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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

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

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

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过去，人们对

旅游的认识停留在“看山看水看风景”的观光

阶段。今天，文旅融合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游客在旅游中不仅欣赏美丽风景，也体验美

好生活。特别是艺术节、演唱会等文化项目

作为新型旅游资源，已经成为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旅游向上，打开演艺
市场新空间

本世纪初，首部山水实景演艺《印象·刘

三姐》开创了旅游演艺的早期形式。曾经，人

们来到桂林顺漓江而下游玩三山、两洞、一条

江之后，就会踏上归途，阳朔的夜晚对每年几

百万游客来说是陌生的。《印象·刘三姐》的出

现点亮了漓江的夜空，到访桂林的游客不仅

白天可以在自然风光中领略秀甲天下的山水

之美，晚上还能欣赏到融经典山歌、民族风

情 、漓 江 渔 火 等 地 域 元 素 于 一 体 的 精 彩 演

出。这种以真山真水为演出舞台，以当地文

化民俗为主要内容的独特演艺形式，很快收

获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批深受

游客喜爱并为旅游目的地提升文化含量的旅

游演艺大量涌现。丽江、武夷山等地的“印象

系列”，五台山、平遥“又见系列”，以及《长恨

歌》《宋城千古情》《穿越德化街》等大型实景

演艺广受游客欢迎，节假日期间很多演出一

票难求。

近 10 年来，随着旅游需求大幅增长，舞

台艺术与旅游的融合进入科技助力、内容创

新、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据测算，今年端午假

期，我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1.1 亿人次，同比

增长 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 亿元，

同比增长 8.1%。2023 年以来，我国旅游市场

快速恢复，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随着

市场空间的拓展和产业政策的支持，更多资

源进入旅游业，一批面向旅游市场的文化企

业迅速成长起来。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影

城、欢乐谷、长隆等旅游度假区起到带动作

用，实现演出、娱乐、餐饮、住宿、购物等业态

集群化和旅游消费规模化。

随着社交媒体对旅游业的影响日益增

大，个性化的旅游方式更加受到人们青睐。

决定游客出行目的地的不仅有传统的自然资

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还有彰显个性化和新鲜

度的文化艺术资源。因一部戏、一场演出、一

个展览而奔赴一座城市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2023 年，国内 2000 人以上大中型演唱会和音

乐节共演出 5600 多场，观演人次 3552 万。《新

龙门客栈》的走红让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跃

成为杭州重要的打卡地，穿汉服、游西湖、看

越剧成了年轻人时尚的旅游“三件套”。大众

知名度颇高的《只此青绿》《孔子》《李白》《永

不消逝的电波》《咏春》等精品舞台艺术在各

地巡演中一票难求，初步具备了驻场演出的

市场号召力。

值得关注的是，室内合唱团、交响乐、小

剧场话剧、现代舞等艺术形式也成为带动旅

游热度、提升旅游品质的重要因素。上海彩

虹、厦门爱歌、武汉星河、成都知更等室内合

唱团，北京九人话剧、贵州交响乐团等团体或

机构，已经是相关艺术垂直细分领域的知名

品牌，也成为带动年轻人走进一座城市的引

擎。通过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拉动旅游消

费，深层次地激发了旅游市场活力，丰富了

旅游产品供给，提升了城市旅游体验。

艺术下沉，满足多元
旅游文化需求

从淄博的“火”、天水的“烫”，到哈尔滨

的雪花、上海的繁花和泉州的簪花，一座又

一座城市的走红都在彰显这样一个事实：满

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展示更多善意、真诚和

温暖，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同样，对旅

游演艺来说，只有深度了解游客需求，才能

有效赋能事关美好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

面向游客的文化产品不仅要展现特色，

更要明确定位。因为场景不同，旅游演艺跟

普通剧场演出有着不同的产品定位。如果国

外游客到北京旅游想看京剧，武戏《大闹天

宫》可能效果更好；外地游客到河南看豫剧，

讲述杨家将故事的《穆桂英挂帅》应该会赢得

满堂彩。这意味着，面向旅游的艺术作品在

创作初期，就要把作品特色和游客需求的对

接考虑周全。假如一处文化遗产想要引入戏

曲表演以拓展游览维度，不妨安排一段与建

筑匹配的折子戏，再增加戏服试穿、脸谱扮相

等环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进而更好融合艺

术与游览。

因地制宜构建旅游新场景，培育艺术新

空间。当前，街区、商圈等也成为旅游演艺新

空间。开心麻花在上海瑞虹天地月亮湾演出

的《疯狂理发店》，将剧场布置在商场中，舞台

不再是悬置于高台之上的“镜框”，而是连通

观众席，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演出过程中，观

众成为剧情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版本结局

让观众的选择能够影响故事走向。“商场中的

戏剧”不仅把演出活动送到观众身边，成为触

手可及的文化项目，也带给游客文化新体

验。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成都春

熙路等商业街区，北京南锣鼓巷、后

海、大栅栏等历史文化街区，都

星 罗 棋 布 着 小 而 美 的 非 遗 展

示、艺术展览；北京的国贸、

燕莎、华贸，广州的环市东

路 、北 京 路 等 商 圈 ，聚 集

了包括电影院、小剧场、

剧本秀等在内的文化艺术

休闲业态，吸引越来越多本地居民

和外来游客，特别是年轻客群的到访。艺

术与旅游融合发展，还可以盘活城市闲置空

间，焕新古建筑，让“上楼看好戏，下楼喝咖

啡”成为美好生活体验。新型演艺空间与商

业空间、生活空间等有机结合，降低了人们进

入艺术的心理门槛，将观演从“专门去看”变

成“随时体验”。

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文化、艺术、

旅游和休闲领域创新创业，以智慧和创意重

构旅游场景。政府部门、旅游机构以及学术

界也在及时对这些新的旅游动向和趋势做跟

踪研究，挖掘旅游潜力。这些努力都展现了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广阔前景。

艺术，正是人文与人情的最佳载体。和

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等旅游资源一样，艺术赋

能的品质生活也是城市旅游业的关键竞争

力。期待艺术工作者和旅游从业者携起手

来，坚持守正创新、融合发展，推出更多优秀

艺术作品和优质旅游产品，让艺术和旅游共

同创造美好生活。

（作者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图①：厦门第四届鼓浪屿音乐节。

福建省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图②：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园林风景。

周义路摄（影像中国）

图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出照片。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供图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最近一段时间，一批借助生

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视听作品密

集上线，给观众带来新颖独特的

审美体验，成为文艺领域的热点

话题。人工智能在视听创作上的

应用，已经初步展现出强大效能，

为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开辟了

新的空间。

人 工 智 能 与 传 统 文 化 的 关

系，首先是创作工具与内容主题

的关系。从人类艺术史的角度来

看，无论是画笔的出现、摄影机的

发明，还是今天的人工智能，创作

工具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会带

来艺术生产力的解放。不少人关

心，生成式人工智能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改变着视听艺术的生产方

式？创作者通过实践给出答案：

全流程改变。创作一部微短剧，

可以先由人工智能生成脚本，而

后 利 用 多 种 技 术 工 具 进 行 文 生

图、图生视频和文生视频的创意

转化，最终组合成片，在短时间内

完成由创意到成片的全流程。

这种人机共创、高效便捷的

生产方式，能够快速拓展素材库

和作品库，为人们提供海量多元

的 文 化 产 品 。 文 生 视 频 动 画 片

《千 秋 诗 颂》聚 焦 语 文 教 材 中 的

200 多首诗词，依托人工智能大

模型，以简洁朴拙的风格讲述经

典诗词的故事，为中小学生语文

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课外参考。这

些工作如果依靠传统制作工艺，

需要漫长时间和大量资金投入。

运用人工智能领衔的各类数字技

术，诗词、文物、民俗、手工艺等优

秀传统文化的各类形态，都可以

快速转化为当代视听内容，成为

人们触手可及的文化产品。

从内容表达上看，生成式人

工智能打通了具象和抽象之间的

壁垒，为观众提供了富有冲击力

的视觉体验。俗话说“百闻不如

一见”，《AI 看典籍》《中国神话》

等聚焦古代文化的作品，均借助

人工智能将潜藏在文字里的意境

通过画面表现出来，实现了抽象

文字的具象视觉呈现。上古时期

神话人物的容貌与形象，历来是

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古人常感叹“想见其人而不得见”，甚至

将其称作“千古之憾事”。如今，人工智能对神话人物的描

绘，塑造出不同于真人饰演的视觉形象，夸父的钢铁之躯、女

娲的温婉坚定、精卫的清澈可爱，令人眼前一亮。对观众来

说，这些直观的形象和故事，理解起来更加容易，展现出中华

文化生动有趣的一面。虽然其具象化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有

待考察，需要人类创作者进一步完善，但的确为人们的想象

提供了新的支点。

相对来说，地方特色文化的视听呈现则是由具象到抽象

的过程。地方特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

是人工智能讲好传统文化故事的有效维度。各地自然人文

景观通过大众传媒已经广为人知，在人工智能协助下，这些

常见的视听要素被赋予陌生新奇的表达：实景建模让刁钻炫

酷的航拍角度不再困难，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等需要特殊摄

影的画面也不再稀缺。基于海量素材，地方特色文化中的各

类元素被打破重组，以新的方式出现。《AI 我中华》将 30 多个

省级行政区的地名汉字用各具特色的方式进行点缀，汉字不

再仅仅是抽象的语言符号，也成为融合地域特色的创新表

达。通过这样的方式，人工智能有效激活了地方文化元素。

人工智能在传统文化上的想象力，来自其深度学习和转

化创新的能力。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创作尤为火

热，逐渐积累起包括影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动漫等形态

的大量视听素材，人工智能能够从上述资料中快速学习并生

成新的视听内容。这些素材中的风物景观、人物形象、色彩

配置和美术风格也被人工智能创造性地重组，从而营造出一

种既熟悉又新奇的意境。一些人工智能创作的短片集，较为

细腻地呈现了我国古代先民的生活情境，带观众打开视野，

感知“我从哪里来”，感受祖祖辈辈的生生不息，从而唤起内

心对中华文明的深深认同。

除却瑰丽的画面，用人工智能真正讲好优秀传统文化故

事，还需在接通当代生活的“内里”上多下功夫。不仅要“深

度学习”丰富的传统文化，也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当代

生活。在创作者的持续探索下，在联通古今的过程中，人工

智能创作将进一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当

代价值。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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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弘扬的今

天，诗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愈发积极

的角色。这些千年风流的华夏气韵，正以无

比深沉的精神推力，增强着我们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

《2024 中国诗词大会》延续“诗词大会”

这一品牌优势，围绕“春天、多彩、勇毅、山河、

相逢、寒暑、风味、先生、灯火、在路上”十大主

题词，云集学生、石油工人、农民、支教老师、

航天 3D 打印师、驻外机械工程师等不同年龄

阶段、不同行业背景的“诗友”，以现场过招为

形式，以外景出题为延展，用人们饱满的诗

心、诗思和诗情，呈现新时代发展中的澎湃社

会活力和昂扬文化面貌。

人生自有诗意。“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

红旗旗不湿”，这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

幕式总导演沙晓岚以水为礼，向世界展示的

“奔涌成潮”的中国气魄；“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

伟心中最美的相逢，他参与研制的大国重器

“鲲鹏”，能够振翅翱翔，奔赴苍穹；“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中老铁路建

设者在国境线的山峦起伏、河流纵横之间，连

缀起的友谊诗行……这束诗意之“光”从不同

的角度照进现实的气象万千和生活的瑰丽纷

呈，生动折射出时代的华彩。

无论是融合动画、虚实交互、情景演绎、

人工智能等多种手法的诗词情境表达，还是

用 外 景 题 彰 显 中 国 不 断 扩 大 的“ 国 际 朋 友

圈”，或是推出诗词实体文创和数字藏品，《中

国诗词大会》用“形”的更新迭代，跟上、满足

甚至引领观众的审美风尚。《2024 中国诗词

大会》密切围绕着经典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把诗人的心境、诗句的况味、诗词

文化的内涵放在当代立场去解读，让观众与

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得每一次相逢，

都有着“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喜悦、“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快意。

最丰富的诗意，必然来自火热的生活。

千百年来，青灯黄卷，从来都不是欣赏中华诗

词之美的唯一场景。诗人浸润在诗中的信念

恒久不移，而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际遇

的人，总能在诗的光辉中找到相似的慰藉，这

是中国诗词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中华民族

的诗词先贤们，从来都是在波澜壮阔的华夏

大地上，在酸甜苦辣的烟火人生里，留下他们

滚烫的文字。与之相应，诗词文化也需要“飞

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人们对诗词乃至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热情，他们从传

统文化中学习礼敬先贤、尊重民族历史文化，

也积极地将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时尚文

化，并在此过程中践行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古典诗词确实在

现代生活当中焕新了。《2024 中国诗词大会》

通过创新诗词的解读场景和传播模式，让诗

词不仅是涵咏沉潜的个体生命体验，更在充

分的延展、连接与激荡中，持续构筑着人们的

精神家园。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希望能够有更多方式持续释放古典诗词的能

量，使之丰富人们生活，提升人们修养，凝聚

奋进时代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持续释放古典诗词的能量
康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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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过去，人们对旅游的认

识停留在“看山看水看风景”

的观光阶段。今天，文旅融合

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游客在旅

游中不仅欣赏美丽风景，也体验

美好生活。特别是艺术节、演唱

会等文化项目作为新型旅游资

源，已经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

艺术，正是人文与人情的最

佳载体。和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等旅游资源一样，艺术赋能的品

质生活也是城市旅游业的关键

竞争力

用人工智能真正讲好优秀传统文化故
事，还需在接通当代生活的“内里”上多下
功夫。不仅要“深度学习”丰富的传统文
化，也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当代生活。

②②

《2024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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