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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之上，波光粼粼，将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

江山水融为一体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成为不

少到访桂林游客的必选项目；骊山脚下，琼楼玉宇，

以 白 居 易 传 世 名 篇 为 蓝 本 的 实 景 历 史 舞 剧《长 恨

歌》，通过山水风光、古典乐舞、诗歌旁白、灯光音效

等元素的有机组合，将人们带入大唐盛世的历史文

化情境。

旅游演艺在我国已经走过 40 余年历程，不断创

新文化业态，日益受到人们欢迎和市场青睐，形成了

实景演艺、剧场演艺、主题公园演艺、沉浸式演艺等

百花齐放的格局，涌现出“印象”系列、“千古情”系

列、“山水盛典”系列、“又见”系列等一批品牌。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

演出场次 19.33 万场，观众人数 6223.66 万人次。旅

游演艺市场强势上行，激发了更多衍生消费场景，

拉动作用凸显。

旅游既是文化传播方式，也是文化生产方式。

相应的，旅游演艺不仅需要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

求 ，也 承 载 着 活 化 历 史 、传 承 文 化 、创 新 文 化 的 功

能。取 材 于 清 代 沈 复 同 名 笔 记 的 沉 浸 式 昆 曲《浮

生 六 记》，以 苏 州 园 林 沧 浪 亭 为 舞 台 ，通 过 艺 术 化

手 段 重 现 了 200 年 前 的 江 南 文 艺 生 活 。 在 一个个

富有感染力的旅游演艺作品中，能够看到创作者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掘资源，通过丰富的艺术形

式 和 先 进 的 科 技 手 段 予 以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演艺是文化展示，也是

文化创新。

旅游演艺是文化“在地性”的最佳表达方式之

一。一台演出可以帮助游客快速了解、深度体验当

地文化，旅游目的地也借助这种深入人心、生动活泼

的方式展示风土人情、讲述当地故事，打造地方亮丽

的文化名片。

跟随《又见敦煌》情景融入式演出，观众如同穿

越时空一般步入莫高窟，感受古丝绸之路重镇的历

史风貌和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观赏《印象·大红

袍》，人们不仅领略武夷山的自然风光，而且能够了

解煎茶、点茶、泡茶等茶文化。在杭州，《宋城千古

情》关联起良渚文化和南宋文化，演绎杭城绵延的历

史文脉。在开封，《大宋·东京梦华》运用《满江红》等

8 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宋词，再现《清明上河图》等

书画场景，勾勒出北宋都城的历史画面。

从固定剧场到山水实景，从传

统景区到休闲街区，从主题公园到艺术

营地，从 隧 道 、游 船 到 博 物 馆 、沉 浸 式 剧

场，伴随旅游演艺的发展，其演出场所、舞台

载体不断创新，表演方式、观演关系也持续变

化。旅游演艺打破了剧场边界，将科技与艺术高

度融合，使演出场景和观演体验更加多元与动态。在

海 拔 3100 米 的 玉 龙 雪 山 甘 海 子 蓝 月 谷 剧 场 露 天 舞 台 ，

实 景 演 出《印 象·丽 江》将 自 然 古 朴 的 原 生 态 表 演 与 四

周 环 绕 的 雪 山 风 光 融 为 一 体 ，令 观 众 感 动 震 撼 。 沉 浸

式戏剧主题公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设立了 3 大主题

剧场、10 座微剧场、27 个情景戏剧空间，超过 33 个演出地

点。这个庞大的剧场集群上演了 3 个主剧、18 个小剧、2
场夜间大秀，观众用 3 天时间才能看完所有演出。

以多种感官体验、多项技术应用、多重角色扮演等为

特点的交互式演出成为旅游演艺新形态。新疆博物馆推

出的文物创意舞台秀《千年之语》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将文

物融入生活场景，让观众穿越千年时光，走进浩瀚的历史

长河。当下，旅游演艺中的游客也从舞台观赏向角色沉浸

转变。基于舞台、演员、观众三者的融合，一些旅游演艺通

过游戏化的参与体验，全方位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使其产

生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情景演艺《长安十二时辰》借助

沉浸式市井文化街区，结合唐朝文化元素的剧情、人物、

道具、故事，创造出“处处是舞台，人人是演员”的时空穿

越之感。

旅游演艺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重要载体，其高质量

发展必然需要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统一；作为艺术创新和科技应用的融合产物，必

然需要实现技与艺的平衡，让前沿的科技手段和炫

目的科技效果真正服务于作品的内容表

达和价值传递，既“养眼”又“养心”；作

为满足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旅

游演艺还需避免同质化竞争和一味

“贪大求洋”等现象，鼓励发展中小

型、主题性、特色类、定制类旅游

演艺项目，形成富有地域文化

特色的旅游演艺生态，实现

多样化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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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

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

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艺

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杂技

这 一 有 着 3000 多 年 历 史 的

古老艺术，正是在继承丰厚

传统基础上创造创新，才佳

作迭出，赢得一代代观众喜

爱。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

一直注重在继承中创造，在

借鉴中发展，在夯实技巧、遵

循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

杂技艺术的精品之路。

中国杂技以惊险奇绝的

高难技巧而著称，我们在传

承 这 一 特 色 和 优 势 的 基 础

上，为表演注入更多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涵，呈现独具

特色的中国式浪漫。我们创

排的杂技剧《化蝶》，用杂技

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

故事，融入多种传统文化元

素，追求典雅、简约的美感。

比如在男女主人公别离时，

用雨伞来表现烟雨蒙蒙中分

别 的 惆 怅 伤 感 ；在 二 人“ 化

蝶”时，用空竹表现漫天蝴蝶

上 下 翻 飞 、相 互 追 逐 的 意

境。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剧里有一场抖杠的戏，

我 们 把 杠 子 道 具 做 成 了 花

轿，表演时演员需要不停蹦

高，甚至空中翻转三四周，在

展示高超技术的同时，也让

观 众 感 受 到 剧 中 的 紧 张 氛

围 ，带 来 强 烈 的 视 觉 冲 击 。

很多观众反映，非常喜欢这

种表演形式，观演时自己的

心一直被剧中人物的命运牵

动着。

我 6 岁就开始练习艺术体操，11 岁转到技巧队进

行混合双人项目训练。这些项目对个人的体能、协调

性、表演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我转型成为杂

技演员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同时，我也一直思考

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探索新的杂技艺术表演形式。在

一次出访演出时，国外舞团的团长评价我们的杂技演

出气质独特，很像芭蕾表演。这一评价给了我启发：能

不能把杂技与芭蕾这两门气质相契且都高度重视技巧

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我尝试把杂技中的舞蹈动作

全部穿上足尖鞋表演出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

艰苦训练后，我终于可以仅凭一只足尖稳立在演员

的肩头，还能轻巧地做出优美的芭蕾姿势。“肩上芭

蕾”一经演出，得到观众高度认可。

“肩上芭蕾”的创新尝试，让杂技艺术走向戏剧性

表达。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我们重点打造剧情，将

杂技动作的惊险性与叙事的流畅性、情感的连贯性

结合起来，以此来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让情节更有

张力，为观众传递更深层次的艺术审美和更丰富的

文化内涵。

杂技艺术的精彩，不仅在于别具匠心的编创，更在

于娴熟高难的技艺。杂技艺术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千

百次的重复训练，才可能把动作做到精准优美，把最好

的表演呈现给观众。我清楚地记得，在“肩上芭蕾”难

度动作攻坚阶段，我的脚肿得像萝卜，每天含泪把它挤

进芭蕾舞鞋里。练习时我站在搭档肩膀上，往往是前

一天刚结的痂第二天又被磨掉……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的表演取得了成功，获得了文华奖、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和国际杂技最高奖等多个荣誉。

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从艺 30 余年仍然选择站

在舞台上担纲主演，努力完成超出身体极限的技术动

作，以高水平的技艺塑造新的艺术形象，创作更多精品

奉献给观众。我热爱这个舞台，同时也担负传承杂技

艺术的责任。这些年我积极投身杂技人才培养，为完

善杂技教育体系，为更加规范、科学地提高杂技演员的

综合素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让中国杂技艺坛更加丰富多彩，让更多中国杂技

演员走得更远，展现中国杂技赓续传统、不断创新的

艺术魅力。

（作者为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杂技家协

会主席，本报记者姜晓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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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我们将杂技
动作的惊险性与叙事的流畅性、情感的
连贯性结合起来，为观众传递更深层次
的艺术审美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旅游演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需

要，也是舞台艺术发展的规律使然。

回望戏剧艺术史会发现，今天

人们习以为常的戏剧剧场形态并

非与生俱来，而是某一历史阶段

的产物。如今通行的镜框式

舞台剧场，在中国出现只

有百余年历史，在西方

也只有 400多年，而

戏剧艺术已存在

3000 多 年 之

久。山野、

园林、广场、

街头、勾栏、瓦

舍、庭院、客厅等，

都曾是戏剧历史长河

中的重要舞台形态。

而今，在文旅融合的背

景 下 ，剧 场 舞 台 空 间 再 次 打

开，演出艺术与生活空间融合，呈

现出多姿多彩的演艺形态。这启示

我们要把握舞台发展的规律，正视旅游

演艺的积极意义，从当下生活和当代审美

旨趣出发，打造更丰富的舞台面貌，满足更多

样的精神文化需求。早在 2017 年，中国舞台美术

学会就正式成立文化旅游创作委员会，对长期以来

文旅演出创作运营联动的现象进行关注，总结内在

规律，探索艺术发展方向。

旅游演艺重要的文化贡献在于，促进了人们对

文化资源禀赋的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通过故事化

表达和舞台化呈现，将其转化为独特的文化吸引力。

文献史诗剧《沂蒙四季·红嫂》依托沂蒙山区的

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在与当地田园风貌相融合的

山村剧场里，组织当地人创建“沂蒙四季艺术团”，用

当地方言讲述沂蒙红嫂的故事。沉浸式历史剧《浸

梦水亭门》为展现浙江衢州的悠久历史，参考衢州县

志，复原了水亭街、水亭门、孔庙等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建筑，搭建 36 处动态移动场景，让现代舞台与本土

文化交相碰撞。在贵州三穗，水库移民新村的村民

们参与到生活剧场《八弓草市》的演出中来。八弓

草市集合一批美食、文创商户，每家商户的建立和

经营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致富历程。作品将“一店

一品”的创业实践变成了“一户一剧”的舞台呈现，

以普通人的生活折射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

坚实步伐。

在创作中我们体会到，成功的旅游演艺都是一

项综合创新工程。这种创新包括：探索沉浸戏剧、生

活剧场的新形态，探索数字与实体融合的新形式，探

索旅游度假、体验消费的新业态，探索政府、企业、村

民、艺术家等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新机制，探索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样本。

在城市，让戏剧进一步融入生活成为旅游演艺

的重要方向。为推进“亚洲演艺中心”建设，上海市

演出行业协会于 2019 年推出《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营

运标准》，至今已为 100 多个多功能小型营业性剧场

授牌，促进戏剧演出业的活跃发展。环境沉浸式戏

剧、剧本推理游戏等融合数字媒体技术的探索，正在

形成热潮。位于上海黄浦区汉口路的亚洲大厦，因

为小剧场演出频频火爆“出圈”，引起行业内外广泛

关 注 ，被 称 为“ 一 个 垂 直 生 长 的 戏 剧 街 区 ”。 截 至

2022 年，亚洲大厦内的剧场空间已经增加到近 20 个，

许 多 驻 场 演 出 吸 引 观 众 一 去 再 去 ，每 次 都 有 新 体

验。与之邻近的上海大世界，业已转型为小剧场演

艺新空间，集聚了许多戏剧专业院校毕业生在此进

行原创舞台实验并接受市场检验。

舞台艺术是一项既古老又青春的艺术形式。古

老在于历史悠久，青春因其活在当下。从世界各地

的案例可以看出，旅游演艺已经成为当代舞台艺术

的创新板块和活力来源，是当今观众参与和接受舞

台艺术的重要方式。

对于旅游演艺来说，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原创、

注重艺术性不只是出于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也是在

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满足人们

精神文化需求，是艺术永恒的功能和课题。文旅融

合不仅促进了舞台艺术转型，也成为我们思考舞台

艺术创作发展的现实坐标。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图①：大唐不夜城夜景。

冯 林摄（影像中国）

图②：苏州园林昆曲表演。

周 旸摄（影像中国）

图③：豫园灯会演出。

李时德摄（影像中国）

图④：打铁花演出。

蒋人可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文旅融合促进舞台艺术转型文旅融合促进舞台艺术转型
韩韩 生生

①

②

③

④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旅游演艺市场持续火热。白天看景晚上观剧、跟着演出去

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尚。蓬勃的旅游演艺创作生产，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拓展旅

游内涵，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引发人们对舞台艺术转型、文旅融合发展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思考。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