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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空间打开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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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体验唐风奇幻
本报记者 雷 婷

戏剧闪耀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月 饼 香 里 寻 商 机
本报记者 石 晶

新意迭出的新文旅消费场景，让中秋国

庆黄金周市场热度攀升。近年来，剧本杀、密

室逃脱等沉浸式体验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国

内不少城市也都出现了博物馆、古镇、景区与

“剧本”的深度体验娱乐项目。文旅场景与沉

浸式体验相融合，成为年轻消费群体释放压

力、娱乐消遣的新选择。

中秋国庆期间，位于西安曲江新区曼蒂

广场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被馥郁幽香的

桂花树装点一新，“嫦娥”携月宫众“仙子”现

身街区，游走在“长安”的街头巷陌，为游人祈

福。穿过月桂飘香的门廊，还可以在街区布

置的大型月亮前拍出古风剪影照片，因此吸

引了众多游人。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街区延续‘唐朝

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策划推出多种线上

线下游客共同参与的唐式中秋活动。如成

为‘大唐守月人’，长安的月亮在中秋节前夕

突然出逃，长安原住民向全国发出通缉，全

网征集拍摄‘你家乡的月亮’照片。街区官

方账号在抖音等平台发起话题挑战，幸运粉

丝将获赠门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

化大使李媛媛介绍，中秋是欢聚团圆的日

子，街区向全网征集话题#我的家乡在这里

#，将网友的留言定制成中秋特别明信片放

在锦书驿站中。中秋节活动当日，游客若想

带走明信片，可重新在现场空白明信片上留

言，作为交换放入驿站中。“让游客在中秋节

当日，通过书信的方式在陌生人之间交流传

递一份温暖的心意。”

为增强旅客的沉浸体验感，百余名演员

穿梭在街区各个角落。他们或扮演小商贩，

或扮演李白、杜甫等历史人物，不时停下来与

游客互动。游客行走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中，感受中秋专属演绎及浓浓的节日氛围，

仿佛穿越回唐朝的中秋节。

“一共有 10 个角色可以选择，每组都有

不同的任务线，根据自己所选的角色人物，进

行下一步寻求真相环节。这次我选了药王孙

思邈的故事线，是一个帮他付过酒钱的旧相

识，今天就是来长安找朋友。”包楠是剧本杀、

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活动的爱好者。趁着

“十一”假期，他和朋友们一起参与限定中秋

版《大唐永不眠》游戏。

《大唐永不眠》是一个在长安十二时辰文

化街区内的大型沉浸式实景游戏，活动范围涵

盖整个街区 2.4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国室内最

大体量的沉浸式实景游戏。游戏内设置非玩

家角色百余人，每个人物都拥有丰富的感情

和丰满的人设，让玩家能深入其中，真情实感

地体验拥有一个“唐朝朋友”的感觉。游戏以

盛唐长安的市井生活为蓝本，让玩家可以亲

身体验大唐市井间的奇幻经历，跟着“公孙

兰”“狄仁杰”“上官婉儿”“孙思邈”等好友游

历长安。

玩家还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加入士、军、

工、商四部阵营之一来赚取酬金，争做魁首。

“李白”会介绍你做点写写抄抄的工作，“袁天

罡”身边可能缺个打杂的药童，“狄仁杰”手头

正缺个衙门小厮，“李必”有些秘密任务需要

你认领⋯⋯只要你愿意，总能在这座城市里

赚到钱寻到出路。

晚上 8 点 30 分，长安城坊间人声鼎沸，

包括包楠在内的“外地游民”步入其中。恰

逢中秋佳节，长安城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拜月

祈福仪式。包楠跟随“孙思邈”了解了士、

军、工、商四部阵营，最后选择加入工部，回

到孙思邈的草庐做拜月祈福仪式要用的拨

浪鼓。做好拨浪鼓，包楠又跟随“孙思邈”的

徒弟“姚灵儿”在长安城里寻找仪式所需的

各种道具。

“总体来说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剧情反转

再反转，很有意思。孙思邈和姚灵儿生死诀

别的代入感很强。非玩家角色非常沉浸，演

技很好。多多地跟各种非玩家角色互动，体

验感超棒。下次来再走一下别人的故事线。”

包楠表示，通过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从而推

进阵营任务的进度后，会发现小人物也能推

动故事的发展和主线任务，直接推动大事件

的进程，无论是“国师之争”还是“玉环之谜”，

你都是故事中的一环。你还可以远离朝堂争

斗在民间隐居，跟着非玩家角色演员一起做

支线任务，沉浸式感受唐朝长安城民间的市

井生活。

为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旺季，福建

省泉州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暨十“泉”十美

文旅消费季如约而至。9 月 15 日晚，泉州

歌舞剧院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作为 2023

年泉州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暨十“泉”十美

文旅消费季系列活动之一，大型情景文艺

演出“遇见泉州”在这里正式首演。宋元泉

州，一段持续了数百年、兼具经济繁荣与中

国古典美的黄金岁月，在现代沉浸式舞台

的声、光、电、影与艺术家的深情演绎中，一

幅唯美画卷徐徐展开。

演出由著名导演、原海政文工团团长

高山执导，创新编排，突出海丝题材、泉州

特色，将传统戏曲与时尚科技跨界融合，以

多维度、沉浸式舞台空间呈现历史人文、山

水 景 观 ，展 示 泉 州 文 旅 经 济 蓬 勃 发 展 的

盛景。

伴着欢快的音乐，泉州市闽南歌舞传

承中心、泉州艺术学校的演员们盛装亮相，

以热情澎湃的歌舞《欢迎你到泉州来》拉开

整场演出的序幕。紧接着，戏曲《梨花争妍

古城春》、情景歌舞《福船四海》、南音《百鸟

归巢》等 10 多个节目接连上演，最后一曲

《世纪远航》将演出推向高潮。

高山表示，泉州是远近闻名的“戏窝

子”，为现代舞台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

材。这场演出融合“戏窝子”精华，泉州南

音、梨园戏、提线木偶戏、高甲戏等全部亮

相、有机融合，实现了古今文化对话，让观众

以戏剧为经纬，穿越宋元，展望未来。

前来观看演出的泉州市民黄荣告诉记

者，泉州是世遗之城，泉州人对戏剧艺术文

化的热爱是深深刻进骨子里的，“今天这场

演出让我非常感动，它把泉州的历史文化

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呈现出来，展示了我们

泉州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 贸 中 心 ”项 目 成 功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随着申遗成功，泉州文旅产业发展迎

来全新机遇。2023 年上半年，泉州市接待

游客 3815.9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31.83

亿元，两项指标增长率均居福建省第一位。

泉州市副市长陈小辉介绍，泉州市文

旅经济发展大会系列活动将延续至 10 月

6 日，活动期间将举办十“泉”十美文旅消

费季、“匠·赋”非遗大师展、世遗文创精品

展等体验性、互动性强的文旅主题活动，推

广泉州古城漫游线路，营造中秋国庆节日

氛围，展示“宋元中国·海丝泉州”的文化底

蕴和旅游魅力。

千百年来，泉州用“宋元南戏遗响”的

梨园戏、“汉唐古乐”的南音，以及提线木偶

戏、掌中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等诸多艺

术瑰宝，持续演绎着千年古城的市井百态，

映射出独特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近年

来，泉州市围绕剧种的历史传承、剧团规

模、艺术创作、人才培养、运营演出等方面，

不断推动地方戏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各

大剧团出人出戏、佳作不断、充满活力。

当前，泉州市正在打造独具魅力的戏

曲文化旅游体验，让戏曲成为优质旅游供

给的推动者，形成旅游发展新动能，助力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泉州市文旅经济

发展大会期间出台的《泉州市新形势下促

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在

支持文旅消费扩容方面提出，重点推动文

旅惠民消费，支持演艺公司落户、举办大型

演 唱 会 ，创 作 具 有 泉 州 文 化 元 素 的 演 艺

产品。

中秋国庆节日期间，来泉州到哪里看

戏？泉州市文旅局局长吕秀家说，应广大

游客的要求，泉州市建立了“1+N”优质文

艺分享服务体系，“1”就是推出“遇见泉州”

大型情景文艺演出，9 月 15 日首演后，9 月

26 日起将作为常态化商业演出；“N”就是

在泉州古城的梨园剧院、南音艺苑、府文庙

广场、李文节祠、天后宫等近 10 个点位常

态化演出，满足公众多元化需求。

到有 300 多年历史的古

戏楼喝下午茶，再看一场昆

曲；或是约上闺蜜，到繁华的

商业中心逛个街，晚上一起

听个烛光音乐会⋯⋯“十一”

假期，文化消费丰富多彩，隐

藏在城市街头巷尾的演艺新

空间红火热闹，俨然成为假

日消费的潮流打卡地。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

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小剧场

和演艺新空间的演出场次超

过 10 万 场 ，观 众 人 数 超 过

800 万 人 次 。 以 多 艺 术 品

类、多表现形式、丰富的演出

产品供给、拉动综合消费为

主要方向的演艺新空间，成

为演出领域格外活跃的市场

要素，成长趋势不容小觑。

演艺新空间新在哪儿？

新在演出场景、剧目制作、表

演形式、观演关系、演出体

验、消费业态等方方面面。

概括起来，演艺新空间有三

大特点：一是打破传统剧场

物理空间的限制，它可以由

古戏楼、会馆、老厂房改造而

来，也可以出现在商业综合

体、特色街区、文创园区、商

务楼宇中；二是打破“你演我

看”的传统观演关系，更加强

调演员和观众的互动；三是

打 破 演 出 与 其 他 业 态 的 壁

垒，与其说它是演出空间，不

如说它是集商业、娱乐于一

体的文化空间，你可以在这

里吃、喝、看、听、学习、交流，感受层次丰富的文化体验。

如果说专业剧场呈现给观众的是“殿堂级”的文化盛

宴，演艺新空间则更像是特色美食小馆，主打“小而精”“小

而美”，或传统或先锋，或清新或惊奇，给观众带来的是新鲜

的口味。它的蓬勃发展，是文化消费逐渐融入生活的体现。

演艺新空间受到欢迎，在于顺应了文化消费需求的变

化。当前，演出消费呈现年轻化趋势，“95 后”“00 后”逐渐

成为线下演出消费的主力军。“Z 世代”们更加追求个性、新

奇的体验。在演艺新空间里，观众不必“正襟危坐”，台上台

下未必泾渭分明，你可以看到从身边走过的演员脸上的汗

珠，与演员互动，也可以沉浸于剧情中，自己成为演出的参

与者⋯⋯这些极致而独特的体验对了年轻人的胃口。从产

业发展的角度看，演艺新空间延展了演艺业态、丰富了演艺

价值，体量小、可复制，是一条前途光明的新赛道。

2019 年，上海率先制定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现已有

超过 100 家演艺新空间；北京正在加快“演艺之都”建设，对

演艺新空间的培育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演艺新空

间之于城市，是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文旅融合的新引擎，也

是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资源的新抓手。

近几年，演艺新空间的发展增速很快，但要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还得再加把劲。打造演艺新空间，

需要解决好场地问题，做好顶层设计，结合城市微更新、微

设计、微治理，在保障观众安全的前提下释放更多合规演出

场所。为演艺行业的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

多部门共同协商一起探索。

当然，空间只是一个物理形态，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一

定是打动人心的作品。演艺新空间从创作、演出、制作到消

费，需要形成更为完整的产业链，完善内容生产机制和孵化

机制是当务之急。因地制宜打造出自

己的特色产品，拓展更丰富的艺术

可能性和消费业态，让观众享受

到物有所值的文化体验，演艺新

空间才能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农历八月以来，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三

合镇新安村的严兆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

的时节。两个大灶台上各 17 层的木制大蒸

笼里，热气腾腾地蒸制着青海传统大月饼，

村里的 17 名妇女两班倒 24 小时不间断地制

作手工月饼。月饼分大中小 3 种，蒸熟后最

大的有 20 多斤重，小的也有近 7 斤重。

“快过节了，100 个以上的订单不接了。

我们所有环节全部靠传统手工制作，根本供

应不上那么大的量。现在最多每天供应市

场 500 个。”严兆江说。

走进制作间，浓浓的面粉发酵味、香豆

粉、胡麻香味扑面而来，小时候奶奶围着土

灶 台 蒸 月 饼 的 记 忆 画 面 瞬 间 在 脑 海 里 闪

现。李国梅将一大桶老酵头按比例放好碱

面后，揪一坨拿到光线好的地方，一看二闻

三捏，就掌握了碱面的量。熟练地称重后，

7 名妇女一人一块开始擀薄，依次撒上用菜

籽油搅拌的红曲、姜黄、香豆、玫瑰、胡麻和

白糖，对折擀开再撒，如此反复数遍，直到 32

层月饼坯子完成。大蒸笼里放上底子，包好

皮面，再蘸水裱花，在用擀面杖捅的四个透

气孔放上红枣，传统大月饼就等待上屉蒸

制了。

3 个小时后，香喷喷的传统大月饼出锅

了。切开后各种香味混杂，鲜甜可口，从横

切面上看，犹如牛皮纸薄厚的面层颜色鲜

艳。用保鲜膜简单打包后，这些当天制作的

传统大月饼就被运到西宁市以及平安袁家

村直营店进行销售。

“以前一到中秋节，母亲总会被邀请到

邻居和亲戚家做传统大月饼。因为手艺好，

一帮忙就是好多天。我家的月饼主打乡土

传统口味，为了使口感更好，我们收购农户

自家种的粮食磨面，选用海北的小菜籽油，

制作过程在母亲的指导下完成。”严兆江从

传统月饼的香味里嗅到了商机，并用地道的

食材原料和讲究的传统做法抓住了一批忠

实顾客。

月饼从求新求变到回归传统，除了消费

理念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人们对传

统饮食和乡土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

需求就是商机。严兆江于 2017 年成立

了公司，注册了老严哥平安月饼品牌，传统

大月饼一经推出就引起消费者追捧。随着

知名度不断提升，老严哥平安月饼已成为平

安区的地域性乡土特色产品。从农村到市

区，传统大月饼已成为节日里的乡土记忆和

情感寄托。

在西宁市的直营店里，老严哥平安月饼

被摆放在整洁明亮的橱窗内，顾客可以预

订，也可现场购买。预订的大月饼上有“福”

“礼”“生日快乐”“平安”等用鲜红色可食用

染料写就的字样。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

择纸盒、透明亚克力盒或古式绸缎盒等包

装。随着销售额的逐渐上升，老严哥平安月

饼已经开了 3 家直营店，日销售额达到 2 万

元至 3 万元。

节庆食品在不断求新求变，承载着老字

号守正创新的梦想。

9 月 20 日，在西宁市海湖新区一家亲超

市内，卖场核心区里，不同价位、包装新颖，

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味月饼、广式月饼、苏式

月饼让人眼花缭乱。不少消费者在试吃区

域品尝和选购月饼。

一家亲超市副店长韩钧介绍，为了方便

市民选购，超市除了现场制作的传统青海月

饼外，还从全国各地采购月饼，极大地丰富

了产品种类。“销量比较好的还是当地一片

绿等老牌子的散装月饼，有多种口味，可以

自由搭配，价格也亲民。”韩钧说。

记者来到青海宁食集团一片绿食品有

限公司，在企业负责人的带领下从可视化通

道参观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在忙碌地赶制

月饼。标准化的车间里，从原料进口一直到

成品出口，所有操作均实行标准化食品级卫

生操作和现代化设备管控。

“我们今年主推青稞酥皮月饼和荞麦

等杂粮月饼，低糖少油，主打健康和口感美

味，有 30 多个品种可供消费者选择。”公司

总经理卫青侠介绍。青稞作为高原上的主

要农作物，是当地人必不可少的食物。一

片绿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研发和改良创新，

制作的青稞酥皮月饼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

月饼品种。

““遇见泉州遇见泉州””大型情景文艺演出现场大型情景文艺演出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大唐永不眠大唐永不眠》》实景游戏中实景游戏中，，孙思邈的扮演者向游客介绍游戏环节孙思邈的扮演者向游客介绍游戏环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雷 婷婷摄摄

传 统 月 饼 制 作 师 傅 在 给 月 饼 做 最 后 的 步 骤传 统 月 饼 制 作 师 傅 在 给 月 饼 做 最 后 的 步 骤

裱裱花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石 晶晶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