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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市场迅速增

长，演出场次约 2.73 万场，较去年同比增

长 260.6%。在旅游演艺市场中，实景演

艺以当地景观为场景，创造性再现地域文

化，丰富旅游体验，带动夜间经济，成为独

具特色的文化新业态。随着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为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需

求，实景演艺不断转型升级，拓展新的形

态和更多可能。

山 水 实 景 秀 是 我 国 早 期 的 实 景 演

艺。在人们较为熟悉的“印象”系列中，

《印象·刘三姐》由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

域、12 座背景山峰构成山水剧场，意境如

诗如画；《印象·西湖》在迷人的西子湖畔

讲述流传千年的美丽传说，情景交融；《印

象·大红袍》背靠风光绮丽的武夷山水，演

绎朱熹对武夷“山水茶”的描绘；《印象·丽

江》在皑皑雪山下，再现茶马古道的繁荣

景象……观众通过一台台精彩纷呈的歌

舞演出，直观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

人情。

近年来，实景演艺不仅延续与山水自

然、历史人文等融为一体的形式，更是通

过沉浸、互动等创新手段把地域性和文化

性有机结合，使其从“在景点中表演”逐渐

拓展为“旅游新景点”。江西抚州是汤显

祖的故乡，戏曲是抚州的文化符号。白天

游客可以走进 13 条保存完整的明清历史

街巷、50 多处明清历史建筑游览，夜晚再

来到实景演艺《寻梦牡丹亭》现场，在昆曲

声韵中沉浸入梦。《寻梦牡丹亭》分为《游

园惊梦》《魂游寻梦》《三生圆梦》三折，演

绎了杜丽娘与柳梦梅动人的爱情故事。

剧作逼真复原作家笔下的亭、台、楼、阁、

榭等场景，结合全息数字影像、巨型圆环

装置投影等声光电技术，让观众身临其

境，如梦如幻，吸引游客竞相打卡。占地

622 亩的戏剧聚落群《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是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景点，自 2021 年

开园以来，每逢节假日摩肩接踵、人头攒

动。园中丰富的剧目围绕“土地、粮食、传

承”主题，带领观众从不同侧面感受中原

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厚重。《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在郑

州和开封的中间地带，旅游区位优势并不

显著，但凭借着优质内容，去年一年观剧

人次超过 1200 万，成为河南新的文化地

标，拓展了新的旅游形式。

为满足青年游客“强社交”需求，在传

统大型实景演艺外，越来越多的景区引入

非玩家角色，让游客在不经意间就能参与

令人惊喜的互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

城以武侠文化为主题，每天推出 200 多场

实景沉浸式演出，通过小而美的互动营造

浓厚的武侠氛围。除此之外，武侠城内

还隐藏着内容丰富、不断迭代更新的玩

法。景区把基于武侠文化的实景演艺场

景与青年的社交互动娱乐结合，提供了

非遗民俗互动、剧本娱乐等沉浸式游园

体验。当下，实景演艺已经扩展到主题

街区，主题景观、演艺内容和商户业态有

机融合，连贯吃、游、购、娱，形成多元文

化消费新场景。

舞台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成为实景

演艺创新的重要支撑。随着全息影像、虚

拟现实等技术在实景演艺中加速落地，

“文化+演艺+科技”共同构建起一个强科

技、重体验、高融合的文旅新场景。借助

新技术，室外实景、历史场景都可以移植

到景区演艺空间内，再现当地自然和人

文景观，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坐落于

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的红色旅游

演艺《重庆·1949》，以解放前夕的重庆为

背景，将磁器口码头“搬”上舞台。360 度

旋转式舞台营造出沉浸式体验，同一时

间内多维度展现不同叙事场景，将红色

故事娓娓道来。

打造有影响力的实景演艺品牌，创

新 文 旅 业 态 ，离 不 开 科 学 的 管 理 和 运

营。实景演艺不仅要以优质内容满足游

客体验，还要提升市场运营能力。只有

科学管理，才能实现观演体验和市场效

益双丰收，形成长期口碑。大型实景历

史舞剧《长恨歌》以骊山为背景、九龙湖

景区为舞台，通过山水风光与舞美科技

特效的结合，让观众在古典乐舞中领略

爱情传奇。该剧在 2021 年冬季推出“冰

火版”，实现了北方户外演艺的全季节运

营。除了内容不断创新，管理团队基于

多 年 演 出 经 验 ，尝 试 标 准 化 、规 范 化 发

展，编制实景演艺标准，对项目的选址、

管理、服务质量等作出规范并细化。譬

如 探 索 在 节 假 日 一

晚 4 场的高强度下，如

何于 15 分钟内组织 3000
名 观 众 有 序 入 场 退 场 等 。

演出内容的迭代提升和管理

运营的标准化、科学化，让《长

恨 歌》成 为 旅 游 演 艺 市 场 的 品

牌剧目，展现出持久生命力。

从依托山水的歌舞秀到沉浸式

观演，实景演艺的内涵和边界不断延

伸，演艺与旅游的融合方式愈发多元，

这些变化也向创作者、运营方等提出了

新的要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景演

艺由于对场景和技术过度依赖，忽视对地

方文化的深度展现和演出艺术性的把握，

成为视觉奇观的代名词。有的项目因为

模式缺乏新意、内容质量不高、运营管理

不 善 而 被 诟 病 。 实 景 演 艺 的 高 质 量 发

展，要协调把握文化、技术与演艺三者之

间的关系，让技术的应用真正服务艺术

的表达，提升实景演艺的文化内涵和艺

术品质。在内容创制之外，实景演艺项

目服务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树立品牌、

扩大影响、多业态融合并延长演出产业

链，与景区一同建构更加丰富完整的文

旅新场景。

实景演艺所呈现出的新变化，彰显了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潜力和动能。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是人民群众对文旅融

合的期待，也是实景演艺不断开拓创新的

趋势。

开拓实景演艺创新空间
胡 娜

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中

国之美》里，我试图以文学的

方式带读者走近中华民族的

历史之美、文化之美、哲学之

美、人情之美。每每收到读者

的热情反馈，我心里总是暖流

涌动。历史川流不息，文化赓

续 绵 延 。 呵 护 文 化 、传 承 文

化、弘扬文化，需要方方面面

的努力，身为作家，我愿意在

其中作出贡献。

如 果 把 自 己 几 十 年 来 植

根中华文化土壤、书写中华文

化之美的创作实践比喻成一

棵树的话，这棵树是在激励中

长成的。

最初的激励来自童年，来

自父亲在被窝里给我讲的那

些历史人物。孔子、孟子、关

羽、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物的

故事，我听得十分入迷，也在

心中埋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后 来 的 激 励 来 自 乡 村 生

活中浓厚的文化氛围。比如

过年，那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

课堂，是乡土文明之树开出的

花朵。蒸年食、贴春联、走亲

戚……过年中，有孝有敬，有

感恩有喜悦，有团圆有和合。

一家人围炉而坐，伴着盏盏烛

火，直到“坐久灯烬落，起看北

斗斜”，一寸一寸地体验时间，

体会那个一年只有一次的守

岁，体会其中的庄严、神圣与

喜悦。

我用 12 年时间写成的长

篇小说《农历》，就以元宵、清

明、小满、端午、中秋、重阳等

15 个农历传统节日和节气结

构篇章，通过节庆习俗，连缀

起 发 生 在“ 上 庄 ”的 乡 村 故

事。熟读古书、通晓民俗的父

亲，少不更事、勤学好思的姐

弟 ，小 说 记 叙 他 们 的 家 庭 生

活，描写一个个充满仪式感、

意蕴深厚的传统节日。孩子

们在物质匮乏但礼敬传统的

氛围中长大，成长为民间故事

的记录者，努力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节日文化的内涵价

值继续传递下去。

通常来说，文化传播有两

个渠道：一个是经典传统，另

一个是民间传统。中华文化有“化文成俗”的优长，把文

化转化成民俗传下去，从而获得持久绵长的生命力。节

日文化里就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让人们在节庆活动

中亲近传统，体悟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我相信，节日在

人们内心种下仪式感和责任感，会让人们更加敬畏自然、

珍惜当下，带给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能量。

2014 年起，我先后以文字统筹和撰稿、策划的身份

参与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制作。和编导们行走在

中华大地上，让我对中华文明有了新的感受。从江苏

无锡桃源村精益求精的农耕文化，到辽宁丹东大鹿岛

村耕海牧渔的海洋传奇，从河北保定骆驼湾村“只要有

信心，黄土变成金”的振兴之路，到安徽黄山卖花渔村特

色产业发展，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乡村风貌，看到了乡村

之美、乡村之富、乡村之强，也深刻感受到绿水青山中的

现代乡愁。就像宁夏生态移民区的乡亲们，虽然住进了

新房，听的仍然是秦腔，唱的仍然是大戏，这就是割舍不

断的乡愁。

在参与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我深感做好“乡愁”文

章，需要懂历史、懂传统文化，需要家国情怀，也需要国际

视野。寻找故事的文化逻辑，是我们首先要练就的功

夫。《记住乡愁》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相呼应中，讲述城乡发

展变迁故事，带观众感受大地上赓续不断的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

30 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让我坚信，文学要有建设

性，要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世道人心；另一方面，写作又是

切身的，要从完善自身入手，知行合一。我在《中国之美》

中书写的那种真诚、中和、平等、仁爱、优雅、自在之美，是

我永远追求的目标。我希望继续用自己的笔，写出中华

文化的美与力量，让文化更好滋养人生、滋养心灵。

（作者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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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新业态

近年来，文旅行业快速发展，实景演

艺成为吸引游客、传播文化、提升文旅体

验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实景演艺投入

大、标准高、盈利难，如何打造优质产品，

进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业界

关注的焦点。我牵头创作的实景演艺《浮

生六记》2018 年推出，2019 年就实现了收

支平衡，同时在夜游经济、文旅融合、非遗

创新等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剧场版参加

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园林版作为示范项

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文物建筑开放利用

案例指南》，同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

会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成就展等。实践证

明，打造轻体量、深寓意的作品，可以成为

实景演艺的一种探索路径。

深耕内容是打造实景演艺精品的基

础。实景演艺作为一种文旅产品，其重点

在于内容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因此“选本”

很重要。选择《浮生六记》，除了原作本身

的文学价值，还因为这部作品中的场景与

昆曲、园林艺术的审美高度契合，可以生

动呈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又符合当下国

风国潮的流行风尚，能够吸引年轻人。《浮

生六记》园林版放在故事发生地沧浪亭

——苏州最古老的园林中，昆曲艺术融入

沧浪亭的园林景观，在一幅由诗文、绘画、

街巷、流水、藕荷、石桥钩织的江南市井生

活图景里，将主角二人志趣相投、柴米相

依的深情娓娓道来。

昆曲与园林重要双遗项目、数量 1.5
倍于观众的演职人员、对古典生活的逼真

复刻以及充满传统美学意蕴的氛围感，让

这部剧成为观众口中的实景演艺“奢侈

品”。除了昆曲，《浮生六记》还融入了苏

州评弹、江南丝竹等传统艺术，增加了苏

扇、苏绣、明式家具观赏，碧螺春绿茶、糕

点糕团制作技艺，七夕、灯会、端午等民俗

传统，并将这些元素以故事场景的形式展

示。以上种种，都令观众感到新奇和独

特，提升作品的感染力。

与一般实景演艺“交付等于创作结

束”不同，《浮生六记》试着通过版本迭代，

保持作品的新鲜感。园林版每年都有内

容更新，已经从 1.0 版本迭代到 7.0 版本。

此外，还推出舞台版、七夕夜游园版、厅堂

版、上海版、苏州山塘景区版，以及与昆山

当代昆剧院合作的剧场版。这些版本既

可单独成篇，相互之间又有故事关联，形

成实景演出 IP 矩阵。很多观众看了其他

版本，会重新回到沧浪亭关注园林版的不

同细节，也有观众从上海追到苏州、从苏

州追到南京，领略不同版本的味道。

对实景演艺来说，靠营销投入带来

的流量是阶段性的，只有不断产出高质

量内容，通过良好的用户体验带动“自来

水”式传播，才会为剧目带来长久的话题

性 和 关 注 度 。 怎 样 提 供 独 特 的 观 众 体

验？增强交互性是一种有效手段。小型

精品实景演艺项目观众人数较少，其演

艺方式和服务设计与强调用户交互的理

念天然吻合。这意味着主创团队可以探

索更多与观众的互动方式，让观众能够

更深入地融入演出，与演员共同创造独

特的文旅体验。通过深入了解观众的需

求、感受和期望，《浮生六记》有针对性地

规划了演出内容、演出形式和互动环节，

涵盖从观众购票、入场、观看表演到离场

的整个过程，绘制了多达 1300 多个触点

的“用户旅程图”，确保演出各个环节都

紧密相连、流畅自然，显著提高了观众的

参与感和满意度。

除了演出本身，通过 IP 化运营进行

衍生品开发，也是扩大实景演艺影响力的

有效方式。打造具有辨识度的 IP 形象，

能够将实景演艺与特定的文化符号、人物

形象紧密关联，形成持久的竞争力。同

时，借助文创产品、主题周边等的开发，可

以进一步拓宽实景演艺盈利渠道，进而反

哺创作，形成良性循环。经过多年打磨，

“浮生六记”已成为“戏剧+中式生活”的

文旅品牌，建立起集演出、旅游、文创于一

体的产品线，并与艺术家、设计师和品牌

合作，生产、运营非遗文创产品，受到人

们喜爱。

如今，传统戏曲、手工非遗等

一批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沧海

遗珠，借由新媒体被人

们看见，这启示我

们实景演艺

也需要拓宽传播渠道。可以试着打造线

上线下活动，如观众见面会、主题讲座、演

出直播等，把好演出、好内容、好产品推

广出去。当然，打造实景演艺精品项目

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以内容创新为主

导，有耐心、有信心，不能急功近利，

如此才能推出更多精品佳作，使文

旅产业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为《浮生六记》制作人）

打造演艺精品 丰富旅游体验
萧 雁

情景交融情景交融 文旅互促文旅互促
节日在人们内心种下仪式感和责

任感，会让人们更加敬畏自然、珍惜当
下，带给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能
量。我希望继续用自己的笔，写出中
华文化的美与力量，让文化更好滋养
人生、滋养心灵。山水舞台，文化抒怀。近年来，实景演

艺成为国内旅游新看点，它一方面拓展艺术的观看

场景，一方面深化旅游的文化内涵；既激活了当地文旅资

源，又丰富了人们的旅游体验。随着文旅融合深入推进，实景演

艺不断创新迭代，呈现新的特点，展现新的气象。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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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浮 生 六

记》园林版剧照。

谢 瀛摄

图②：实 景 演 艺

《长恨歌》剧照。

朱军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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