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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的夏津黄河故道，一片片郁
郁葱葱的桑树林展现在眼前。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定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黄河故道古桑树具有防沙治沙、生物多样性保护、
农业景观维持、生物资源利用等多重价值。当地充分挖
掘其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带动乡村振兴。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核心保护区总面积约 6000
多亩，百年以上古树有2万余株，七八百年以上的古树有
550株，最长树龄达1500年。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桑树的
价值不断被开发，桑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目前，夏津县
拥有椹果加工企业2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加工作坊
近60家。当地围绕桑产业进行全元素开发，通过与科研
院所及高校合作，加大成果转化和专利研发力度，打造
了一批消费者喜爱、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古桑茶、
桑椹果干、桑叶精粉、桑叶面条、桑椹酒等200余个品种，
使桑产业成为夏津县的重要产业之一。

夏津县还以农业文化遗产为抓手，深入挖掘黄河流
域文化，带动以桑为主的旅游发展。夏津县在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建成了颐寿园、香雪园、杏坞园等生态园区，依
托黄河故道和古桑树群建起了德百旅游小镇、东方紫桑

文化产业园、古桑产业研究院、中国古桑博物馆、中国桑
黄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乡村旅游日成规
模。位于黄河故道森林公园核心区的前屯村，拥有树龄
长达1000多年的“桑树王”，该村挖掘独特的文化旅游资
源，建起夏津县古桑农耕文化展示馆、夏津传峰椹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了农民收入，留
住了更多村民，守住了文化根脉。

夏津县因桑而富，敬树、护树、爱树是夏津人的传
统。对于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夏津县出台了一系列保护
措施，制定《古桑树群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制度》，成立古桑树群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注
册了夏津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中国中药材种植
专业委员会评定的“道地优质药材种植基地”。当地政
府、企业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加大古树保护力
度，加强病虫害防治，促进古树健康生长。夏津县还把整
个县域作为遗产地，并细分为古桑树群核心保护区、桑产
业发展区、特色经济林果发展区、中部综合发展区和生态
功能恢复区，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在发掘中保护、在保
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每年5月中旬，丰收的椹果挂满枝头，夏津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椹果生态文化节如期而至，大量游客慕名而
来，在品尝甜蜜椹果的同时，感受桑椹文化农业遗产的
源远流长。“夏津椹好”区域公用品牌为夏津闯出了一条
乡村振兴之路。

上图：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
岳”，自大学毕业之后，我已 3 次游览黄
山，因其多重魅力，每次都有新体验。

我最早与黄山结缘，是源自大学时喜欢
看徽州古村落的书籍，呈坎、棠樾、唐模，马
头墙、渔梁坝……一个个名字背后是特色鲜
明的徽州文化。作家海明威曾说，假如你有
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不论去
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而我想说，如果你读
过一本书，尤其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而后
这记忆将被多次唤醒，并促成最终的出游。
我的黄山之旅即是如此。

我第一次游黄山是在 2012年国庆节之
后，那时，杭黄高铁还没开通，往返坐大
巴，路也颠簸。我第一次走进西递、宏
村，当书本的描绘在现实中得以印鉴，内
心的愉悦不言而喻。对于在平原长大的
我，第一次登黄山是手脚并用，登上光明
顶后，我使劲挥舞着外衣，释放着喜悦。

我第二次游黄山是在 2019年初，杭黄
高铁刚刚开通。记忆最深刻的是新安江山
水画廊之旅，两岸绵延不断的青山与碧
水。那次旅行中，我看到了颇具特色的九
姓捕鱼表演。渔民在江中的10多艘小船里
用踏盆、用撒网、用鱼叉、用巨网等方式
捕鱼，小船在江中飘摇，似乎每一次都要
翻覆，但最终都平安无事。渔民那一声声
低沉的吼声，似乎从北宋末年一直传到现
在。也正因这次旅行，我喜欢上了地方民
俗、戏剧、非遗等表演。

我第三次游黄山是在今年 8 月。应朋
友之邀，参加黄山关麓度假区里的帐篷客
度假酒店首开体验日活动。相比前些年出
游时，一定要把标志性景点逛完，如今我
更喜欢慢慢走、仔细看，希望把更多精力
用在深度体验景区和特色住宿上。我和不

少朋友把出游当作自我疗愈、心灵休憩之
旅。关麓村是安徽省第二批美丽乡村示范
村，村内的八大家连体民居堪称徽州古建
筑一绝。关麓度假区以国际标准、本土文
化融合并激活了徽州历史文化与黄山自然
生态资源，被当地视为“大黄山”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探索。随着日落，天空
逐渐变成冷灰色，同青郁郁的山色一起变
成了新安江画派中的名作。夜晚，酒店举
行了草坪乡土音乐会，人们一边喝着啤酒
吃着烧烤，一边听着音乐，惬意地聊天，

享受忙碌后的闲适，也许这就是我追求的
美好生活吧。夜深了，入住在半山腰中的
帐篷度假酒店，晚风吹拂，远处传来虫
鸣，似乎在对我诉说着那些明清时期的徽
商故事。

人生，是修行，更是一场旅行。通过
一次次旅行，我们经历着不同风景，见到
不同的人，感动着自己，也被他人感动。
希望自己走过千山万水，归来依然是少
年。行遍九州万里路，吾心安处是黄山。

下图：黄山关麓帐篷客度假酒店。

展示当地文化

8 月 28 日晚，大型沉浸式音
乐舞蹈诗《大运扬州——琴鹤同
鸣》在江苏扬州上演。观众跟随
着演员，去剧中来一场扬州文化
穿越之旅。演出开启了扬州旅游
的新体验。

极边第一城云南腾冲，以万
年火山热海、千年古道边关、百
年翡翠商城而闻名。华侨城云南
文投集团的驻场旅游演艺《梦幻
腾冲》 以腾冲历史风情为主题，
讲述了关于侨乡、家国等人文历
史故事，成为滇西第一个大型旅
游精品人文景观。

旅游演艺的最大魅力在于展
示目的地文化。早在1991年，华
侨城在中国民俗文化村推出了全
国首个大型文化旅游演艺——

《民族艺术大游行》，随后又推出
《中华百艺盛会》，将文化演艺融
入主题景区，开创了文化旅游演
艺新形态。

中国首部公馆实境多维体验
剧《今时今日安仁》，是对安仁古
镇 4 座百年公馆的保护及活化，
深度挖掘古镇文化魅力与潜力，
为古镇打造新的造血功能。古镇
被四川省旅游学会、四川省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授予“文化和自然
遗产活化利用最佳案例”。

如今，旅游演艺已成为活化
历史、展现文化的最佳载体，深受
游客喜爱。陕西旅游集团朗德演
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晶表示：“陕
旅集团挖潜历史文化，推出了一
批高水平的旅游演艺，以唐文化
为主线在西安打造了中国首部大
型实景历史舞剧 《长恨歌》，以
两汉三国文化为主线在汉中推出

《出师表》，以周文化为主线在岐
山上演 《封神演义——炫战》。
同时，赓续红色基因，做强红色
旅游，推出 《延安保育院》《红
色娘子军》等红色旅游演艺，助
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增强参与体验

如今的旅游演艺不再局限于
“你演，我看”，而是请游客参与

演出，收获更多的鲜活体验。
演艺秀是横店影视城的显著

特色。在《走进电影》实景演艺
中，演员与游客面对面互动，现
场演、现场拍、现场放映。游客
是观众也是演员，边走边演，边
演边拍。游客亲历熟悉的影视剧
经典场景，感受真实的电影世
界，获得影视旅游的快乐。

全息投影、球幕、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给旅游演艺插上了创新
翅膀。横店的球幕飞行体验《帝
国江山》，让游客不仅可体验到探
秘秦兵马俑的惊险刺激，也可领
略秦王扫六合的气概。北京欢乐
谷新推出的国潮幻影秀《盖世英
雄》，融合武侠精神、中国功夫等
10 余种表演艺术、200 多项高科
技光影，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英
雄体验。

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院
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旅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若山认为：“旅
游演艺要与数字化技术结合发
展，以文化为内核，以科技为工
具，形成“文旅+科技”的创新
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旅游
演艺新产品，丰富游客游览和观
赏体验，满足游客对文化审美、
视觉震撼、场景艺术的追求。”

张晶介绍：“随着游客对旅游
过程中互动性和参与性的要求不
断提高，‘沉浸式’逐渐成为观演需
求。我们在产品提升、演艺策划上
积极实践，推出以《延安十三年》

《黑娃演义》等为代表的沉浸式旅
游演艺。今年还推出3部数字文
旅新产品——黑暗骑乘体验项目

《公元一万年》、360极限飞球《长
安·翱翔》和光影秀《夜谭·白鹿
原》，不断优化游客的观赏体验。”

助力当地发展

旅游演艺凭借其吸引力，成
为一些地方的文化名片，带来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大型红
色题材杂技舞台创新剧《聂耳》是
云南省重点扶持的文艺精品，多
维、立体地再现了《义勇军进行曲》
诞生的历史画面。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5月31日，《聂耳》已接待
现场观众超过8000人次，并通过
国家公共文化云在北京、天津、江
苏等 11 个省级公共数字平台播
出，点击观看超过30万人次。

《长恨歌》自推出以来，以“真
山、真水、真历史”的优势成为陕
西旅游的金名片，被誉为“最美
舞剧”“来陕必看的演出”，已累计
演出 3000 多场，接待观众超 700
万人次，为陕西旅游收入贡献了
坚实力量。《出师表》自 2016 年 6
月首演以来，累计实现收入 2000
余万元，填补了陕南地区大型实
景演出项目的空白，带动周边旅
游经济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已
成为汉中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产
品之一。

大型红色椰海实景演出《红
色娘子军》自公演以来，门票总收
入超2100万元，为三亚旅游经济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演出已成为
海南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必打卡站

点，丰富了周边红色旅游的产品
业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助力
当地百姓致富。

持续突破创新

旅游演艺从未停止探索的脚
步。中国旅游演艺联盟执行主席
梅洪告诉记者：“旅游演艺是文旅
融合的重要抓手，要坚持以优秀
人文资源为主干，用文化提升旅
游品位，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
式进行当代表达。发展文旅演艺
不仅是做好一台演出，更是一种
担当，通过演艺彰显和壮大主流
价值和主流文化。”

疫情常态化下，旅游演艺面
临危机和契机并存。陕旅集团逆
势而上、积极创新探索，开拓多领
域融合发展，推动产品更新迭代，
打破常规，推出冬季版《长恨歌》，
从舞美、演员、技术等方面进行升
级，变冷资源为热经济，打破北方
冬季实景演艺行业休眠局面，开
创北方冬季旅游体验新方式。

梅洪表示，游客消费习惯发生
了巨大变化，人们喜欢慢下来，深
度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
情，这为旅游演艺提供了新商机。
选择并打造合适的场景是旅游演
艺节目的前提，其演出的场景需要
与演出地的文化相吻合。场景的
选择最好是与区域内某个历史文
化类旅游景区发展结合起来。旅
游演艺要拉动多维消费业态，文旅
商一体化发展，创造多元化的消费
场景、打造一站式的服务。

上图：在陕西延安上演的红
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十三年》。

田 源摄
下图：在四川广元上演的实

景崖壁灯光演艺秀《剑门长歌》。
华 文摄

长乐河悄然发端于江西省德兴市的大茅
山麓，曲折绕经山川，输注滔滔乐安河，直至汇
入浩渺鄱阳湖，途中经过界田村，赐予我的故
乡与生俱来的水韵与灵性。

生长于山野的长乐河感性纯粹，在浆灌田
野的同时，也浆灌了山民的朴素日常。初秋，
群峰叠翠、山峦积碧、蓝天静默、白云卷舒，交
织混匝的倒影在河水中宛若一幅画。

长乐河有乡野女子般内敛温婉的性情，记
忆里，除了经历过几场明显克制的应时山汛，
更多的是清水流欢、河事安澜，笃定圈守着一
座村庄的乌甍白壁，也欣然成全了一片田野的
春种秋收，年复一年续写着此地可堪发展的美
好下阙。多少个清晨，我被浅吟低唱的长乐水
深情唤醒，然后循声而至，在它缱绻的流淌中
守望烟笼雾熏后的云蒸霞蔚。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寿元桥像一枚精
巧的发簪，除了赋予长乐河点睛般的修饰之
美，更延伸了村民向外眺望的眼光和向远追逐

的脚步。历经重修的寿元桥苍苔披覆、旧痕隐
现，被流水反复打磨的桥身涂满了时间的釉
色，却不改拙劲硬朗的质地和本色，依旧跨立
滔滔长乐河。桥下4个高大的石质分水尖彼此
支撑，在潮涨潮落中共同抵抗洪水的反复冲
袭。桥下系着倒扣的木舟，当年顺流而下追寻
远方的人，望着寿元桥和桥边的界田村，便涌
漾起了浓重的乡愁。而今，更多从寿元桥上驱
车离去的人，和我一样，会经常回到故乡看看。

河对岸，更多的田野被拢围，凭借一河长乐
水的滋润，稻粱簇拥门庭，成片的火龙果、葡萄、
草莓等水果和有机蔬菜让这个果蔬之乡引得远
近游人纷至沓来，在欣赏乡野美景的同时，饱啖
一餐自然的美食。那些覆盖其上的大棚，像一片
片白云匍落人间，风一吹，哗啦作响的摇曳声如
诗吟唱，仿佛一个美好的深情礼赞。我知道，白
云下是葳蕤的长势，是乡亲们拔节的生活，更是
长乐河与寿元桥和谐之美的呈现。

上图：位于江西省德兴市的长乐河。

文化活起来 体验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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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安处是黄山
华 北文/图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

古桑树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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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演艺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重要载体，从剧院演出到实景

演出，再到沉浸式互动演出，丰富

创新的表现形式为广大游客呈现出

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时尚文化等

多元文化体验。旅游演艺已成为文

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