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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微缩万里路

苏诗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场精

彩的展览，如一场探索之旅，在有限

的空间里浓缩了大量信息。

展览就像是一段微缩的旅程，

让人在短时间内接触到不同的文

化、思想和艺术风格，拓宽视野，增

长见识。

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

埃及文明大展”、北京“探秘古蜀

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和“无

穹——中国·航天沉浸艺术展”⋯⋯

近年来，展览业蓬勃发展，涌现出

一批经典案例。

求新

将古人对宇宙的探索与现代航

天科技相结合，通过多种手段与形

式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走

进“无穹——中国·航天沉浸艺术

展”，处处散发着新奇：中国航天全

系列的长征火箭齐刷刷排列在眼

前；原比例的月球车、火星车与 20

多种卫星布置在一个镜面空间；穿

上“飞天航天服”在空间站里拍出失

重照片；感受从中国空间站里“回

望”地球的震撼⋯⋯

“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

崇高地位。古人通过观测天象预测

节气变化，试图了解天的奥秘。“天

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蕴含了

古人对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思索。

“有‘国家队’支持，又有较大创

作自由，是‘无穹’在市场上大受欢

迎的重要原因。”今境文创创始人刘

延军说起与“无穹”的渊源，打开了

话匣。

2022 年底，航天五院联系刘延

军，希望做一个“能代表中国航天”

的大型展览：“做一个让更多人愿意

看的展览，一个能在全国甚至全球

巡展的展览，依托市场力量，让商业

航天展走得远、走得久。”

随后，刘延军借鉴电影制作模

式组建了创作班底，采用制作人制

度，像拍电影一样明确分工，迅速组

建起包括策划、设计、数字内容制作

等在内的 30 多人的团队。

“我们做展览有三条原则。第

一条叫‘两秒原则’，要求 10 岁以上

的孩子看到内容两秒就能明白；第

二条叫‘九张图原则’，站在受众的

角度，要能轻松拍出 9 张照片发在

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第三条就是‘哇

塞原则’，让观展的人能发出‘哇’

一 声 ，给 其 带 来 感 官 刺 激 。”刘 延

军说。

如何吸引受众，除了珍贵影像资

料、沉浸式投影空间、原比例复刻的

月球车火星车及 12组航天器模型展

示外，彰显中国式浪漫与底蕴的符号

在整个“无穹”展中也随处可见。参

观者的思维在这里被不断碰撞，想象

力在创新的土壤中尽情驰骋。

“‘中国航天’是我们的特色和

高度。如果看完展览观众觉得非常

好，但把 NASA 的内容放进来也成

立 ，那 这 个 设 计 就 不 够‘ 中 国 航

天’。所以在美术层面，我们加入了

中国典型建筑‘九重门’、云气纹、团

花纹等各种传统纹样，从设计上加

足‘符号’。”刘延军说。

别具一格的创作理念，让“无

穹”北京站在半年内吸引了 12 万观

众 ，门 票 加 衍 生 品 等 收 入 约 1000

万元。

在北京站经验基础上，“无穹”

升级了上海站的内容设计和创意，

结合上海本土特色增加了不少潮流

元素，还将北京站观展小朋友提出

的问题以问答形式，具象化地呈现

在展览中。

求变

眼下，商业展览身处一个变革

时代。

“商业展要探索出一条自己的

路，自食其力。‘无穹’与传统展览相

比有其独特性。”由于研究和科普工

作的需要，“无穹”顾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专家王一时常会接触各类大

型展览。在她看来，一个好的展览

可以与孩子产生良好互动，吸引孩

子在感兴趣的地方停留很久，通过

观展激发孩子的探索欲，使他们有

动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建设者、奋斗

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王一必访

之地就是当地的科技馆。有一次，

她发现一家科技馆内设有一个航天

展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展品和

介绍内容都是 20 多年前的。鉴于

航天领域发展飞速，不少知识内容

已相对陈旧。

王一不解地问馆长，既然内容

早就过时，为什么不

能及时更换呢？

馆 长 坦 诚 地 回

答，硬件升级很麻烦，

时间周期也长，需要

花 费 大 量 的 人

力、物力和财力。

“求变，需要

打破常规，及时

更 新 ，与 时 俱

进。在灵活的特展、临展中，孩子们

能接受正确的航天教育和最新的航

天知识，也能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

自豪。”王一说，“展览是写实的，与

观展的孩子们产生共鸣、激发他们的

爱国情怀非常重要。我常跟孩子们

说，你们这一代人不要把成为航天人

当作人生终极目标，而要把上太空转

一圈当作人生的一个小目标，或许未

来二三十年我们就能实现了。”

今年暑期，由中信出版集团、中

信书店联合英国 DK 公司共同策划

的“致·好奇心——DK50周年自然典

藏百科展”在北京拉开帷幕，DK经典

IP带着活灵活现的动物标本与近100

件珍稀标本吸引了众多观众。

“假如在博物馆做这场展览，或

许其受众局限于博物爱好者。”国家

动物博物馆副馆长李柳博士在展览

开幕式上说，但把动物、植物、矿物、

岩石及其相关的一些有趣科学知识

在商业场所配以丰富活动多维度地

展现，能让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体会

到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感受到博物学的魅力。

这种魅力展现，离不开传统书

店 与 经 典 IP 在 垂 直 领 域 的 通 力

合作。

“做文化的生发和传播是书店

的应有之义，书店一方面要创新商

业模式，另一方面要兼顾书店文化

公共产品属性，这次展览既是对书

店内容边界和商业模式的拓展，也

是书店作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场

域将科普从图书延展到空间的尝

试。”中信书店负责人李楠说。

事实上，为适应不断多元化的

受众需求，展览正不断更新、迭代，

并尝试与多种平台合作，从而扩大

展览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求索

今夏，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

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首月接待

观众总数超过 30 万人次。

上海博物馆将神秘的古埃及文

明带到参观者身边，让观众亲身了

解古埃及文化，也思考着不同文明

的演变之路。

通过一场场展览，我们在求索

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找寻答案。

“作为家长，我希望展览内容更

多元，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当然，

如 果 有 丰 富 的 知 识 量 ，那 就 更 好

了。”常带孩子观展的观众任雅琳表

示，孩子更喜欢互动性强的体验项

目，家长更希望看完展览有收获。

要想同时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

求 ，求 索 是 展 览 业 发 展 的 一 道 必

答题。

“一个展览对孩子来说要有趣，

对家长来说要有用，一言以蔽之，这

个展览一定要启发人的探索欲。”一

位多次观看不同展览的观众这样总

结道。

研学与展览的跨界合作，是展

览业的一种新模式。

“展览是研学的一个重要抓手，

研学热也促成了展览热。与被动接

受知识不同的是，研学游将场地搬

到了展览现场，身临其境后，孩子们

的探索欲、求知欲会更强。”借助展

览推出多个研学项目的探舟科技总

经理杨春丽说。

“展览是研学的背景与场景。孩

子们在参观过程中可能只看到第一

层次的内容，研学部分则传递给孩子

们展览背后的意义，以一些有厚度

有层次的内容激发孩子对行业的兴

趣或热爱。”杨春丽说，孩子们在展

览里有所感悟之后再到学习场地，

会把之前的感悟变成更理性具象的

思辨，而展览也为后面的研学带来

了非常可观的流量。“在我们的项

目里，每天 1000名游览者中，孩

子占 300 人，其中有一二百人

在研学区消费，这个比例是非

常大的。”

挖掘事物本质，探索

背 后 真 理 。 展 览 ，打 开

了一扇窗，让观众看到

了世界万物的多彩与

奇 妙 。 驻 足 、凝 视 、

思 考 ，在 快 节 奏 的

生 活 中 珍 惜 每 一

次与展览相遇的

机会，用心去感

受窗外万物的

精彩。

好声音唱出好生意

杜

铭

万人空巷、一票难求，

音乐伴随灯光响起，歌迷们

手中不停挥舞着荧光棒，跟

随偶像的节拍齐声高歌，整个

现场变成了盛大的派对——说

起演唱会，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

出这样的画面。有很多歌迷为

了一场演唱会，花重金不远万里

奔赴另一个城市。

年轻消费者是演唱会的参

与主体，他们出生在物质充裕年

代，因而更加重视精神、心灵的

丰盈与满足。他们愿意把钱花

在文艺演出、旅行等方面，通过

感受奇妙的大千世界，拓宽人生

维度，充实生命体验。对他们来

说，获取情绪价值这件事，甚至

超过了消费行为本身。还有什

么形式能比亲临现场，为自己的

偶 像 打 Call 更 让 人 心 驰 神 往

的呢？

演唱会火到什么程度？去

年，被大家昵称为“霉霉”的美国

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全球巡

回演出，8 个月内创造了 10.39 亿

美元的票房收入，所到之处热情

粉丝大量涌入，导致酒店爆满，

消费强劲增长，给当地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其演唱会

带动了数 10 亿美元，堪称“行走

的 GDP”。

国内演唱会市场同样呈现

井喷之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发 布 的《2024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演

出 市 场 发 展 简 报》显 示 ，上 半

年，大型演出市场呈持续上升态

势，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同比增长 134.73%，观演人数同比

增长 63.35%。

难怪有人形容，“话筒一响，黄金万两”。现在，大型演唱会

已经不单单是文艺活动，而逐渐上升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越来

越多关注。对很多城市来说，“好声音”成为一门“好生意”。

从去年的淄博到今年的“尔滨”，城市都在想着如何“出

圈”，提高知名度、曝光度、美誉度，引来旺盛人气，激活地方经

济。举办一场演唱会，可以借助明星的流量光环，甚至还能得

到几次上“热搜”的机会。这种广告效应可不是随随便便花钱

就能买来的。

更重要的是，那些为演唱会而奔赴一座城的数万名歌迷的吃、

住、行、游、购、娱，哪样不拉动经济？文旅融合对活跃地方经济带

来的贡献，不是简单的“1+1=2”，而是显现出了乘数效应。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 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演唱会的门票消费对当地消

费拉动达到1∶4.8，即门票花费1元，同期周边消费4.8元。

其实不难理解，喜欢追星的粉丝群体大多是爱玩爱热闹的

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来都来了，何不乘此机会打卡游玩一番？

逛逛当地的名胜古迹、潮流商圈，尝尝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

味美食，再带回几份风物特产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伴手礼，这

场因演唱会而起的奇幻之旅可称得上圆满了。

举办演唱会涉及审批数量、安保配备、后勤保障、交通服务

等诸多环节，需要投入许多人力、财力、物力，但很多地方依然

热情不减。比如山东就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举办万人以上大型

演唱会、音乐节，并对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容缺预审”等政策，

进一步支持营业性演出。

当然，演唱会带来的热度和流量毕竟是短暂的。如何向更

多人展示一个城市在好客包容、潮流时尚、宜业宜居等方面的深

层次魅力，让演唱会“曲终人不散”，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夜里看海，每朵浪花都生动。”旅途

中，大学老师张跃在她的朋友圈写下这段

文字。平时工作压力大，张跃选择和家人

到秦皇岛海边休假放松。

“旅行是从忙碌工作学习到休闲状态

的切换。”张跃说，“松弛感”“chill”是今年

她在分享旅行时的高频词，但她绝不会为

了追求发“精装朋友圈”而牺牲舒适感。

如今，年轻人旅行的特点变得越来越

难以捉摸。可以“特种兵”式“五天游五

岳”，也可以在同一个城市找家民宿住上一

周；既不排斥去网红地打卡，也热衷于发掘

人少景美的小众秘境⋯⋯

马蜂窝平台发起“对网红目的地的态

度”调查，仅有 5.7%的受访者表示“想要马

上去一探究竟”，拒绝盲目跟风的旅行者超

过 81%。数据还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

“攻略”是长途旅行的刚需。

互联网公司职员“95 后”方舟说，拒绝

标签化，不盲目，不跟风，旅行的尽头是精

神需求。“我们选择旅行目的地都还挺理性

的，不仅要符合自己的兴趣，还要综合考虑

交通、饮食、时间等。”方舟说，身边的年轻

人不仅不愿意去所谓的网红地打卡，反而

会追求个性化的小众目的地。

提前排队入园，错峰观看演出，规划游

玩路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了能高

效体验游玩项目，游客贾傲做足了攻略。

“我比较喜欢有明确计划的旅行。迪士尼

乐园项目多，如果不仔细计划，可能一天也

体验不了几个项目。”贾傲说，相关人格测

试显示自己是一名典型 J 人，J 是“Judging

（判断）”的缩写，这些人总是预先“判断”怎

么 做 ，喜 欢 提 前 做 好 规 划 ，注 重 细 节 和

秩序。

到义乌去赶一场别开生面的“进货式”

旅游，在浙江安吉边品咖啡边欣赏“小冰

岛”的湖光山色⋯⋯年轻旅行者们在选择

或预订旅行产品时不会一味盲从，而会货

比三家，选出最具性价比的产品。

不 过 ，在 别 的 方 面 精 打 细 算 的 年 轻

人，在“吃”这件事上一点儿也不含糊，很

多人愿意为美食留出更多预算。去淄博

来顿淄博烧烤，到天水尝尝天水麻辣烫，

特 色 美 食 对 年 轻 人 的 吸 引 力 与 日 俱 增 ，

“美食带火一座城”成为近两年很多城市

出圈的诀窍。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副会

长、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曾博

伟说，传统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

六要素中，以旅游景点为主要载

体的“游”是核心吸引要素。“如今，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六个要素相

对独立发展的趋势不断强化。其

中‘吃’正在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

吸引要素，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成

为第一吸引要素。”曾博伟说，美食是

体现差异化的重要载体，受特殊食材

与烹饪方式限制，不少美食只能去当

地体验，这就使“吃”成为影响年轻“吃

货”出行决策的关键因素。

不拘一格，拒绝被定义，年轻人旅

行的新变化正深刻影响着旅游业发

展。期待出现更多文旅新业态，满足

年轻消费者新需求，吸引更多年轻人解

锁更多旅行新玩法。

年 轻 人 旅 行 新 玩 法
姚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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