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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
空》上线后走红网络。该游戏选取了全
国36个景点作为游戏场景，其中27处
是山西省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这些
古建筑横跨山西省 9 个地市，吸引了
众多海内外游戏玩家和游客前来打
卡。游戏上线3天后的8月23日，山西
省 27个涉文物景点共接待游客 12.66
万人次，环比增长 21.86%；门票收入
552.8万元，环比增长16.18%。

探索“游戏+文旅”跨界融合、推
出周边纪念品、打造定制旅游线路、优
化公共服务……近日，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启动“跟着悟空游山西”主题活
动，依托《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内
的“流量热度”，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
文旅产品，化“流量”为“动能”，让具有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旅游目的地加速

“出圈”。

古建文化深入人心

傍晚时分，斜阳为应县木塔披上
一层金色的光辉，一群鸽子从千年飞
檐上腾空而起，游客王静站在塔下，
轻轻摩挲着塔底的木柱。

王静来自湖南常德，听闻朔州应县
木塔是《黑神话·悟空》在山西的取景地
之一，她便想来看看：“现场看应县木塔
的感受大不一样，它的木质结构给人一
种历史的厚重感，内心很受触动。”

“我们从文旅切入，把游戏中涉及
的山西古建连点成线，通过策划‘跟着
悟空游山西’活动，吸引游客深入了解
古建背后的传统文化。”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负责人介绍，“跟着悟空游山
西”活动推出3条主题线路及一条8日
游“重走西游 土木华章 山西古建自
驾游线路”，邀请《黑神话：悟空》首批
通关者免费体验晋北、晋南、晋东南3
条主题线路，感受古建华章与彩塑满
堂、楼阁飞云与神仙洞天、神奇上党与
绝美造像的魅力。

在大同市云冈石窟景区内，游客
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有人与大佛隔
空“击掌”合照，有人细致观察静态
的石窟，聆听千年前的刀刻斧凿之
声；在朔州市崇福寺，随着观音殿内
的击钵声响起，游客的目光看向弥陀
殿殿顶的两尊琉璃武士，不少网络主
播通过镜头向网友讲解崇福寺的历史
文化知识……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山西
古建的文化故事深深吸引，慕名前来
游玩体验。

不少网友通过线上平台加入“游
山西”的热潮。数据显示，《黑神话·悟
空》游戏上线后，“山西省”词条在抖音
站内搜索量较平日上涨约80%，“跟着
悟空游山西”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过
4.2亿。

在浑源县的悬空寺，南北两侧的
三檐歇山顶高楼凌空而立，成为一道

错落有致的空中奇景，游客只身穿过
仅能一人通行的塔台，沉浸式体验悬
空寺的险峻奇绝。作为山西纯木质高
空 摩 崖 古 建 筑 的 代 表 ， 悬 空 寺 在
1500多年的岁月洗礼中傲然挺立。

来自广东的游客梅女士带着8岁
的女儿前来游览，了解到悬空寺能够
悬在山崖的“秘密”：几十根碗口粗的
立柱并不受力，真正受力的是打入山
体中的横梁。“之前看了很多山西古建
纪录片，来到悬空寺后发现真是鬼斧
神工，就像挂在崖壁上的工艺品一样
精致！”梅女士感慨道。

浑源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杨
毅认为，悬空寺的建造技艺背后显现
出的是文化根脉与民族智慧：“只需要
几根悬臂梁承载建筑重量，就能历经
上千年不腐不朽，它是建筑史上的一
个奇迹，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
在杨毅看来，古建背后的文化内涵值
得深挖，丰富而立体的古建文化故事
能让游客游有所获，不虚此行。

景区策划配套活动

在悬空寺景区文创店货架上，一
张绘制着悟空与悬空寺的明信片吸引
了一众游客驻足选购。

为了吸引游客到景区游览打卡，
“跟着悟空游山西”活动特别设置了
与游戏“梦幻联动”环节，在各个古
建所在地搭建打卡装置。在崇福寺、
佛光寺、小西天、玉皇庙 4 个景区
内，游客扫描二维码填写问卷后，每
人可领取一本“通关文牒”；在云冈
石窟、双林寺等 12 个景区内，游客
可以领取通关信物主题明信片等文创
礼物。通过多种线下打卡的方式，游
客能够在山西多个景区访古建、赏文
物、品文化。

多家景区还根据自身特色定制了
配套活动。“我们专门设立‘悟空’
拍照打卡点，游客可以免费体验悟空
全套服装旅拍，另外我们还开发制作
了悟空系列流沙冰箱贴、文创雪糕、
公仔等产品，欢迎各地游客前来体
验。”恒山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杨新
儒说。

“跟着悟空游山西”活动启动后，
山西各大景区游客接待量快速增长。
截至 8月 22日，应县木塔景区今年共
接待游客 145.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8.21%；云冈石窟迎来游览高峰期，8
月第三周接待 300 万人次游客，已超
过去年全年的接待量，其中 8月 23日
和24日每日接待游客人数已经超过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悬空
寺 8 月 20 日至 9 月 2 日接待外国游客
约 800人次，8月 20日游戏发布后，来
大同外国游客增幅明显。

“山西文旅将继续通过服务、业
态、玩法上的创新，让‘悟空效应’
变成长效热度，让奔着‘悟空’而来
的游客都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山西文旅厅厅长王爱琴说。

全面优化文旅服务

近日，不少游客被山西文旅的暖
心之举打动。“来悬空寺景区游玩
时，孩子没抢到票，工作人员积极协
助我们，让孩子也进入寺内参观，非
常感谢！”一名来自湖南的游客表
示，大同市的文旅配套服务与设施完
善，切身感受到了这座古建之城对游
客的“宠爱”。

为提升游客体验，大同市文旅局
强化部门联动，从交通、文物、文
旅、商务等部门抽调力量，在云冈石
窟、悬空寺、大同古城等重点景区开
展旅游市场秩序一线服务，保障交通
畅达，维护旅游秩序，并在景区设置
志愿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
线路讲解、应急药品等服务。

针对游客反映的古建景点较为分
散、交通不畅等问题，晋城市交通局
为前往铁佛寺、玉皇庙等地的游客定
制了公交出行方案，新开3条公交直
达专线。此外，晋城市公交公司在晋
城高铁东站、客运东站、火车站各准
备了应急保障车辆，有效引导游客前
往景点。

忻州市文旅局针对景区游客数量
激增的情况，持续开展旅游市场秩序
整治行动，健全跨部门文旅市场举报
投诉和执法协作机制，建立在线消费
纠纷解决机制，强化消费纠纷源头治
理，坚决打击各类服务价格欺诈、哄
抬价格等不正当行为，为游客创建友
好的旅游环境。

图①：应县木塔。
图②：云冈石窟游人如织。
图③：游客体验悬空寺栈道。
本文图片均由王 帆摄

深挖文化底蕴 定制文旅产品

“跟着悟空游山西”吸引海内外游客
本报记者 马睿姗

鉴湖之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柯岩街道的叶家堰居游人如织，到先
锋鉴湖书店、“鉴里荟”创意生活街区
打卡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上
半年，我们村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
次。”叶家堰居党总支书记钱国地说。

这个面积不到0.8平方公里的小
村落，如今已有30余个文旅项目落
户，包括民宿、西餐厅、咖啡店、
酒吧、书店等多种业态。2023 年，
叶家堰居的村集体资产突破4000万
元，村集体收入达 340 万元，是 10
年前的20倍。

乡村蝶变离不开当地对鉴湖的
保护传承与开发。烟波浩渺的鉴
湖，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柯岩街道地处鉴湖核心区，在柯桥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柯岩街道对
鉴湖沿岸进行环境整治提升，重现
诗人笔下的鉴湖风光。同时按照

“一村一策”“一村一品”“一村一
韵”项目化建设，充分挖掘村庄文
化底蕴，擦亮“鉴湖里”文旅品牌。

近年来，柯岩街道在浙东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背景下，积极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将鉴湖沿岸的三佳
村、叶家堰居、新未庄 3 个村居组团
联建为“鉴湖渔歌”片区，整合政府、
企业等多方资源，提升人居环境，盘
活有效空间，植入年轻时尚的文旅新
业态，带动区域共富。

柯岩街道成立乡村旅游运营公
司，将优质文旅项目引入乡村，盘活
乡村闲置资源。网红 IP 先锋书店于
2024 年春节正式开业运营；柯桥区
龙舟训练基地入驻；“鉴空间”乡村艺
术馆开业；多家特色鲜明的“村咖”相
继开张……目前，柯岩街道已累计吸
引社会投资金额近 2.5亿元，多样化
的文旅新业态成为柯岩街道吸引游

客的“流量密码”。
胡亮梁是叶家堰居的驻村指导

员，也是柯岩街道志愿者导游团的
一员。他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轮值到
岗，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胡亮梁
介绍，随着游客增多，周边村民的
接待服务能力有限，志愿者导游团
成为重要的补充力量。自今年 4 月
运营以来，志愿者导游团已接待游
客团队超过280次。

不断增加的游客为乡村带来了
活力，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叶家堰居
的特色小店先后开业，当地村民新增
就业70多人，带动村民增收超过150
万元。“下一步，街道将加强片区整体
开发，以浙江百所高校艺术支部联村
共建项目为契机，开展写生展、文创
产品设计大赛等活动，做好‘鉴湖’文
章，持续聚人气、汇流量。”柯岩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

文
旅
新
风
吹
鉴
湖

杜
珊
珊

吕

彬

近年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凭借生态资源和区位
优势，遵循“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原则，打造多业
态、沉浸式的旅游休闲场景，不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东北“三省一区”通过市场共塑、资源整合、
品牌优化、同步宣传，共同提升区域旅游品牌影响力。图为游客在吉
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山是江西省宁都县暘霁村的
特色，逶迤起伏，形成东西夹
持、南北对峙之势。杂木竹林影
影绰绰，松柏油茶郁郁葱葱，古
杉藤蔓坡坡岭岭，近 2 万亩绿色
屏障勾勒出暘霁村的自然气韵。
这里四季皆景，林海山色随季节
而变，有赏不尽看不够的风景。

一入秋，暘霁村有“三宝”
最为抢眼——红豆杉、红叶树和木
梓。这些秋天的“主角”在这方水
土开枝散叶，彰显出不一样的傲
骨与风致，展现暘霁之秋的韵味。

蓊郁的红豆杉，一年四季最
美的时光该是当下。如盖的枝丫
已结出红灯笼般饱满剔透的籽
粒，在微风的吹拂下，舞姿窈窕。

四周皆山的暘霁村，到了秋
天，就会奏响绿色与红色的“交
响乐”。山谷、山腰青绿未尽，红
叶就已烂漫，红枫与山乌桕把暘
霁秋色装点得分外妖娆。沿着村
中古道由西向东拾级而上，两侧
群山像燃烧的火焰，林涛飞瀑和
声阵阵，让宁静祥和的山林焕发
出动感与活力。

繁密的红叶林只在这个季节
才能见到层林尽染的景观。枫
树、山乌桕经过夏日的熏烤，仿
佛积攒了满身的热量，到了秋天
便尽情释放，向着天空擎起一把
把“火炬”。夕阳西下，红叶林被

映衬得流光溢彩，暘霁村也多了
一层浪漫的底色。这时，暘霁村
的斧头岭上陆续有几名游客用长
焦相机对着夕阳下的西山，以镜
头定格暘霁秋色。

“Wonderful！（太 好 了） ”
我被一阵欢呼声吸引——原来是
一位在红豆杉下取景的外国游客
惊叹于村里的美丽景色，在按下
快门的瞬间忍不住发出感叹。听
说他是法国人，在南昌大学留
学，这次跟着同学来到宁都县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慕名走进了风
景独好的暘霁村。

暘霁村的木梓树极多，到了
这个季节，沉甸甸的果子把坚实
的树枝压得吱吱作响。每年霜降
前后，木梓果的油脂含量达到峰
值，油质也最好。山垄上，背着
扁竹篮的村民到木梓树前采摘果
实，好不热闹。暘霁村生态环境
优良，野生木梓榨出来的木梓油
以其醇厚风味享誉赣南乃至整个
江西，形成了当地有机农业的龙
头产业，促进村民增收。仅木梓
油一项，每年能帮助村民人均增
收3000多元。

听村里人说，近年来为丰富
旅游业态，村里推出了采摘体验等
旅游产品，游客可以和村民一起体
验秋收的快乐，把笑容留在暘霁
村，再把暘霁村的秋色带回家。

暘霁村赏秋
温谈升

《黑神话·悟空》 火了，不仅
让国内众多网友重新讨论耳熟能
详的“悟空故事”，也引发海外玩
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关注。游
戏在山西、重庆、浙江等地多处
名胜古迹的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
目的地，吸引海内外游客从线上
走向线下，实地打卡并感受其中
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具有浓郁
“中国味”的文化产品成功出海，
在海外持续走红。从 《雪中悍刀
行》《芈月传》《万相之王》 等网
文小说在海外平台创下数千万次
阅 读 量 ， 到 《三 体》《流 浪 地
球》 等科幻 IP影视作品在多国热
映，再到 《原神》 等游戏产品让
全球玩家接触并爱上中国的山水
风光……中国网文、影视、游戏
等正在为海外人士打开一扇又一
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中国旅游研究院一项针对入
境游客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
访者将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旅
行的主要目的，中国文化和美好
生活体验已成为外国游客入境游
的核心吸引力。这启示我们：文
化让旅游更有“滋味”。文化属性
是旅游的重要属性，在今天，越
来越多游客在行程中既要美丽风
景，也要文化体验，如何让游客
在旅途中获得对在地文化的沉浸
式体验，提升旅游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成为各地以文化吸引力获
客、留客的必答题。

从水墨丹青到锦裳华服，从
石刻壁画到传奇建筑，从音乐舞
蹈到民风民俗，各类文化资源、
文化景观、文化现象都是旅游产
品的重要载体。持续加强对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以文
促旅，以旅彰文，不仅能让旅途
充满“文化味”，也能让文化遗产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创新文化表达方式，让文化
可亲、可感、可参与。一方面，
积极引入新的技术手段，让博物
馆里的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里的
典故、地域特色鲜明的民俗变得
更加生动立体，以深入浅出、喜

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旅游目的地的
文化故事；另一方面，通过对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连接点，推出更多新业态、新玩
法，以有活力、有特色的文化产
品激发文旅新动能。

当前，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正在让“诗与远方”的故事更加精
彩。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让
文化吸引力成为旅游业的持久魅
力，让越来越多人慕文化之名而出
游、因旅游而读懂文化，既能为
文化产业、文旅消费创造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又能不断提升国人
文化自信，向海外展现更为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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