，都深受遊客青睞。沿線的烤羊
肉、拉條子、餃子宴……各種小吃應有盡有，在旅
行社的精心安排下，都一一根據遊客喜好適當調
整，既不失民族風味，又適合遊客口味。

交通欠發達「路宿」屬等閒
當記者問起絲綢之路旅遊產品的更新升級時，

王安仁回憶起上世紀90年代的艱難創業經歷。
「當時交通不發達，國家的硬件設施很差，沒有
高速公路，全靠大巴慢慢顛簸，有時車輛不能按
時到達酒店，遊客就得在車上過夜。」
他還記得第一次帶港龍航空經理到新疆談直航

事宜，當時飛機快要降落，該經理竟然問他「馬
車備好了沒有？」「可想而知，西北地區給人的

印象是多麼
的落後，在很
多人的眼中，這裡
就是漫無邊際黃沙漫
天的戈壁灘。」王安仁
說。

開發旅遊線 外國客迅增
但是自然條件的惡劣和硬件的落後並

沒有讓王安仁和他的旅行社打退堂鼓，他想出
了更多的旅遊產品，將絲綢之路北、中、南三條
線路的各自特色組合；積極聯絡香港到新疆、甘
肅的直航；將高鐵與大巴相結合；甚至讓遊客在
鳴沙山頭聆聽駝鈴聲，享用早餐……
「產品必須不斷升級才能吸引更多的遊客。」

王安仁說，隨着時代的發展和遊客需求的轉變，
旅遊產品也要不斷更換。從古城西安出發，遊客
可在古城牆內感受入城儀式的莊重震撼；在嘉峪
關城樓，遊客可聞着絲路瓜果香欣賞明月；在吐
魯番葡萄節時，遊客可欣賞維吾爾族少女載歌
載舞的表演……
王安仁指出，近年絲路遊客的層次也在發生
變化。20多年前，到訪絲路的外國遊客大多是
日本人，如今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
亞遊客格外多。而「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和
絲綢之路申遺的
成功，更激發這
條一度沉寂的旅
遊線路復活，每
逢節假日都人山
人海。

拓展中西亞市場
專家倡「綑綁上市」

自駕遊成大趨勢 營地安保待加強

王敏剛搶先開店
苦守十載修正果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
的耀眼明珠，1995
年，港商王敏剛
投資1億元在鳴
沙山下興建敦煌
山莊，成為港企
投資絲綢之路的
一個典範。如今，

20年過去，該
酒店成了絲路
遊客的一個重
要棲息地，而

它與大漠色彩匹配的砂礫土色外牆
也經久不褪，愈發呈現出其完美。
談及在敦煌建酒店的初衷，王敏

剛坦言，最初是受到絲路潛在市場
的誘惑。早在20年前，世界旅遊組
織的報告指出，大約七成歐美旅客
前往中國，而日本最大旅行社JTB
集團主席稱有30萬旅客前往絲綢之
路，當時的敦煌便是最受日本旅客
歡迎的城市之一。「可是那時敦煌
的酒店住宿只有5萬個房位，根本
吸納不了那麼多的旅客，部分旅客
因而不得不分散到中國其他城市如
北京、上海等地旅遊。」王敏剛
說，那時JTB表明，如敦煌有新酒

店，他們必會多安排旅客前往敦
煌，因此，他將投資目光轉向敦
煌。

昔客源不足 今供不應求
但酒店建成後的10年運營狀況並

不樂觀，王敏剛指，由於當時欠缺
完善的交通設施，酒店客源不足，
運營步履維艱。但為了發揚敦煌文
化，促進大家對新絲路文化的再認
識，他一直在堅持，終於在近年迎
來了新的階段。
王敏剛表示，酒店近年接待的遊

客約六成是外賓，四成是內賓。而
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近
兩年接待遊客數字出現了兩位數增
長，客房亦供不應求。

擬擴建酒店 建文教基地
他並指出，「一帶一路」給酒店

發展帶來了機遇，他正計劃擴建酒
店，增加客房、餐廳設施及博物館
建設，以豐富當地的旅遊產品。同
時深化人才培訓，配合聯合國及國
家旅遊局在文化、生態調研方面的
工作，把酒店打造為文化教育基
地，為環保及遊學等搭建平台。

■絲綢之路起
點陝西西安大
雁塔南廣場。

資料圖片

■■張燕張燕
記者記者張仕珍張仕珍攝攝

■■王敏剛王敏剛 19951995 年便年便
瞅準絲路旅遊商機瞅準絲路旅遊商機。。

本報敦煌傳真本報敦煌傳真

■■王安仁經營絲路王安仁經營絲路
遊超過遊超過2020年年。。

記者成艷妮記者成艷妮攝攝

■幾名遊客在沙漠上體驗
騎駱駝。 資料圖片

■夜色中的敦煌山莊獨具
魅力。 本報敦煌傳真

■遊客在甘肅敦煌莫高窟景
區內參觀遊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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