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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戏曲与流行音乐的结合，不应是
简单相加的“物理拼盘”，应该是有机交融的“化
学反应”。戏曲音乐中正平和，说唱音乐节奏鲜
明，流行音乐旋律优美，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共融中
传递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魅力。
  今天，戏曲音乐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绽放
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戏曲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
合探索，可以拓展音乐创作的空间，让古风古韵焕
发更加蓬勃的生机。近年来受到不少年轻人喜爱的
国风音乐，细细听之，都有戏曲音乐的元素。歌颂
家国情怀、君子之谊、巾帼力量、英雄情结……戏
曲音乐蕴含的精神内涵，也是国风音乐经常演绎的
主题。而不同于戏曲音乐的是，国风音乐通过加入
流行、说唱等元素，与年轻人产生更多互动，在形
式上更加新颖。
  这就启示我们，戏曲音乐要与古为新，不仅要
尊重传统、研究传统、继承传统，还需要扬弃继
承、转化创新，让戏曲音乐能够不同程度地进入流
行、时尚、现代的语境中，贯穿更多时代表达，呈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与时代风采。

“美术+旅游”：

形式更多元 场景更丰富

  据中国文化报，近年来，“美术+旅游”的深
度融合正成为推动各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在这一过程中，美术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桥梁，
更凭其独特美学与创意思维，为旅游体验带来全新
活力。
  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清明
上河图》为灵感开发的文化主题公园，让游客亲身
体验宋代的市井生活，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感受
文化的魅力。四川成都东郊记忆的“ARTE 全沉
浸式美术馆·成都”以“超越时空的自然”为主
题，通过投影映射和传感交互技术，重新诠释了花
园、海浪、沙滩、瀑布、森林等自然场景，为游客
提供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沉浸式文旅
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卜希霆认为，“美术+旅
游”的融合，可以通过打造“美术+主题园区”
“美术+餐饮空间”“美术+体验空间”“美术+节
展”“美术+研学”等，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吸引
力与体验感。一些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和
研究当地历史、艺术传统和民间文化，发现并有效
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美术元素，促进当地提升旅游
核心吸引力。同时，推动美术与社区共创融合，让
在地居民参与美术类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展示他
们极富地域特色的艺术审美和艺术素养，为游客提
供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体验。

青年电影人如何抓住未来

  据北京日报，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
第七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举行。本届论坛以“传
承·创新·笃行——— 电影和观众在一起”为主题，
一批青年电影创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电影
的发展之路。本届论坛上，80 后、 90 后电影创作
者是主要参与者，获得了许多资深电影人的关注。
  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火热的生活为广大电影
创作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题材。青年电影创作者具
有敏锐的感知力和捕捉力，更熟悉年轻观众的审美
需求，为中国电影的更新迭代提供了重要助力。导
演董润年以《年会不能停！》为例分析，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语言、包袱、段子是十分鲜活且极具生命
力的，电影创作须深入生活，多采访、调研和记
录。“比如在《年会不能停！》的创作过程中，我
们用了3到5 年的时间深入一线调研，电影中许多
喜剧桥段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这对我们
的创作有极大的帮助。”董润年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表
示，不管是现实题材故事、幻想类故事，还是超现
实故事，创作者所有的灵感、所有的故事都源自生
活。发现生活、观察生活、观察现实依然是电影工
作者共同的经验。

自然题材纪录片：

呈现中国之美

  据光明日报，近年来，中国纪录片人在自然题
材领域持续发力，涌现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大地之上》《蔚蓝之境》
《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等一批精品力作。自然
题材纪录片的拍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现实题材，很
多“极致”影像都来自特殊环境与“极端”场景，
需要特殊设备、新兴技术的“极限”应用以及跨学
科的协同合作。为了呈现难得一见的画面，纪录片
的创作团队需要全方位地挖掘各类自然题材的“宝
藏”，力争形成覆盖高空、地面、地下、水下的多
层次影像表述体系，并探索纪实美学和技术美学的
影像融合。他们克服野外生存困难，深入人迹罕至
的场所，采用蹲守、伪装、隐蔽等特殊拍摄方式，
捕捉大量稍纵即逝的珍贵影像。目前，航拍、微
距、水下摄影、遥感卫星摄影、超高清影像等技术
在自然题材纪录片领域的应用已成为常态。
  自然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关键在于融入中华文化
的独特审美观，化“物境”为“情境”再升华为中
华文化的“意境”，方能带给观众“妙不可言”的
审美感受。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自然题材纪录片的
创作应追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效果，传达“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意趣，让观众体验难以
言表的“美妙”。
  好的自然题材纪录片不仅仅在说理，更在于传
情，影像隐含着中华文化对天地万物的情感与态
度，流露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而从
传播效果看，自然题材纪录片在展现“美丽”、内
蕴“美妙”的基础上，还要启迪观众思考，激发公
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并引导他们将生态保护意识转
化为建设共同的美好家园的行动。
  
         （□田可新 王新越 整理）

让戏曲音乐展现新风采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近日，中国首款 3A 单主机游戏《黑神
话：悟空》火爆全网。“悟空宇宙”中出现的
每一帧壁画、宗祠、塑像，都为世人惊叹，也
让中国的古建筑再次出圈。建筑是人类文明的
重要载体，矗立在山东大地上的古建筑，承载
了齐鲁文化众多的历史信息，在齐鲁文化的融
合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神话：悟空》中出现了许多古建筑，
其中包括山东济南的灵岩寺和四门塔。
  出现在《黑神话：悟空》中的灵岩寺位于

泰山北麓，相传东晋高僧竺僧朗在此说法时“猛
兽归伏，乱石点头”，“灵岩”之名由此而来。灵岩
寺经“三建四迁”达到鼎盛，与天台国清寺、江陵
玉泉寺、南京栖霞寺并称“四大丛林”。千佛殿是
灵岩寺的主要殿堂，现为明代建筑遗存遗构。前
檐石柱和柱础雕刻精美，为唐宋遗物。店内供奉
的40 尊宋代明代彩绘罗汉塑像，形态逼真、技
艺精湛，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具有极高的艺
术价值。
  灵岩寺辟支塔为八角九层楼阁式宋塔，通
高54 米，塔基浮雕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皈
依佛门的故事。浮雕构图活泼，刀法娴熟，线
条流畅，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灵岩寺的鲁班洞、般舟殿遗址，是唐代建
筑遗存，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鲁班洞是唐时
灵岩寺的山门，其使用年代一直延续到金元时
期。般舟殿是唐时灵岩寺主殿，约在宋元时期
毁于山洪暴发。现存须弥座殿基和石柱础、石
台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石窟寺是借助山崖开凿的重要佛教建筑类
型，在山东主要分布在鲁中、鲁南山区和胶东
一带，多数开凿于北朝和隋唐时期，宋元以后
渐趋衰微。主要石窟寺有青州驼山石窟、云门
山石窟，东平洪顶山石窟，济南黄石崖石窟和
柳埠千佛崖等。青州驼山石窟开凿于北周至唐

代，共计造像638 尊，最大者通高6 . 5 米，最
小者不足30 厘米，造型神态各异，雕造技艺
精湛，是山东东部规模最大的石窟造像群。
  山东的祠庙祭祀建筑和衙署府邸建筑也在
全国颇具特色。
  山东现存的皇家祭祀建筑有泰山岱庙、沂
山东镇庙、莱州东海神庙，以及曲阜孔庙、邹
城孟庙等儒家圣贤庙宇。
  岱庙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位于泰安市泰山
脚下，是古代帝王在泰山祭告天地、举行封禅
大典的场所。据碑刻记载，岱庙始建于秦代，
唐代已颇具规模。宋代封禅由敬天转为祭神，
岱庙被大规模扩建，奠定了现在的规模。
  岱庙坐北朝南，仿帝王宫殿制度，外缭城
垣，内列建筑。主体建筑天贶殿面阔九间，进深
四间，重檐庑殿顶，黄琉璃瓦屋面，与曲阜孔庙
大成殿、北京故宫太和殿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宫
殿式建筑”。天贶殿起于重台之上，石雕栏杆环
绕周围，殿内正中神龛供奉东岳大帝，北墙、东
西山墙绘大型壁画《启跸回銮图》，描绘泰山神
出巡和凯旋的场面，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是中
国传统壁画中的艺术精品。
  以曲阜孔庙为代表的儒家圣贤庙宇遍布山
东鲁南、鲁西南地区，除孔庙、孟庙、颜庙、
曾庙规制完整，规模较大外，其余孔门弟子庙宇

如仲子庙、冉仲弓祠等规模一般，规制大同小
异，形成以济宁地区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庙宇群，
明清之际，按国家规定每年都有朝廷官员前往
祭祀。
  山东历史上才俊辈出，出现了大量的贵族
和品官府邸，典型的府邸建筑有曲阜孔府和邹
城孟府。孔府署第结合，建筑形制奠基于北宋，
形成于元明，到清代进一步完善并成为定式。
  孔府位于曲阜城内，与孔庙相邻，坐北朝
南，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东西按左中右三
路布置，前后九进院。中路前部四进院布置大
堂、二堂、三堂，是衍圣公理政、接待官员的
场所，内宅门以后各院是衍圣公家人生活起居
的空间，外人不得进入。东路称东学，前部九
如堂，是接待皇帝的场所。其后报本堂奉祀衍
圣公高曾祖五代，慕恩堂是供奉清代乾隆帝女
儿第七十二代衍圣公之妻于氏的专祠。慕恩堂
之后的一贯堂是衍圣公胞弟、袭封翰林院五经
博士的宅第。西路称西学，前后五进院落，有
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内书房等建筑，是
衍圣公幼年读书、燕居吟咏、学诗习礼的
处所。
  这些古建筑，既有久远的历史，也有丰富的
价值，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展现的外
观、构造等形态，都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求知。

“悟空”带火古建筑，山东家底了解下

孔庙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没想到悟空不仅能打妖怪，还能带火旅游。”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火了，

与游戏圈一起沸腾的还有文旅圈。围绕着游戏背景的取景地，一批古建古寺、文化地标乘着东风

频繁刷屏，各地文旅顺势而为开启一系列联动宣传，吸引各地游客打卡。游戏中的36个古建筑

取景地，山西省独占27个，山西文旅迅速发布旅游宣传片，上线“跟着悟空游山西”。此外，

山东、安徽等地也借此推出了相应的花式营销。

  梳理近几年文旅发展趋势，流量成了各地必争的法宝，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天水麻辣

烫、“小砂糖橘”勇闯哈尔滨、林更新台词“北京到底有谁在”……这些网络热梗引来文旅官方

的在线整活。此外，还有各地文旅局长亲自上阵，抢夺流量，提高当地知名度。凭借着“蹭热

点”营销，一些小众旅游目的地做到了尽人皆知，也不乏没有把握好边界演变为“硬蹭”，徒留

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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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经济与文旅融合发展关系越来越
紧密。流量既能传播能量，也能转化为发展
增量。如今，“蹭流量”几乎成为文旅界的流
行趋势，一个热点的破圈传播，在文旅视角，
就是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机会。如果把握好
了，便能借势获取流量、变现流量，将其转化
为发展动力，撬动文旅消费。
  1 . 0 时代，文旅局长的走红发起流量争
夺的主动攻势，打开了地方文旅宣传的新
局面。在高原山水变装走红的刘洪、变装
侠客“认真丑出圈不惧嘲”的解伟、化身

冰雪精灵的都波……他们从幕后走到台
前，主动求变，从个人特质出发，制造短
视频热点，把流量转化为当地的知名度，
提升旅游形象。
  2.0时代，在台前吆喝的网红不再是单
枪匹马的个体，而是由一个网络热梗、一
个符号、一次事件，再扩大到一个城市。
哈尔滨、淄博、天水借流量跻身网红城市
后，将文旅“蹭流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
致，被网友评价接住了“泼天富贵”。
  进淄赶烤让淄博一跃成为全网顶流，

陶琉名城、博山菜等文化名片因此曝光；
一碗麻辣烫使天水远近闻名，当地麻辣烫
大叔戴上“痛苦面具”，文旅部门喊话大
叔“注意表情管理”，一来一回之间，多
个热搜赚足了关注；小砂糖橘勇闯哈尔
滨，牵动百万网友，冰雪游人气旺，南方
小土豆等热梗带火“尔滨”。这些城市走
红背后，少不了“有形之手”擅用网络热
点讲好故事，深入挖掘，将线上的流量转
化为真实的感知，传递温情、优质的城市
形象。

“泼天富贵”迭代升级

  体味到流量带来的正向效应，各地文
旅对网络热点更为敏感，官方账号整活
“蹭热点”已见怪不怪。《黑神话：悟
空》上线后，相关词条多次霸屏。游戏背
景中的数十个景点，也引来了各地文旅集
体认亲“悟空”，蹭游戏热度，借势
营销。
  蹭热度、得流量，在文旅视角被视为
一种能力与技巧。流量时代，每个人都有5
分钟的成名机会。借助他人流量，抓住机
会推介自己，打造爆款，既延伸了热度，
也得到了启发，共同做大蛋糕，不失为一
件好事。所以，文旅蹭热度，体现了一种
开放学习的态度，合理地蹭，需要梳理自
身文化资源的特色，快速反应，为流量引
流搭建桥梁，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链条。

  在《黑神话：悟空》这一案例中，山
西主动而为的蹭热度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
评。去年8 月 20 日，山西文旅的B 站官方
账号发布了《黑神话：悟空》游戏取景地
一次集齐的视频，展示实际取景地与游戏
背景的场景对比，目前该视频已有215 . 8 万
浏览量。将游戏元素与古建筑文化结合的
传播方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除了一系
列线上视频的预热宣推，山西文旅还与
《黑神话：悟空》合作推出联动周边文创，
推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旅游路线，并在线
下为游客们准备了配套的通关文牒、通关信
物等礼品。将游戏IP 的影响力下沉，赋能当
地旅游发展。山东、安徽等地文旅结合游戏，
推出通关者免费游景区等活动。
  流量是一把双刃剑，蹭热度也有门

槛，硬蹭热度不可取。在文旅蹭热点这一
赛道中，也不乏“翻车”现象。有的文旅部门
盲目跟风，不考虑自身定位与特色，只要有
热点就要蹭。前段时间流行的文旅喊麦，千
篇一律的风景混剪、土味喊唱、听劝讨好，让
人产生了审美疲劳，有网友认为这样的文旅
宣传一哄而上，犹如复制粘贴的流水线式产
品，缺乏美感与品质。有的剑走偏锋，掉入
了唯流量论的陷阱，本末倒置。如江西文
旅邀请范小勤（长相酷似名人的智力残疾
男孩）拍摄宣传视频，遭到网友质疑“旅
游推荐人选择不当”，本应在特殊学校接
受教育的少年却被拉来赚取流量。还有的
地方文旅宣传不顾一切吸引眼球，采用了
“擦边”“低俗”的手段，无底线营销，
损害了行业形象。

谁都有5分钟成名机会

  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应是流量时代
安身立命的准则。流量虽好，但必须破除
唯流量论。前段时间，西安大唐不夜城今
年上半年净利润仅23 . 53 万元的消息冲上
热搜。作为“泼天富贵”的拥有者，不
倒翁小姐姐、盛唐密盒、诗仙李白等热
门IP差异化打造全网刷屏，人人羡慕的

流量增长却并没有拉动文旅经济实现增
长，流量热收益冷，二者之间的错位引人
深思。
  实际上，流量仅是文旅链条上的最前
端。不管是文旅局长代言、网络热梗流
行，还是主动蹭热点，起到的都只是吸引
大众关注的引流作用。追求流量扩大知名
度，本无可厚非，关键要取之有道，不
能陷入什么流量都要、只卷流量的误
区，更不能把流量视为文旅营销的唯
一标准。在流量入口这一关，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导向、审美导向，过滤负流
量，引入正流量，才能立得住。
  流量来了，就要练就用之有道的内
功。出圈易，长红难，没有谁能永远把持
流量，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几天的火爆
根本无法为文旅发展带来一丝改变。哈尔
滨的爆火表面上流量起到了关键作用，但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城市的特色与服
务。官方在回应媒体时表示：“哈尔滨爆
火当地已经作了一年的准备，游客在评论
区提到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优质
产品、热情服务、特色文化、情绪价值四
者紧密结合，共同造就了“哈尔滨热”。
  在文旅营销花样百出的当下，应该用
更长远的眼光看待流量。流量是配菜，发
掘自身特色，锤炼优势产业，讲好文化故
事，打造品牌IP，“做好主菜”才是更长
久的繁荣之道。

取之有道，用之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