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本地观众的热情追捧，到“拉着行
李箱来看戏打卡”和“跨城追剧”，再到外
国游客的“to do list”，沉浸式小剧场逐渐
风靡于青年群体。进入数字化时代，青年
人的消费图景正呈现出独特的精神向度，
他们成为“沉浸式经济”的消费主力军。
一边在购物车中精准计算满减优惠，践行
着“性价比”的生活哲学，一边为心仪的沉
浸式戏剧演出慷慨解囊，甘愿在周末踏上

“跨城看看剧”的旅程。这种看似矛盾的
消费选择，实则折射出当代青年在追求效
率的现实状况与追求精神的自我需求之
间的微妙平衡。当紧张的工作节奏催生
对“松弛感”的强烈渴望，当碎片化信息过
载导致深度体验的匮乏，沉浸式小剧场以

“戏剧+体验+场景”的复合状态，成为青
年激活情感共鸣、建构精神栖息地的文化
新空间。

2024年中国沉浸产业总产值突破千
亿大关，小剧场作品正逐渐赢得年轻人的
市场，成为推动中国演出市场繁荣的重要
力量。这些看似狭小的剧场空间用“小而
美”的姿态承载着“大而重”的文化使命。

沉浸式小剧场打破传统艺术的物理
边界，实现从“观戏”到“入戏”的空间转

换，构建了文化表达新场景。沉浸式小剧
场将舞台与观众席融为一体，不仅可以让
观众近距离观看演出，与演员互动，还可
以让观众置身于故事之中，代入角色推
进剧情发展，左右故事结局。在写字楼
里开启“戏剧+互动+餐饮”的主题体验，
在商业广场里上演老上海旧弄堂故事，
在公交巴士上让乘客化身说唱歌手，废
弃厂房里让青年在尘封的工业遗产中
触摸历史……这些颇具烟火气息的新
场景皆被赋予戏剧的生命力，用“满眼
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的创新
样态重塑了观演关系，让年轻人在静态
的剧场不拘泥于时空的局限，“兼任”文
化传播的受众和主体。

技术与艺术深度融合，沉浸式小剧场
赋予文化观演新体验。现代信息技术与
实景叙事的深度融合，使传播形式超越了
传统戏剧的“观看-表演”单向模式，构建
起“感知-互动-共鸣”的立体体验形态。
这让年轻人瞬间从“观看者”变为“介入
者”，推动文化体验从“单向接收”转向“具
身共创”。技术手段在此过程中扮演的不
仅是工具角色，更是激活文化基因的催化
剂。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发展数字化
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
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
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
不仅创造了炫目的形式，更引起了技术与
艺术的“化学反应”。沉浸式小剧场通过
环境营造还原故事真实场景，通过观众的
手机App互动推动悬疑剧情发展，通过
数字孪生复现茶马古道的商队蹄印，通
过“实景互动+VR 全感体验”双线叙事
再现盛世大唐的奇幻，呈现出深度互动
的“破圈”。由此一来，这不仅催生了文
化繁荣新业态，更让年轻人随时随地感
受文化气息，让艺术通过技术渠道走进
年轻人的生活。

从文化消费角度看，沉浸式小剧场使
得青年可通过情感共振，实现从“认识”到

“认同”的价值升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
活中，一些青年人开启了“保持钝感力”

“停止内耗”“拒绝拧巴”的压力释放，他们
渴望在文化消费中获得情感的慰藉与共
鸣。沉浸式小剧场与传统话剧、音乐剧、
脱口秀、小型音乐会碰撞出独特的火花，
通过多感官刺激和互动式体验，迎合了青
年消费者更深层次的精神诉求，为年轻人

创造出一个缓解现实压力的情感空间、文
化空间，让文化消费升华为情感共振的体
验过程。

此外，当沉浸式戏剧遇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红色文化，青年观众化身演员，
通过角色扮演和真人互动，在场景复原中
感受传统戏曲的浪漫，在革命旧址的历史
叙事中赓续红色基因，在体验坑道作战、
温情家书的过程中身临其境感受峥嵘岁
月，体悟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这种消费
模式的迭代，有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当下
年轻人以身体为媒介，在虚实交织的小场
域中领略文化的大魅力。跨越时空的精
神共鸣与文化传承，正以“沉浸式”为切
口，以小剧场为平台，增添一块青年文化
消费的拼图，让城市空间成为传统文化的
再生载体与现代青年创新的实验田。这
里没有舞台与观众席的楚河汉界，没有历
史长河与现实生活的泾渭分明，唯见这些
新兴剧场空间，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成为当代青年理解世界、对话自我的精神
驿站。

让剧场空间成为青年的精神驿站
刘昱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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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行
张淑敏

沙汀寂寂栖白鹭，云影悠悠戏幼鸭。
芦苇尖尖青叶小，新蔬嫩嫩采回家。

周殿龙评点：
一首《湿地行》，构思巧妙，语言平实。如一幅淡墨山水

画，意境幽然闲雅，静美含蓄。起句写白鹭。沙汀，水中小块
陆地，以沙石为主体，杂生芦蒲水草，最适宜白鹭这种涉禽生
存繁衍。二句写野鸭，与云影共戏清波，其乐融融。三句写
芦苇，青叶尚小，尖尖而立。结句写野蔬，采摘回家，不虚此
行。四句分两层，前二句写两类水鸟，后二句写两类湿地植
物。动静结合，层次分明。四句用了四个叠音形容词，生动
形象，准确精当。“寂寂”，符合“栖”的特点，写白鹭之静。“悠
悠”，写出“戏”的状态，符合幼鸭的性格。“尖尖”准确描画出
苇叶的状态。“嫩嫩”，野蔬正当时，采回家，烹美馔，佐醇酿，
琢奇句，构佳篇。

近年来，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深挖本
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陶冶学
生情操，拓展学生视野，传承
传统文化。

薛宇舸 摄

最近，武汉超萌“蒜鸟”玩偶火
出圈。这种头顶大蒜、圆头圆脑的
小鸟玩偶，只要轻轻一按肚子，便能
发出俏皮的武汉方言“蒜鸟，蒜鸟”，
凭借独特的萌趣魅力，迅速成为游
客们的心头好。

“蒜鸟”是武汉方言“算了”的意
思。2024 年，文创设计师李芒果出
于逗妻子开心的初衷，创作出这款
呆萌可爱的玩偶，并别出心裁地将
孩子说武汉话的声音录入其中。没
想到，这一充满爱意的小设计，在社
交平台发布后瞬间走红，引发网友
们的“云求购”热潮。

为满足市场需求，李芒果迅速
组建团队，正式推出“蒜鸟”玩偶，产
品一经上线，便被抢购。2025 年 3
月28日，全国首家“蒜鸟”主题快闪
店在武汉市一家大型商场亮相。5
米高的巨型樱花粉“蒜鸟”玩偶矗立
其中，引得顾客们纷纷驻足，争相与
其拍照合影。武汉礼物文旅产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杨博智介绍，当天就
有超2800人进店抢购，平均每小时
营业额破万元。

今年“五一”假期，“蒜鸟”更是
成为游客来武汉旅游的热门伴手
礼。在黄鹤楼景区，游客陈女士笑
称：“本来只想买个玩偶，结果看到
这些印有武汉话的小物件都很有
趣，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堆。”

“方言+文创”的兴起，不仅带来
消费新亮点，更为地域文化传承提
供了全新路径。武汉市旅游协会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志强表示，“蒜
鸟”的成功，证明地域文化无需刻意
迎合“高大上”的刻板印象，只需用
创意敲开年轻人的情感共鸣，就能
让“土味”成为“顶流”，让方言从“地
域记忆”走向“全国共情”。

如今，“方言+文创”的模式在各
地不断涌现。在兰州，“攒劲”“满
福”“亮豁”等带有地方色彩的词句
被印在手机壳、衣服、帽子等文创产
品上，受到年轻人热捧；在长沙，融
合长沙方言与地铁元素的“草伢子”
盲盒引发抢购热潮……“方言+文
创”正逐渐成为新的消费趋势，为地
域文化传播和消费增长带来无限新
机遇。

“方言+文创”
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

左洋

去上海旅游，吃什么、玩什
么、住哪里，怎样才具有性价
比？这些问题，或许将由城市推
荐官为您详尽解答。第 15 个中
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首批30位上
海城市推荐官经过多轮选拔后
揭晓。其中，许多人来自不同的
国家，在不同领域工作，作为新
生力量，将为城市发展讲好故
事、树好形象、注入活力。

不独上海，河南郑州、山东
济宁、黑龙江哈尔滨等城市也开
展了类似活动，向社会各界发出
邀约，吸引千行百业的有志者参
与其中，为八方游客带去立体鲜
活的旅游体验。毕竟，在文旅市
场上，谁能真正“以人为本”做好
服务，谁就有可能吸引更多流
量、沉淀更多“留量”。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展现
蓬勃活力，“城市漫游”悄然兴
起，“反向旅游”备受热捧……游
客对旅游服务与质量有了更高
也更多元的需求。此外，伴随免
签 政 策 的 持 续 优 化 ，“China
Travel”持续升温，入境游客数量
持续攀升，这些也对语言服务、
深度旅游体验等提出新要求。
旅游市场的升级，呼唤更多人才
投身其中，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提供更多新的视角和智慧。

城市推荐官的产生，可谓正
当其时，很好契合了这一现实需
求。旅游，实际上是一场人与城
市的“双向奔赴”，城市以至真至
诚的服务赢得口碑，游客以信任
为基石投票选择，那些真正能够
丰富个人体验、具有较高舒适度

的 目 的 地 才 会 赢 得 青 睐 与 欣
赏。城市推荐官正好能够扮演
这个角色，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带来的认知偏差，以实打
实的推介服务在游客与城市之
间搭建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

与传统导游不同，他们不仅
是知识的传播者、文旅活动的设
计者，更是城市叙事的编导。这
群有着不同阅历的推荐官能够
立足职业背景、生活体验，借助
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对城市文
旅的点点滴滴进行生动传播，小
到餐饮、住宿价目表的明细对
比，大到针对不同诉求的研学路
线都可能涵盖其中。这种集纳

“众智”的方式，更易懂、更自然，
相对也更有说服力与可信度，便
于游客在短时间建立起对城市
的良好印象。上海长宁文化艺
术中心的一名越剧演员就入选
了推荐官名单，他拥有不少线上
观众，经常走进社区、福利院等公
共场所义务演出，这些经历让他
比较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在文
旅推介时也更容易做到接地气、
冒热气。可以说，推荐官不仅向
游客展示城市风貌，更是外界了
解城市、读懂城市的重要窗口。

实际上，城市推荐官本身也
是城市文旅活动的参与者与亲
历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从
游客的体验与反馈中获得有效信
息，为政府优化公共服务、优化社
会治理提供参考，进而为游客创造
更具吸引力的体验服务。

评选出推荐官只是第一步，
重要的是怎么用好、盘活这份资
源。如何让他们在各类活动中
各施其能、各展其才？如何纳入
旅游人才培养体系，形成集选
拔、培养、实践于一体的全链条
机制？或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
解决的问题。

让更多城市推荐官
讲好城市发展故事

李晓

守护文化根脉 绽放时代光华
——文化强国建设加力提速开创新局面

文明长河奔腾不息，一个接一个新纪录，标注着文化强国建设的新高度——
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9项，位居世界前列；

“春节”申遗成功，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达44个，持续位
居世界第一；

2024年，全国14.9亿人次走进7046家博物馆，观众和博物馆数量持续增长；
……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文明如潮，弦歌浩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全局的重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
得历史性成就。

放眼神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文化产业快速发
展，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文脉赓续 弦歌不辍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燕山脚下，
一组典雅气派的中式建筑群依山而建，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于此。

从远古遗存的一陶一瓦到悠悠典籍的
一纸一页，3200余万册（件）版本资源汇聚于
这里的亭台楼阁之中，点燃绵延不绝的文化
星火，向人们阐释着何为文脉、何以中国。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中国
国家版本馆开馆以来，超160万人次参观
者纷至沓来，探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
文化根脉。

“参观者从中华版本中获得精神滋
养，感悟中华文明的浩瀚璀璨和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备受激励和鼓舞。”
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勇发
出感叹。

国风浩荡，文脉悠悠。
从考古遗址的文明探源，到古城古建

的活态保护；从传统节庆的初心永续，到
多彩非遗的创新传承，一系列孜孜矻矻的
探索，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振时
代之精神。

入夜，新疆喀什古城灯火璀璨，流光
溢彩。漫步于曲径通幽的街巷，驻足于人
头攒动的巴扎，一砖一瓦、一街一巷、一曲
一韵，风情独具。喀什古城，犹如一颗遗
世明珠。

守护这颗“明珠”，离不开独运匠心。
喀什古城在改造过程中，秉承“积极

的保护”原则，对建筑外观“修旧如旧”；充

分尊重居民意愿，对核心区民居实行“一
对一”设计，为每座民居“量身定制”改造
方案。

“住上了好房子，挂上了金牌子，过上
了好日子。”居民亚克普江·西尔艾力对古
城改造成效连连称赞。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实施，到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从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到挖掘传承优秀传统
乡土文化……匠心守护，让散布在华夏大
地上的文化遗产熠熠生辉。

立足于守正，着眼于创新，让文化遗
产“活”得更加灵动，更具永恒魅力。

走进良渚博物院，戴上AR导览眼镜，
精美玉璧便从展柜中“跃”然而出，黑陶罐
更可“捧”在掌心细细端详；打开敦煌“数
字藏经洞”游戏，化身“数字藏经洞”守护
人，循着指引路线走进洞窟，便可沉浸式
体验“人在画中游”——博物馆里的新科
技，让“一眼千年”成为现实，让“古今对
话”变得鲜活可感。

“爆款”频出的文创产品，更让古老文
物走进火热生活：敦煌书签、故宫口红等

“圈粉”无数，铜奔马毛绒玩具持续走红，
国博凤冠冰箱贴销售数量过百万件……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
风”劲吹，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脉
传承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文艺创作 气象恢宏

票房超158亿元，中国影史票房第一，
全球影史票房第五——今年春天，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一跃冲天，创造中国影
史多个奇迹。

就在去年底，首个国产3A游戏《黑
神话：悟空》同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
里”：销售额突破90亿元，曾占据海外平
台热销榜第一。

短短时间里，中国动画接连缔造市
场“神话”，中国文艺惊艳世界。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将时间镜头拉长：

——电影《流浪地球2》《热辣滚烫》
《第二十条》等好评如潮，今年春节档总
票房、观影人次则再次刷新同档期影史
纪录；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繁花》
《小巷人家》等受到追捧，网络剧《我的阿
勒泰》掀起“跟着影视剧去旅游”热潮；

——《雪山大地》《宝水》《本巴》等小
说编织出中国文学创作的斑斓色彩，湖
南清溪村变身网红村，文学赋能乡村振
兴引发关注……

近年来，中国文艺不断改革创新，文
艺创作活力迸发，文艺作品亮点频现，文
艺市场繁荣发展。无数高光时刻、心动
瞬间，装点着美好生活，振奋着民族豪

情，汇聚成最美丽、最丰盈的风景。
媒介变革带来新风，文艺创作呈现

新貌。微短剧崛起，人工智能赋能创作，
沉浸式戏剧方兴未艾；发一段短视频、写
一部网络小说、开启一场才艺直播，抑或
用AI创作一首歌曲，亿万用户在互联网
上进行着新的文艺创造。

从“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赶时间的
人》到“快递作家”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
快递》，从人工智能小说《天命使徒》到李
子柒的田园短视频，新媒介赋能下，激荡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作潜力尽情涌现。

2024年11月，10部中国网络小说入
藏伦敦大英图书馆，至今共有26部中国网
文作品入藏这座久负盛名的学术图书馆。

网文、网剧、网游承载东方神韵，成
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2024年，网文
出海市场规模突破50亿元，海外用户规模
超3.5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部部深入人心的作品，一组组持
续走强的数据，支撑起新的文艺高峰，形
塑着新的文艺格局，“郁郁乎文哉”的恢
宏气象正在中华大地升腾。

文明活力 激扬澎湃

5月22日，第二十一届深圳文博会
如期开幕，现场精妙绝伦的展示，让观
众大呼过瘾。“文化+科技”碰撞出的新
火花，点亮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两
年在深圳成功举办。“论坛紧扣时代脉
搏和宏大议题，汇聚智慧观点，碰撞思
想火花，共同聚合起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共识。”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告
诉记者。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聚焦文
化强国建设重大部署，关注繁荣文艺创
作、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热
点话题，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深圳市社
科院副院长杨建表示。

放眼全国，提升文化自信、建设文
化强国的时代强音，正化为切切实实
的举措，刻印在百姓高品质文化生活
图景里。

在内蒙古，75 支乌兰牧骑扎根基
层，全年演出超过1万场，把文化大餐送

到基层群众身边；在贵州贵阳，路边音
乐会在街头持续唱响，让每个人都有机
会参与其中，共享音乐文化盛宴……

在江西共青城甘露镇坪塘村，花圃
基地迎来客流高峰。种植园里，向日
葵、剑兰、百合等花卉争奇斗艳，时令水
果挂满枝头，“四季有花、季季有果”，让
这里成为当地网红打卡地。

基地负责人李兴东表示，“农文
旅+”模式，为满足人民高品质文化需
求、拓宽文旅融合空间打开了新思路，
让文化消费链条得到持续延展。

从看风景到享生活，多样化文化供
给，满足着人们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
情”的多层次需求。繁荣壮大的文旅产
业，正见证着文化强国建设迈向新高度。

文化发展，精彩纷呈；文明活力，激
扬澎湃。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今日之
中国正不断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书写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的崭新答卷，在文化的繁荣
兴盛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慧 刘江伟 严圣禾 党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