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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将在字里行间
找到精神原乡

去年，番茄小说开启“番茄读旅季”，讲
述山河故事和历史文化，让更多读者跟随
网络文学走进中国的万千乡野。打破了传
统文旅“重景观、轻叙事”的发展瓶颈，使
网络文学成为挖掘地方文化基因的“数字
勘探队”。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
授陈丽娟表示：“文学导览”模式，成功将静态
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现场。尤其
是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盛景再次印证：
当文学经典从纸页走向山水，深层的文化记
忆便被重新唤醒。“文学作为文旅‘催化剂’的
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激活文化记忆、
唤醒情感共鸣和铸就精神价值。”

在她看来，许多旅游目的地拥有厚重历
史，但因缺乏生动的叙事表达而成了静态展
陈。而文学作品将沉睡的文化记忆重新唤
醒，赋予其可感知的温度与生命力。正如法
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
理论，指出民族记忆需要物质载体和仪式实
践才能得以延续。文学作品正是这样一种特
殊的“记忆之场”，“它通过叙事重构将抽象的
历史转化为具象的体验。”

“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就是典型例
证，小说以盛唐长安为背景，凭借紧凑的情节
与严谨的考据，再现了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
与盛唐气象。同名影视剧热播后，‘长安’不
再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是充满生命
力的文化符号。当地文旅部门以小说中的文

化场景为蓝本，打造出闻名全国的沉浸式体
验新空间。‘五一’假期，西安主题街区再掀旅
游高潮，游客手持纸扇身着唐装，漫步在古色
古香的街区，长安十二味的市井小吃和琳琅
满目的美食瞬间将游客带回‘贵人御馔，尽供
胡食’的盛唐场景。当文字叙事转化为身临
其境的体验，历史由此焕发新生，游客成为记
忆的参与者。”

陈丽娟认为，旅行的本质是寻求差异化
的体验，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是情感上的
归属感。正如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

“恋地情结”理论指出，人类会对特定地理环
境产生情感依附。而文学正是这种情感的编
码器和放大器，文学作品通过细腻的叙事和
生动的人物塑造，将抽象的地理空间转化为
饱含情感意义的“地方”。她娓娓道来，鲁迅

的《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让绍兴的乌篷船、
咸亨酒店、百草园不再是普通的地标，而成为
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游客寻访鲁迅故
里，实则是寻找“闰土”“孔乙己”生活过的痕
迹——那方戏台是否演过社戏？那条石板路
是否走过鲁迅？“文学通过意象的重复与情感
的累积，使物理空间获得诗意的维度。当读
者踏入作家笔下的场景时，实际上是进行一
种‘诗性空间’的验证与朝圣。这种情感联
结，让旅游从‘看风景’升华为‘寻故事’，而文
学正是最动人的脚本。”

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空
的旅行指南，是因为这些作品完成了一场深
刻的精神赋魅——将冰冷的物理空间幻化为
充满生命张力的意义空间，使寻常的山水草
木焕发出独特的精神品格。陈丽娟说，这种
神奇的点化就是洗礼：崔颢写下“昔人已乘黄
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让一座江畔楼阁承
载了千年文人的离愁别绪；而沈从文用《边
城》为湘西小镇赋予了最淳朴的人性光辉。
当游客循着文字探访这些地方时，寻找的从
来不是眼前的风景，而是文学为山河镀上的
那层精神之光。

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
不仅为地域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还让每一
次旅行都变成文化的重逢。“当文学与山河相
遇，风景便成了诗行，旅行便成了阅读——我
们终将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原
乡。”陈丽娟深情地表示。

作者：王瑜潇

沿着狄更斯笔下的
雾都轨迹漫步

看着李善德来到岭南高州，千里运送荔枝的传奇，根据马伯

庸同名小说改编，正在央视和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

枝》同款主题旅游线路也迎来热度上升，从唐朝天宝年间来到现

实场景，社交平台上，“打卡高州古荔林”的话题被不少网友提

起；当《我的阿勒泰》以文字的魔力将夏牧场化为万千读者的“心

灵疗愈地”，阿勒泰雪都机场的吞吐量飙升50.3%；当江西三清山

的郁松林化身《仙官有令》中的修仙秘境，黄山脚下4.5万部征文

作品构筑起“徽文化宇宙”——我们蓦然发现，数字时代的“徐霞

客们”正以键盘为杖，在文学原著中重绘着中国的文旅地图。

这些案例仅是文学IP赋能文旅产业的缩影。当下，网络文

学正以“IP+文旅”模式，深度融入文旅产业发展，成为推动地

方文旅破圈的关键力量。各地积极探索网络文学与本地旅游资

源的结合路径，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

当“跟着网文去旅行”成为文化时尚，当虚拟故事激活现实

山河的文化记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崛起，更是文明

传承方式的革新——它扎根于“诗以言志”的历史传统，拥抱“数

据为笔”的数字未来，在古今对话与中外交流中，书写着文旅融

合的时代新篇。

全球视野下，网络文学正成为文明互鉴的
“数字丝路”，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
窗口。法国面包师通过《放开那个女巫》了解中国
点心“冰皮小包子”，孟加拉国留学生安帝斯因痴
迷网络文学远赴上海求学，韩国译者朴努力将《庆
余年》等作品转化为韩语文化桥梁。据统计，2024
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量突破 80.84 万部，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故事出海”模式正在全球
范围内构建中华文化的认知图谱，为文旅融合注
入国际视野。

从兰亭雅集到数字文旅，从《岳阳楼记》到《长安
十二时辰》，文学与地理的相遇始终激荡着文化的火
花。今日的网络文学以5.75亿读者的基数、2985亿
元的IP市场规模，重构着文旅融合的边界。

可以预见，未来，网络文学在文旅融合领域的全
球拓展将更具潜力。随着AI翻译技术、VR/AR等
新技术的应用，网文出海的效率和质量将进一步提
升，能够更精准地满足全球不同地区读者对文旅信
息的需求。全球创作者可共同参与网络文学创作和
IP开发，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融合项目，如跨
国的文化旅游线路、国际文旅主题公园等，以网络文
学为纽带，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推动全球文旅产业共同发展。

同时，网络文学平台也将加强与海外文旅机构
的合作，通过举办国际网文创作大赛、文旅推介会等
活动，吸引更多海外创作者和读者关注中国的文旅
资源，提升中国文旅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网文正成文明互鉴的
“数字丝路”

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中
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75亿，作
者超 3000 万，IP 市场规模突破 2985 亿
元，“网文+文旅”成为年度最亮眼的增
长点，江西上饶、安徽黄山、广东深圳等
地相继与网文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2024年，江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区举
办网络文学征文活动，以当地世界遗产
为灵感源泉，吸引了众多网文作家创作
出《仙官有令》等佳作。这些作品将三清
山的道教文化、自然景观巧妙编织进故
事之中，让读者在阅读时领略到三清山
的神秘与壮美。安徽黄山旅游与阅文集
团联合启动“黄山主题征文大赛”，鼓励
作家以“大黄山”为背景，挖掘徽州文化
的独特魅力。获奖作品《四季琳琅》通过
四位女性在黄山周边城市开拓文旅事业
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当地丰富的文旅资
源，使黄山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
成为展现当代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
本。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玮
所言，网络文学具备广泛的受众基础和
强大的辐射能力，为其与文旅产业深度
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文学为载体让
更多人领略到阅读与旅行的美好。

网络文学IP的多端协同开发，进一

步放大了其对文旅的带动效应。以热
门网文改编的影视作品为例，《长安十
二时辰》的热播，不仅让西安的旅游热
度持续攀升，还催生了“长安十二时辰
主题街区”，实现了从文学作品到旅游
场景的无缝对接；《我的阿勒泰》及其改
编剧集，让新疆阿勒泰地区成为游客心
中的热门打卡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
展。同时，网文 IP 还衍生出动漫、游
戏、周边产品等多种形态，如《斗罗大
陆》的手游全球流水破百亿元，这些衍
生产品相互协同，不断强化大众对原著
中场景和文化的记忆，吸引着粉丝群体
前往故事发生地实景体验，为地方文旅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网络文学也
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如“番
茄读旅季——2024 年网络文学乡村文
旅创作扶持计划”，引导青年创作者深
入乡村，挖掘乡村的自然风光、民俗风
情和历史文化，创作出一批如《洞庭茶
师》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既展现了
乡村的独特魅力，又通过文学的力量
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助力
乡村文旅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
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众人竞
相打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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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旅游的交织
由来已久。从王羲之等文人雅士在兰亭
修禊，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使兰亭
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圣地；到
王勃的《滕王阁序》、崔颢的《黄鹤楼》、范
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诗词佳作，让滕王
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名楼声名远扬。这
些经典之作不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壮
美山河，更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厚的人
文底蕴，成为吸引无数人前来寻踪访古
的文化磁石。

这种“以文塑景”的传统在网络时代
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它继承了文学作

品对山川风物的细腻描摹和情感寄托，
同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突破了时
空限制，让文学的魅力能够更迅速、更广
泛地抵达大众。像《长安十二时辰》《绍
宋》等网文及其改编作品，在讲述精彩故
事的同时，巧妙融入众多地方风物与文
化元素。当读者沉浸于紧张刺激的剧情
时，西安的历史地标、杭州的岳王庙等也
随之在心中留下深刻印记，激发起人们
对这些地方的向往之情，为文旅融合埋
下伏笔。

此外，网络文学庞大的用户基础与
旅游消费群体高度契合。截至 2024 年

底，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达5.75亿，其
中年轻读者占据较大比例，而这一群体
正是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对新鲜事
物充满好奇，追求个性化体验，网络文学
中丰富多样的故事场景和文化元素恰好
能够满足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想象
与期待，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受众
基础，形成了“创作—传播—消费”的闭
环。当《盗墓笔记》粉丝每年齐聚长白山

“接张起灵回家”，当《绍宋》读者在岳飞
诞辰日打卡杭州岳王庙，网络文学已超
越传统媒介，成为连接虚拟情感与现实
旅行的精神纽带。

欧洲的许多城市，长久以来就是经典
文学的温床，如今更是成为文学旅行的热
门目的地。

英国，这片诞生了莎士比亚、简・奥斯
汀、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的土地，每一座城
市、每一条街道都像是从文学典籍中走出
的实景。

在伦敦，游客会沿着狄更斯笔下的雾
都轨迹漫步，从古老的市政厅到热闹的查
令十字街，感受《双城记》《雾都孤儿》中所
描绘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仿佛能穿越回
那个充满故事的时代。

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这座城市曾孕育
出众多文学经典，游客们会前往皇家英里
大道，这里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灵感源
泉之一，也会前往夏洛特广场，这里是《福
尔摩斯探案集》的背景地之一，体验魔法与
侦探的奇幻之旅。

法国，作为世界闻名的艺术与文学宝
地，其旅游景点也与文学作品紧密相连。

巴黎，这座浪漫之都，因雨果的《巴黎圣
母院》《悲惨世界》而闻名于世。游客们聚集
在巴黎圣母院前，仰望着那雄伟的建筑，感
受着雨果笔下的人性光辉与黑暗；在蒙马特
高地，追寻那些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艺术
家足迹，感受艺术与文学交织的魅力。

除了《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与巴
黎的紧密联系，在法国北部的根西岛，雨果
曾在此度过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岛
上的奥斯比维尔故居是雨果亲自设计和装
饰的家，如今已成为博物馆。游客可以在
这里看到雨果的藏书、画作以及各种奇特
的家具，了解他在流亡期间的思考与创作
历程。从这里眺望大海，仿佛能感受到雨
果在《悲惨世界》中对自由、平等的呼唤以
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这里是《小王
子》的创作灵感来源地之一，那片蓝紫色的
薰衣草海洋、古老的石头建筑和蜿蜒的乡
间小路，构成了一个如梦如幻的童话世界。

在北欧的蔚蓝天空下，有一座城市，它
就是安徒生的故乡哥本哈根。这位伟大的
童话作家，为全世界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
丽的梦。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有一座安徒
生铜像，他手持烟斗，目光深邃，仿佛在诉
说着那些关于爱与勇气的故事。滨海大道
的小美人鱼雕塑，也成了丹麦不可或缺的
象征与标志性景点。而安徒生故居，更是
每一位到访者必去的地方，这里不仅保留
了作家的生活痕迹，更是一个了解丹麦文
学、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此外，在美国，像《飘》中的亚特兰大和
塔拉庄园，吸引着众多文学爱好者前来追寻
旧日时光，感受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

还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绘的纽
约长岛的派对场景。长岛的桑兹角保护
区，这里被认为是盖茨比故居的原型之
一。如今长岛成了文学爱好者追寻盖茨比
梦碎之地的重要旅行目的地。穿越森林、
草地和海岸，欣赏长岛海峡壮丽景色，慢慢
感受那个爵士时代的浮华与落寞。

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上的安徒生雕塑。
图据新华社

从“寄情山水”到“实地打卡”

从“文字想象”到“IP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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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正在热播。

《我的阿勒泰》以文字的魔力将夏牧场化为万千读者的“心灵疗愈地”。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阿勒泰雪
都机场的吞吐量飙升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