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那亚戏剧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以更加开放、多元、丰富的面貌，与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再次相见，图为巡游现场

不断进阶的文旅+戏剧玩法

为了展示当地风俗文化，成熟
的旅游景点安排演出来吸引游客由
来已久。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院长、艺术科技融合创新中
心主任肖向荣观察，早期的文旅演
艺项目，以声光电等技术手段打造
光怪陆离的感官刺激，总体上更接
近“秀”的概念。2003 年，张艺谋、王
潮歌、樊跃联合打造的《印象·刘三
姐》横空出世，全新的实景演出形
式，将自然山水与舞台融为一体，引
燃文旅市场，获得了艺术突破和商
业成功。“实景演出这一形式具有独
创性。一些成功的景区实景演出至
今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上座率和运
营状态，类似‘印象系列’这样的成
功范例不仅成为当地景区重要的文
化名片，更是对戏剧形式不可忽略
的重要创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师孔德罡说。

用王潮歌的话来说，就是“3 分
钟抓住你的脚，13 分钟后你的眼睛
给我，30 分钟后你的心给我”。王潮
歌参与开启并亲历见证了中国山
水、文化、旅游融合的全新时代，她
导演的作品分了三个系列：第一个
是“印象”系列，实景演出。第二个
是“又见”系列，情境体验剧。第三
个是“只有”系列，戏剧幻城。在中
国，几乎每天同时有 8 个不同的旅游
目的地在演出她的这些作品，每天
可能有 2-3 万人在观看。最近的一
个数据是，截至 6 月 19 日，《又见敦
煌》2023 年演出季已演出 294 场，接
待国内外游客 14 万余人。在敦煌旅
游最旺季时，《又见敦煌》创下了一
天演出 12 场的惊人数字，从早上 8
点开始演到凌晨 1 点多结束，依然有
不少观众买不到演出票。

“ 我 一 直 是 文 旅 融 合 的 实 践
者。”王潮歌说，“印象系列实景演出
的时候，像赞美诗一样，对大山大
河、对劳动，对特别美的人间的赞
叹。到了又见系列，笔就更深一些，
会写人的命运，也有一些史诗的笔
法，就像《又见敦煌》，写文物怎么
走，现在怎么让它们回。”2019 年 9
月，王潮歌“只有”系列开篇之作《只
有峨眉山·戏剧幻城》首演，在全国
首创了实景演艺与周边村落相融合
的演艺方式。峨眉山下的高河村，
成为了剧场主体的一部分。随着

《只有峨眉山》项目落地生长，当地
音乐节和民宿小镇等事业也随之兴
起，依靠文旅实现乡村振兴的成功
探索，高河村成了当地“柔性发展”
的典型样本。今年 7 月 23 日，“只
有”系列第四个作品《只有红楼梦·
戏剧幻城》将正式开城迎客。6 月 21
日，央视新闻端午特辑直播的开票
仪式上，3 小时有 75.4 万人观看。王
潮歌希望走进《只有红楼梦·戏剧幻
城》的人，能有三个感受：第一是“匪
夷所思”，第二是“感同身受”，第三
是“余音不去”。

显然，文旅+戏剧也可以有不同
玩法，重点是要挖掘并讲述目的地
文化故事，展现文化魅力。在不断
推翻自己寻找新形式的同时，王潮
歌也始终提到，她做的一系列作品
本质上都是戏剧，一直在寻求的都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表达，“我们应该
常常扪心自问，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样的价值观，在我们的血脉里，有没
有一个激荡人心的故事，应该传承
什么，应该告诉我们的后代子孙些
什么，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要
往哪里去。”

突然想跟着

好
戏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在旅游市场
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旅游需求也发生着变
化。“旅游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选项，游客进入
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两个‘日常化’必
然导致旅游消费需求从美丽风景转向美好生活。
以演艺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是大众旅游进入全面发
展新时代时日益增长的新需求。”

各大旅游景区成功的戏剧融合实践，促使城
市的文旅开发将目光投向戏剧。但要让戏剧成为
一座城市的名片，成为全新的生活方式，进而辐射
到旅游产业，戏剧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融合需要不
断上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孔德罡观察发现，
近年来，以城市文化为基础的“沉浸式”戏剧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戏剧和旅游产
业中的一个经典案例，今年 4 月，改编自莎士比亚
经典作品《麦克白》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
了在上海驻场的第 1600 场纪念演出，无数新老观
众从全国慕名重回剧场，其中，来自其他省市的观
众比例自 2022 年的 30%逐步攀升至 58%。“结合城
市特征开发的沉浸式演出一方面，能够吸引本地
青年人，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以新形式来推广城市
文化特色的创意图景。”

一如王潮歌所说：“我希望打破过去对于剧场
的界限，当观众走进戏剧幻城的一瞬间，戏剧已经
开始，当观众走出幻城后，戏剧尚未结束，它将在
每个人心里继续上演。”

记者：戏剧在与文旅产业的融合过程
中不断自我进化，这一古老传统的艺术形
式在文化娱乐选择丰富的新时代，始终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原因何在？

樊明君：古今中外，无论是东西方的
任何剧种，都在剧场构建出一种现场感、
仪式感和沉浸感。当下，戏剧正以其独特
的艺术感染力，为文旅产业增光添彩。在
接触戏剧之前，人们往往有一种刻板印
象，认为戏剧古典、高冷、小众，不会被普
通人接受。戏剧节使这种成见不攻自
破。比如过去只有在明星演唱会出现的

“抢票攻略”等火爆词语，现在却与戏剧节
有了深度关联。来自乌镇戏剧节官方数
据统计，10 年来，超 1 万场古镇嘉年华表
演拉近了戏剧艺术与大众的距离，上百万
名观众共同见证了乌镇戏剧节的成长，这
足以表明，戏剧可能真的“高”，但一定不

“冷”。尽管新技术媒介为年轻人提供了
诸如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等多种文化娱
乐选择，但戏剧一样为消费者所追捧。

随着科技进步、时代发展与观演需求
的变化，戏剧演出形式不断翻新变化，戏
剧人在守护戏剧初心的基础上对戏剧进
行迭代升级尝试，但戏剧独特审美功用和
独有文化品格，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戏剧
之美却是始终如一，没有被改变。戏剧透
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动人心弦的情感、与
人共鸣的人物和发人深省的思想来帮助
我们认识自己，用浓郁深情的地域特色和
独特唯美的歌舞表演，讲好一个个中国故
事，传承弘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
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戏
剧艺术在文旅产业发展中以旺盛的生命
力和吸引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记者：第十届乌镇戏剧节已约定十
月，后起之秀阿那亚戏剧节在这个端午假
期也以更加开放、多元、丰富的面貌，与天
南海北的朋友们再次相见，迎来第五届的
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也将在岁末如期归

来。近年来，一系列文旅新业态的诞生，
让观众意识到，看戏可以成为旅游的目的
和方式。在您看来，如何充分发挥戏剧的
力量，赋予文旅体验更多内涵呢？

樊明君：以“戏”提升文化含量，以“旅”
带动更多观众。这一以文化为核心的策
略，未来更将是国内文旅发展的大势，其中
有文旅市场和消费需求的自发变化，也有
国家在文化旅游发展上的政策引导。

这些年，人们已对《印象·刘三姐》《宋
城千古情》《又见敦煌》《只有峨眉山》等文
旅项目非常熟悉，它们不仅拓宽、刷新了
传统戏剧的外延、演出场域、观演关系，为
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带给
游客更多的文化感受和思考，给旅游消费
注入文化内涵。

当以文促旅成为主流，众多旅游目
的地都希望充分展示地方文化，但目前
却有诸多文化旅游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开发，古镇老街、名人故居甚至博物
馆 、文 化 遗 址 也 还 是 停 留 在 参 观 的 层
面。如何讲好文化故事？关键是手段方
式。目前而言，戏剧，的确是讲故事的好
方式。戏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方式，将地方文化的精神根植在戏剧之
中，通过这些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独具
审美价值的舞台艺术产品，将游客带入
文化场景之中。游客不再是简单的观
赏，而是去发现和探索文旅融合下的城
市与乡村风情，这就拓展了旅游的内涵，
赋予旅游者独特的文化体验。

同时，戏剧的介入不仅为目的地注入
新的人流，也更容易形成聚合效应，吸引
大量青年创作群体、社团等入驻，打造艺
术馆、美术馆等文化群落，形成一个城市
文化的聚合体。充分发挥戏剧的力量，将
为文旅目的地提供新的活力与发展方向。

记者：打开“戏剧+”的产业增值能
力，正在成为全行业的共识。文旅从业
者、戏剧创作者如何生动地讲述中国故
事、天府故事，让海内外游客被文旅演艺

“种草”？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和建议。

樊明君：文化赋能，旅游产业升级。
文旅融合大趋势下，各级政府推动“戏
剧+”“旅游+”更为迫切，相关扶持计划力
度也更大。借助大运会之东风，成都文体
旅产业融合发展，借力政策环境和发展大
势，一方面将中华文化元素、中华美学精神
与现代传播手段、节目形态相融合，用心打
磨原创精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联手影视产
业、数字科技等共同发展，进行例如影视人
才培训、旅游影视剧本孵化、文旅数字科技
研发等等产业联合发展，构建区域联动，让
项目不但是一个文旅消费产品，更是一个
业态跨界交流的平台空间。我相信文旅从
业者、戏剧创作者将大有作为。

首先，戏剧如何与文旅板块、各类实
体空间场景深入融合，需要打破维度的新
思路。比如，以戏剧为内核，小到一间餐
厅、一栋商厦，大到整个文化园区、文旅小
镇，都可以成为演出现场。各类演出新空
间、多业态融合的演艺新场景拓宽了市
场，将文化演艺对文旅消费的带动效应发
挥至最大，赋能城市发展。

其次，新的消费市场已经诞生，高质
量的产品供应亟须跟上。对今天的戏剧
创作者而言，单纯坐在剧院里、站在舞台
上，已经无法与时代同步。当下的文旅戏
剧体量虽然逐年增加，但精品项目依旧稀
缺，演出质量可以用良莠不齐来评价。文
旅戏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应加大
挖掘力度，在呈现形式和文化上有独特
性，但核心情感一定是与时代奋进的脚步
同频共振。

当然，戏剧艺术本身就具有先锋性，
文旅目的地的戏剧就更应如此，融合一切
可融合的元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虚拟
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混合
现实技术(MR)等多媒体数字科技被广泛
采用，戏剧的参与式互动、行进式体验将
更多元。以演艺解密、游戏互动来提升游
客的参与感和对在地文化的好奇心，唯有
如此，才能让观众常刷常新。

（樊明君：剧评家、四川省川剧院创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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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已过，属于戏剧的狂欢刚刚开
始。在东欧，从6月 23日到 7月 2日，罗
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正在上演。

在很多旅行者印象中，锡比乌是“橡
树之城”“爵士之都”“欧洲文化之都”，这
些独特的标签需要时间去静静地品味，
房子上长着的那些“眼睛”令人过“目”不
忘。对世界各地的文艺爱好者来说，欧
洲三大戏剧节之一的锡比乌国际戏剧
节，更是不远万里奔赴的理由。节庆期
间，锡比乌被戏剧、舞蹈、音乐、马戏、电
影、书籍、会议、展览、表演等各种艺术活
动所包围。不大的主城区中，无处不在
的户外表演与室内演出，令整个城市充
斥着文化与艺术缔造的欢乐气氛。著名
剧作家李亭在朋友圈晒出了参加戏剧节
的照片，她也兴奋地观看了罗马尼亚锡
比乌国家剧院国宝级导演——希尔维
乌·普卡雷特执导的作品《血色公主》。

身为锡比乌国家剧院总经理和锡比
乌国际戏剧节的主席，康斯坦丁·基里亚
克同样也是杰出的演员、导演、制作人，
在他的长袖善舞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
艺术团体与艺术家们，今年也齐聚锡比
乌，为这个欧洲东部小镇献上缤纷多彩
的艺术表演。中国的川剧、昆曲也曾经
踏上过锡比乌的舞台。

在欧洲的另一边，每年的阿维尼翁
戏剧节同样吸引着全球艺术爱好者的目
光。身为与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德国柏
林艺术节齐名的“世界三大戏剧节”之
一，今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将于 7 月 5
日-25日在阿维尼翁市举办。这也是李
亭的下一个目的地。

李亭说，戏剧节并不意味着一批戏
剧作品在剧院里扎堆演出，它必须是城
市的“节日”，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戏
剧节需要建构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除
了常规的舞台表演，还会经常走出剧场，
走向街头，在城市中表演。在此过程中，
让市民随时随地观看精彩的戏剧演出，
还有机会参与到戏剧之中，或者聆听戏
剧大师创作谈、演后谈，通过亲身参与感
受艺术，提升艺术鉴赏力。

三大戏剧节中，法国阿维尼翁戏剧
节的街头表演最负盛名，其“让戏剧发生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理念，影响深
远，城市空间整体上充满了艺术品位和
美学张力。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
介研究中心研究员、传播学院教授王金
礼认为，回溯戏剧起源，戏剧从来就不
是与民众隔绝的自我欣赏、自娱自乐。
艺术的基本功能在于凝聚集体共识，促
进集体协作。举办戏剧节，实际上也在
推动戏剧回归现实，同时，戏剧节也从
城市生活中获得温度和灵韵，互动剧、
青年竞演等新的艺术形式使当代艺术充
满活力。

6 月 15 日至 25 日，2023 阿那亚戏剧节携全新
主题“呼喊和细语”在河北秦皇岛阿那亚社区启
幕，作为一个经常上微博热搜的戏剧节，在这种
热闹的围观下，如果大众奔着“消费戏剧”的心态
而来，对从业者来讲会是一种冒犯吗？戏剧节艺
术总监、导演孟京辉笑言：“确实，今年来参加戏
剧节各个板块活动的人非常多。我们估算了一
下，大概有 5.5 万人次。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你可
以说他们是为‘消费’而来，也可以说是受‘吸引’
而来。大家来到戏剧节，不知道布莱希特是谁，
不知道斯特林堡是谁，不知道哈罗德·品特是谁，
其实都没关系！我跟人交流，对方提到的好多名
字，我也不知道。在交流当中我们也在提高、成
长。归根结底，都有一个共通点——大家都是奔
着一个新的感受，一个我们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
和生活方式来的。”

在青年编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孔德
罡看来，乌镇戏剧节、大凉山戏剧节、阿那亚戏剧
节等由景区搭台、让戏剧人展现自我的戏剧节模
式，逐渐取代景区实景演出成为戏剧与文旅融合
的新趋势。至今已举办九届的乌镇戏剧节构建
了一个从日常生活出发、持续时间更长、观众体
验更深刻的美学氛围与文化环境，吸引了大量戏
剧爱好者和游客打飞的，“住”在乌镇打卡看戏，
本来一天即可逛完的乌镇之旅演化为多天的“生
活体验”。

而景区自带的文化特性也实现对戏剧演出的
反哺——乌镇江南水乡闲适的生活氛围，指向了
乌镇戏剧节作品独特的文艺气息；与之类似的，还
有主打少数民族文化特质的大凉山戏剧节、主打
前卫艺术和城市居民度假选择的阿那亚戏剧节，
它们入围的戏剧剧目也逐步显现出当地别具一格
的文化特征。戏剧与文旅产业互为主体，二者在
潜移默化中融合共生。

在热情与假日的双重叠加
下，今年端午假期，人潮继续迅
速向各地景区街区、文博场馆
等线下文旅场景涌入。

“热搜常客”、为期11天
的2023阿那亚戏剧节25日结
束，天南海北的人们因为戏剧
相见、相识，近6万人共同创造
了一个海边的戏剧时空，“站在
彼岸，望向此刻”；导演王潮歌

“只有系列”的第四个作品《只
有红楼梦·戏剧幻城》21日开
票，首日超过两万张的售票成
绩，为国内外游客开启一扇中
华文化的探寻之门，也预示着
又一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新典范闪亮登场。

无疑，戏剧在文旅产业发
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台好
戏可以成为目的地爆款IP，延
展出更多价值和意义。从实
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开始，
二十多年来，我国逐步探索
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戏
剧与文旅的融合之路，“人们的
愿望已不仅是做个普通观众那
么简单——他们希望被完全带
入到另一个世界。”

在青年编剧、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师孔德罡看来，实
景演出、戏剧节、沉浸式戏剧等
融合新业态的多样化文旅活
动，为目的地带来更多有效流
量的同时，“也将推动戏剧艺术
的自我更新，实现戏剧与文旅
的融合共生，释放更多的潜
能。”他也相信，伴随着时代与
经济的飞速发展，戏剧文化将
助推地方文旅产业，在实践中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

去旅行

景区搭台，让戏剧人唱戏

沉浸式 城市文化的新突破

苏州昆剧院演员在阿维尼翁推介
《浮生六记》 图据新华社

印象·西湖

又见敦煌

只有峨眉山·戏剧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