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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亭台水榭、听笙歌檀板，园林实景

版昆曲《游园惊梦》以新奇独特的沉浸式

体验，吸引着游客慕名而来；拥有百年历

史的苏州昆曲传习所，成为别具一格的旅

行“打卡地”。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

艺术与旅游在此交汇，碰撞出美妙火花。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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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

是《游园惊梦》，江西抚州推出的《寻梦牡

丹亭》、苏州沧浪亭上演的《浮生六记》等

作品，都凭借山水自然、艺术人文的有机

融合，互动环节、游览方式的丰富多元备

受好评。优秀的实景演艺作品往往既具

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又能够贴合当下受众

需求，并不断打磨翻新、升级迭代，从而打

出口碑、扩大影响、形成品牌，建构起特色

鲜明的文旅新场景。

期待更多制作精、形式美、意蕴浓的

实景演艺作品成为“旅游新景点”，在激活

地方文旅资源的同时为旅行注入更多文

化内涵，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跟着演

出去旅行”。

为旅行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曹雪盟

像奔赴一场约定，每到周五、周六的傍晚，在

江苏省苏州市，总有游客在老苏州城北寻访一处

院落。粉墙黛瓦的街巷里，推开一扇小门，便听得

昆笛婉转，拍曲清唱。只见客人登门，戏班忙碌，

孩子们欣喜张望，院落里一片繁忙。

这里是苏州市桃花坞五亩园，苏州昆曲传习

所旧址所在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创排的园林实

景版昆曲《游园惊梦》在此驻演。

《游园惊梦》选自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两

折。穿花径、过厅堂，在庭院深处，观众将与杜丽

娘一同走进园林，经历亦真亦幻的剧情。600 余

岁的昆曲，就在这样一个个夜晚，与远道而来的客

人，完成一场美的相遇。

院子不大，迈入前厅，便已走进沉浸式演出的

情境。院中灯光沉静，树影婆娑，不知不觉间，人们

安静下来。走过前厅，便来到第一进厅堂。

这一进的主题是“曲”。坐下来，喝一杯清茶，

摇一把团扇，厅侧帘幕后面，传来昆曲班的拍曲清

唱。演员着水衣，跟曲牌，打节拍，唱工尺谱。

第二进厅堂，主题是“剧”。一道丝线帷幕隔

开了观众，演员正在进行登台前的装扮。对镜上

彩、吊眉、贴片、戴网，系水纱、戴头面，一丝不苟，

严谨细致。同一时间，苏州昆剧院的资深演员担

当导赏老师，为观众详解昆曲的唱念做打、手眼身

法。学一句念白，叫一声“姐姐”，不知不觉间，观

众已从昆曲的花园中登堂入室，期待着推开门，看

到第三进舞台。

舞台是一座园林。《牡丹亭》的故事，正是从杜

丽娘踏入一座春天的花园开始。跟着婉转的清

唱，绚烂的妆造，观众最终走进了这座花园。“园林

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游园惊梦》

的演绎中，二者水乳交融。

置身园林看一场昆曲是什么体验？有观众留

言“像跟随杜丽娘做了一场梦”；也有观众说“像误

入了某个时空的文雅人家，出席了一场盛宴”。观

众很投入，演员亦如是。扮演杜丽娘的翁育贤说：

“我演得很沉浸，演出结束，观众席亮起灯光，掌声

才把我带回来。”

这部在园林中上演的剧目，成为昆曲的“活态

展览馆”。庭院中的曼歌清唱，花园里的斑斓乐

章，有时遇见一阵风、一场雨，有时一只鸟飞过舞

台、一只小猫卧在飞檐挑角，也都会成为演出的一

部分。演员不用扬声设备，传统戏台的池水折射

也能让声音灵动。近距离互动，昆曲细腻的点滴

更容易触动观众。

从一间传习所到一方实景舞台，这座百年小

院交叠出昆曲的前世今生。伴随“昆曲热”持续升

温，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重修传习所旧址，定下“传

统，遵循但不因循，现代，利用却不滥用”的原则，同

时大胆探索引入灵活业态，让空间“活”起来，让戏

“活”起来。如今在小院，传戏教戏、雅集唱和、沉浸

演出，丰富多样的活动共同续写着昆曲的未来。

当天饰演柳梦梅的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副院长

周雪峰说：“《牡丹亭》是关于青春的故事，400 年

来演给一代代的年轻人看过。昆曲也是一样，跟

年轻人同频就永远年轻。昆曲传习所传承的正是

这样的青春、这样的生命，让场地‘活’起来，是对

百年传承最好的致敬。”

2010年试演、2015年起每周定期演出，园林实

景版昆曲《游园惊梦》至今已进入第十年。为了更

好满足观众的期待，2019年，剧院对演出进行了较

大的提升和完善，内容更丰富，阵容更强大，时长从

40分钟延长到 1小时，灯光、舞美效果也得到升级。

2022年，园林实景版昆曲《游园惊梦》获评“江

苏省小剧场精品剧目”，2023年又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这座不大的小院，迎

来一批批热爱昆曲的人。各界名家来了，这里成了

苏州的“城市会客厅”；被昆曲吸引的游客来了，这里

成为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绝佳场所；许多品牌的发

布会选在此处召开，因为这里富有文化气息……

立秋后的苏州，夜晚依然炎热，但高温也挡不

住热情洋溢的观众。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赏一出戏，成为来苏州旅行的重要一站。2023 年

起，原本每周一场的演出增加为两场，最多容纳 60人

的观众席基本场场满座，每场演出开票后便很快

售罄。观众七八成都是年轻人，多是远道而来，不

时还能见到外国友人。很多本不了解昆曲的人，

在这里也会被深深打动。

实景版《游园惊梦》带来沉浸式体验

来苏州园林，赴一场昆曲之约
本报记者 王汉超

■跟着文旅热点去旅行R

本报北京 8 月 7 日电 （记者李洋、

王明峰）8 月 7 日，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

迎来倒计时一周年。成都世运会组委会

6 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筹

办情况，发布本届世运会口号和吉祥物。

世界运动会由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主

办，每四年举办 1次。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

将于 2025年 8月 7日至 17日在四川成都举

办，共设 35个大项、61个分项、254个小项。

本 届 世 运 会 已 选 定 28 个 竞 赛 场 馆

（场 地），其 中 13 个 室 内 场 馆 为 既 有 场

馆，15 个室外场地依托城市公园、水域、

山 地 、校 园 等 ，通 过 搭 建 临 时 设 施 来 满

足赛事要求。“我们已组建 70 人的竞赛

核 心 团 队 ，接 下 来 还 将 举 办 系 列 测 试

赛，进一步优化场馆服务功能。”四川省

体育局副局长、成都世运会四川省推进

协调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朱明介绍。

除了打造品质一流的竞赛环境，组委

会还准备了专业细致的服务保障。成都市

副市长、成都世运会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

秘书长许兴国介绍，运动员村 A 区和 B 区

分别在成都东部新区和成都高新区选择酒

店，方便运动员就近参赛、体验城市。

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成 都 世 运 会 口

号 、吉 祥 物 、官 方 服 饰 和 特 许 商 品 集 中

亮 相 。 本 届 世 运 会 的 口 号 是“ 运 动 无

限，气象万千”，诠释成都体育热情和生

活态度。吉祥物“蜀宝”“锦仔”分别以

大 熊 猫 、川 金 丝 猴 为 原 型 ，取 名 则 以 成

都特产、我国四大名锦之一的“蜀锦”为

灵 感 。 官 方 服 饰 设 计 以 世 运 会 会 徽 为

灵感，结合大熊猫、蜀锦、蜀绣纹饰等元

素 ，体 现 巴 蜀 特 色 。 特 许 商 品 于 8 月 7
日晚上 8 点开启线上发售。

此外，成都世运会组委会联动北京、香

港、成都三地，举行倒计时一周年系列活

动。8月 6日至 8日在香港举办推介和交流

活动，以世运会为平台，进一步推进蓉港交

流合作。8月 7日至 11日在成都举办倒计

时一周年仪式和世运嘉年华，将成都世园

会与世运会结合，邀请市民游客观赏成都

世园会，参与世运会项目体验活动。

成都世运会迎来倒计时一周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教

育 数 字 化 是 我 国 开 辟 教 育 发

展 新 赛 道 和 塑 造 教 育 发 展 新

优 势 的 重 要 突 破 口 。”教 材 作

为 传 播 知 识 的 主 要 载 体 ，是

学 校 教 育 教 学 、推 进 立 德 树

人 的 关 键 要 素 。 在 推 进 教 育

数 字 化 进 程 中 ，教 材 数 字 化

是重要一环。

开发数字教材是塑造教育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

的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需要大批适应数字时代

要 求 的 人 才 。 数 字 教 材 在 内

容、结构、功能、形态等方面的

技术优势，对培养数字时代的

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数

字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教育数字化转型。教材作

为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其数字化发展程度从某种意义

上反映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在教育强国建设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数字教材作为一种新形态教材，具有独特的内容结

构，主要包括体系化的静态图文以及配套的资源、工具

等。数字教材体系化的静态图文是按照课程方案、课程

标准、教学标准、职业标准（规范）等教材编制依据，系统

编制的文本性教学材料，是数字教材的主体部分。数字

教材的资源是与体系化静态图文配套的数字内容资源

集，包含一定数量的可视、可听、可链接、可交互的教与学

内容。数字教材的工具通过向用户提供特定的阅读功

能、教学功能、学习功能等来支持数字化教与学活动，包

含数字阅读工具、数字工具手册、学科教与学工具等。

数字教材的顺畅应用，离不开自主可控的应用服务

平台。数字教材应用服务平台通常具有提供数字教材、

数字资源整合、数据采集与分析、数字化备授课、个性化

资源推送等多类型服务功能，以及用户管理、信息安全、

资源维护等底层基础功能，对优化数字教材的建设、管

理、应用、评价等起到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数字教材的研发有两种实现路径，一是教

材数字化，即以现有纸质教材为蓝本进行数字化加工形

成的数字教材。目前国内已经出版和正在使用的 20 余

万种各级各类纸质教材是数字教材建设的重要基础。二

是数字教材化，即根据课程规划、课程标准、教学标准、教

学要求以及人才培养要求等直接研制，将数字资源进行

教材化集成。

以数据为引擎，将数字教材自身数据以及相关用户

数据、应用数据、服务数据等汇聚集成，基于数据进行分

析决策，数字教材将在助学、助教、助管、助研上发挥更大

作用，也有助于教育数字化不断推进。

（作者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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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7日电 （记者徐红梅）由中国美术馆

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近期与

观众见面。除本馆馆藏精品外，中国美术馆还梳理了人

民日报社的藏品，共遴选出 52 件（套）具有代表性的参展

作品。

展览分两个篇章，第一个篇章着重展示中国美术馆

近年来收藏的一批体现新时代文艺新面貌的优秀主题性

美术创作，其中包括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担任主创、

汇聚数十名全国优秀中青年雕塑家，深入长征沿途采风

创作的《长征组雕》；第二个篇章着重展示了《人民日报》

美术副刊“脱贫故事绘”“科技群英绘”专栏自主策划、组

织创作、刊发的主题性“微连环画”，其中包括 10 套由冯

远、沈尧伊、谢志高、胡博综、代大权、骆根兴、吴冠英、李

晨、杨宏富、崔晓柏等名家创作并捐赠给人民日报社社史

馆的连环画精品。

参展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绘

画等艺术门类，生动诠释了广大美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自觉追求和使

命担当，凸显主题宣传、主题创作、主题收藏、主题展览、

主题出版一体化新趋势。

据悉，展览将展出至 8 月 10 日。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美术作品展”举办

本报长沙 8月 7日电 （记者杨迅）近日，湖南省政府

公布第二批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长沙市西文庙坪

等 14 处入选。加上此前已公布的长沙市太平街等 53 处

历史文化街区，目前，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达到 67 处。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湖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于 2023 年 8 月启动第二批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

申报工作，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组织专家查阅申报资

料，现场踏勘核实资源情况，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提出

第二批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新入选的 14 处历史

文化街区所在地市、县级政府，将在 1 年内依法组织编制

保护规划，推动街区保护尽快落实落地。

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达 67 处

■新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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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德 兴 市 聘 请 专 业 团

队，规划打造特色乡村，推动乡

村旅游向观光、休闲、度假游等

复合形式转变，吸引客流、带旺

乡村。

图为 8 月 6 日，德兴市大茅

山镇黄竹山村，五颜六色的外

墙绘画扮靓村容村貌。

朱海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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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 8月 7日电 （记者冯学知）7 日，成都世运会

倒计时一周年推介活动在香港举行，赛事执委会宣布世界

运动会巡回赛（香港站）将于今年 10 月举办。

记者获悉，世界运动会巡回赛首站将于 10月 11日至 13
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争夺三个项目的

奖牌：啦啦操（花球）、轮滑（自由式轮滑）及武术（套路）。这

项赛事共提供 11个 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的参赛名额。

活动现场，成都世运会执委会与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

林匹克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特步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赞助协议，与顺丰集团丰翼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签署了

成都世运会低空经济意向合作协议等。

成都世运会执委会还在现场发布了成都世运会市场开

发计划，邀约海内外企业成为“世运合伙人”，共享赛事机

遇，共谋产业发展。

成都世运会巡回赛首站将在香港举办

图①：园林实景版昆曲《游园惊梦》剧照。

图②：苏州昆曲传习所旧址。

以上图片均为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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