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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
夜游锦江去

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大背景下，依托
综艺“出圈”“吸粉”，文旅目的地还有更多可能。

早在 2016 年，《爸爸去哪儿》就推动广州长
隆、宁夏沙坡头、云南普者黑等文旅景区跃升全
国顶级品牌；《向往的生活》节目第四季一开播，
拍摄地西双版纳一周内旅游热度较上月同期增
长71.2%；第五季的取景地湖南常德桃花源，在节
目播出后，当年“五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20.75
万人次，同比增长119.57%；《非遗里的中国》福建
篇播出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接待游客数量实
现现象级跃升，较2022年同期增长452.92%。

“旅游究其本源是‘玩出来的产业’，综艺可
视为对‘玩’这一本质的回归。”王晨光教授说。
去年携程联合爱奇艺发布《中国影视综取景地报
告》显示，影视综艺IP加持的取景地正被游客疯
狂种草，随着消费升级态势加剧，热衷享受生活、
探索世界的“90后”“00后”成为取景地旅游的消
费主力，占比超57%。

如果说多元旅综能够为城市文旅打开一扇

门，助力城市“出圈”，引来流量，那么想要守住
流量，就更要重视提升文旅质量。当下能接住
流量的城市，大多具备旅游资源和相关产业链，
比如哈尔滨有冰雪旅游资源，天水有艺术宝库
麦积山石窟。因此，能否把流量守住，考验的是
当地基础设施、文化资源及高质量的服务和管
理。同时，多种多样的新路径也在探索中。比
如不同于以往被动地作为取景地“露脸”，地方
文旅与综艺的联动走向更前置的融合，《现在就
出发》联合各地文旅局发起“目的地推介计划”，
在策划前期就注意元素融合，推动综艺取景地
转化为旅游目的地。

可以看出，文旅融合促进了人们对当地文化
资源的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视听作品通过故事
化表达和艺术化呈现，将资源和传统转化为独特
的文化形式。伴随着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让我们
期待视听领域涌现更多优秀的新作品，文化和旅
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相互赋值，
双向奔赴。

“随着大视听产业迅猛发展，作为传统
层面和核心层面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概
念已难以囊括大视听的所有内容并解释大
视听的产业逻辑，‘视听+’逐渐成为这一新
兴产业的重要概念。《2023 年广电全媒体蓝
皮书数据报告》显示，大视听产业正成为数
字文化产业中最具增长性的新兴产业之一，
全年实际创收超过万亿元。大视听的外围
层‘视听+’产业规模和边界不断扩大，形成
另一个万亿级产业新版图。”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杨洪涛观察发现，在“视
听+”的产业布局里，“视听+文旅”可谓最具
声量的探索方向。

杨洪涛说，互联网时代，传播渠道之间的
壁垒被不断突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传
播介质、传播样态和传播方式深度融合，电视
台、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等媒介从传统的竞
争关系转变为联结互渗的新型关系，以多渠
道、立体化的触达方式为受众提供多样化的
信息入口，初步形成大视听产业生态。“所谓
大视听是指以视听产业为引擎构筑起的全产
业链条，以视听艺术创作、视听文旅协作、视
听文创制作和视听产业园区建设等为核心业
务，还延伸到教育、医疗、科技等公共服务体
系的各个领域。既然是大视听，就要有大格
局、大视野和大情怀，不仅可以在艺术创作方
面大有可为，其所带来的可视化、智能化、场
景化、交互化和沉浸化的感知体验还应为文
旅开发、公共服务乃至经济社会的众多领域
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与创意空间。”

杨洪涛认为，在“视听+”的产业布局里，
“视听+文旅”可谓最具声量的探索方向。他

分析，在视听创作中，选景往往是拍摄前期
重要的环节。不同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
城市样貌能呈现不一样的视觉质感，温暖、
奔放、辽阔、华丽、质朴、冷峻、神秘等种种气
质，在剧情的加持下被自然而然地融入作
品，让观众心向往之，为文旅发展提质增效、
引流揽客。

在杨洪涛看来，一方面，随着《去有风的
地方》《风起洛阳》《繁花》等长视频作品的热
播，影视作品中的取景地成为网红景点。云
南大理的诗意恬静、古都洛阳的盛世繁华、
大上海的时尚摩登，在摄影镜头的匠心捕捉
下展现出独特魅力。西安根据网剧《长安十
二时辰》打造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
以对唐风文化的高度还原和场景沉浸式体

验成为城市文旅的新标志。长沙以《梦华
录》为背景，推出线下古风沉浸展，复刻剧中
大宋街市场景和市井文化的繁华，成为视听
维度中“沉浸城市”的又一成功经验，使一部
剧带火一座城成为时下火热的文化现象。

另一方面，短视频在助力文旅发展方面
也表现不俗。继淄博烧烤旅游、哈尔滨冰雪
旅游被短视频带火后，各地纷纷借助短视频
掀起一波引流带货热潮。各地把代表性的
旅游景点、最具文化价值的民俗风貌拍成短
视频，用短视频打造城市名片。今年初，国
家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创
作计划：推动一批实体取景地跟随微短剧的
热播出圈，塑造一批古今辉映、联通中外的
文化标识和符号，通过微短剧全球传播，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微短剧+文旅”融
合消费新模式，努力在美丽乡村建设、历史
文化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名胜古迹、
公共文化场馆、生态旅游景区等方面挖掘新
故事、塑造新形象、展现新风尚。

此外，许多景区推出VR沉浸式旅游项
目，用视听技术复原年代景观，观众能够通过
可穿戴设备甚至裸眼3D技术感受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的奇妙体验。像《又见平遥》等文旅
演出都运用视听艺术与大型实景表演相结合
的方式，助推视听与文旅融合发展走向纵深。
网络视听的“网”字天生具有“穿针引线”的寓
意，将内容生产、技术革新、传播扩音等可独立
璀璨的环节如珍珠一样串连起来，再慢慢织成
一张包罗万象且彼此相连的艺术之网。

这些年，视听和文旅的双向奔赴不断繁
荣文旅市场，也不断拓展“视听+”的方向和
价值。在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可以跨越时空
的IP。《风起洛阳》开始的“华夏古城宇宙”系
列计划，围绕这个项目开发了剧集、线下影
视城、纪录片等等，实现一部IP的“一鱼十二
吃”。《长安十二时辰》《长安三万里》让“西
安”变成世界璀璨的“长安”；《微暗之火》让
婺源之美不只停留在油菜花开的季节；网络
微短剧也让浙江曹村镇再次开启了自己《飞
扬的青春》。“所以，视听行业充分利用视听
艺术的传播优势，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创新
发展；文旅行业则为视听艺术创作提供丰富
的自然与文化景观。推动视听与文旅协同
发展，将成为大视听产业在夯实核心业务的
基础上拓展产业赛道、拓宽产业边界的关键
一招。”杨洪涛说。

夜色降临，随着成都锦江河畔的
灯光开启，端午佳节的热闹氛围扑面
而 来 ……6 月 7 日 ，央 视 财 经 频 道
（CCTV2）《第一时间》在《端午假期将至：
“光影秀”点亮端午夜经济》中，再次将
镜头聚焦锦江，让观众跟随镜头，一睹
桨声灯影中的夜成都魅力。成都夜游
锦江项目出彩之处便在于不断地开展
新尝试，深挖历史底蕴，陆续推出古彩
戏法、茶百戏、沉浸式剧游等表演。同
时，沿岸的体验场景日趋多元丰富，夜
市、夜食、夜展、夜秀精彩不断。

近年来，沉浸式文旅风潮渐起。
文旅新体验激发消费新需求，文旅新
空间释放发展新动能。沉浸式文旅这
一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势头越发强劲。

去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个沉
浸式文旅新业态示范案例，从成都夜
游锦江、大唐不夜城，到《又见平遥》
《遇见大庸》《知音号》等经典演出，各
种类型的沉浸式项目成为文旅业态创
新的标杆。紧接着，文化和旅游部又
开展了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推
荐遴选暨培育试点工作，公布了首批
入选的24个项目名单，推动全国智慧
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产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

“白天是西安，晚上是长安”，走进
西安大唐不夜城，一派盛唐景象，不免
让人心生穿越之感，火遍全网的“盛唐
密盒”互动游戏更是吸引着天南海北
的游客千里赴会；游客持票登船，按照
门票号码进入包厢，富有年代感的老
物件，让人瞬间穿越至20世纪30年代
的武汉，游客此时变成了远行的乘客；
走出包厢，走廊中几位青年男女旁若
无人地讲述着各自的故事，当你好奇
那是真人演员还是视频影像时，突然
发现自己出现在画面中，游客不知不
觉已成剧中人，故事由此开始，这是
《知音号》的沉浸式演出现场；而在山
西平遥，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
首创行走式观演模式，剧场内不设座
位，没有舞台，观众边走边看，跟随剧
情的发展变化，行走在不同的演出场
景中，观众既是置身事外的看客，又是
故事的亲历者，可谓人在戏中、戏中有
人。纵观深受广大群众普遍欢迎的相
关示范案例，沉浸式文旅拓展了旅游
内涵，带动了消费升级，这也正是其魅
力所在。

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董振邦认
为，“沉浸式”的爆火，究其原因，在于
它与生俱来的互动性和体验感，而沉
浸式文旅通过文旅融合、虚实结合等
方式，让游客获得全新的体验，旅游消
费也从走马观花式的“赶景点”向“商、
养、学、闲、情、奇”深度游览、互动式休
闲转变。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旅游消
费的升级既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期待，同时对于促进文化
传承发展，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
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跟
着
综
艺
去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赛龙舟、包粽子等端午传统风俗与旅游产品结合的各类
民俗旅游项目受到热捧。同时，暑期长线游也进入预订高峰期，研学游、亲子游热
度高涨。

近年来，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催热一大批综艺节目走出演播室，来到辽阔的
山河大地，踏入烟火气十足的街头巷尾。刚刚上新的总台文艺频道旅行新综艺《此
生要去的100个地方》等节目，以创新方式展现城市与乡村美好生活，引领了一波

“跟着综艺去打卡”的旅行热潮。
当“热辣”的综艺撞上“滚烫”的文旅，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观众在一场场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大地的风情，一次次刷新着心中城市、乡

村和山海的印象，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美食、美景、美学，激发出更多可能，更多的
宝藏目的地被“种草”，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新的消费增长点中，“文娱旅游”位列其中。如何让“诗”
和“远方”在共创美好生活中“融”得自然、“合”得协调，已经成为一道必答题。

“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承是大视听创作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
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冷凇指出。国家广电总局广电新视点中心常务副主任张
延利进一步认为，“文旅类节目不仅为取景地聚集了人气，更在寻访中实现了文化
与生活的巧妙勾连，找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

打

时下，文旅综艺正在成为年轻人热衷的
综艺题材。根据豆瓣评分显示，《骑有此理
2》《锵锵行天下3》《花儿与少年·丝路季》分
别以9.6、9.4和9.2分位于2023年国产综艺
豆瓣评分的第一、二、四位。2024 年，文旅
综艺继续“上大分”，《启航！大运河》《旅行
任意门》《青春环游记》《话说山海》《很高兴
认识你》《岛屿少年》《斯文江南》《我们仨》等
正在热播。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
5月24日起，江苏卫视推出《启航!大运河》，
节目通过邀请单霁翔、西川、梁周洋、张谨、
张鹏等文化嘉宾行走运河沿线城市，大运河
的容貌在专业的讲解、诗与画的交织中不断
清晰。从北京一路行船而下，嘉宾相会扬
州，惊艳于古人笔下的瓜洲古渡。这里是长
江和运河交汇处，李白、苏轼、王安石、张若
虚都曾在此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实地探
访的沉浸式体验也不断加深观众对运河文
化的理解和认同，纷纷表示有机会也要去打
卡。节目组表示，《启航！大运河》希望呈现
的视角是：这些文化嘉宾就是广大观众的

“导游”，他们各自携有对大运河不同的情
愫：有的在大运河两岸长大，对这条水道的
点点滴滴十分熟悉；有的自小在内陆生活，
充满了对大运河的遐想与好奇；有的更了解
文学意境里的大运河，因此对脚踏实地的探
索倍感新鲜和惊喜；还有的可以帮助观众打
开中西文化交相辉映的国际视野……

“近年来，国内旅游行业呈现出一个显
著特点，即年轻群体越来越成为市场的消费
主体。”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晨光说，

《中国国内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数
据表明，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主力群体的
平均年龄，已经下沉到20至25岁，“年轻群
体更追求消费的体验感与参与感，对艺术的
敏感性更强。最重要的不是景点本身，而是
一种情感的互动。旅行综艺可以很好地活
化、转化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让观众产
生情感共鸣。”

上个月末，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
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节目组
来到福建莆田港南村，主持人撒贝
宁、演员陆毅、作家须一瓜组成“山
水小分队”，采收、品尝海带，体验海
岛民宿，这是即将开播的《山水间的
家》第三季全国首发录制地。

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
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曾是《山水间的
家》第一季的文化嘉宾。他回忆，
2022年7月1日，接到摄制组探访湖
南石堰坪村的邀请时，他正在进行
故宫主题的长篇小说《国宝》的创
作，但在通话的最初瞬间就欣然接
受了这份邀请。石堰坪已有600多
年历史，村里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
土家吊脚楼群，现存吊脚楼 180 多
座，历史大都超过一百年。“无巧不
成书，20多年前，我刚刚开始我的大
地之旅，也是在沈从文小说的召唤
下，前往湘西凤凰去看吊脚楼，只不
过凤凰吊脚楼大多矗立在水边，犹
如湘女萧萧，在水一方，亭亭玉立，
而石堰坪村，则基本上是山地吊脚
楼，在起伏不定的大地上层层铺
展。”祝勇见证了石堰坪村的绿水青
山，古老的吊脚楼建筑群，还有鸡罩
捕鱼这样的活态文化，“在璀璨的星

空下，与鸟兽草木同眠。”
此行之初，祝勇“特别好奇的是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我们的乡
村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旅行结
束，他深深感叹：“我想向所有读者
大力‘安利’《山水间的家》这个节
目，眼见为实。”

随着近年来文旅融合的不断深
入，在题材、内容不断丰富的同时，
文旅类综艺的形式也在谋求创新，
深耕新的文化表达场景，从精神连
接、情感体验、审美氛围等角度开启
观众对城市与乡村的美好想象，使
内容生态释放出更加强大的社会价
值，赋能文旅产业：《还有诗和远方》
3年间沿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
带、瓯江山水诗路带一路行走，记录
下不同城市街头巷尾的市井故事；

《何不秉烛游》创新了深夜人文漫游
纪实影像的新模式；《万卷风雅集》
将“万卷书”带入“万里路”之中；《锵
锵行天下》以“漫步加漫谈”的形式，
通过窦文涛等人的旅行，串联起江
南各地的独特意蕴……

冷凇认为，“这些节目以地区
为载体展现不同的生活方式，拓展
了观众对城市的美好想象，为地方
的文旅产业打开了一扇令人感兴
趣的窗。”

视听+文旅 最具声量的探索方向

卡

沉浸式 激活情感的共鸣

创新表达 打开一扇窗

流量变留量 文旅目的地还有更多可能

《向山海出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