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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夏天的氛围！东方美学永远是

最牛的！”连日来，位于河南郑州的建业电影

小镇迎来了“最燃”的夜场：沉浸式夜游演出

“一路有戏”、城市大剧《穿越德化街》、互动式

花神巡游等活动，伴随着浪漫烟花簇簇升腾

绽放。七夕佳节，这里成为游客们心仪的好

去处。

线下的热闹也蔓延到了荧屏上，河南卫

视“中国节日”系列最新篇章《七夕奇妙游》一

经推出，再次成为“出圈”爆款作品。

从看景到“入景”

“一年又一年，往事如云烟。归来又走

远，在天边……金黄的麦田，生长在家园。在

那河之南，在人间……”伴随着回荡在剧场上

空的主题歌曲，100亩广袤的麦田冲入眼帘。

高 15 米、宽 328 米、厚 2 米的夯土墙独

特醒目；被称为中国北方“地下四合院”的地

坑院惊喜连连；红庙学校、火车站、李家庄茶

馆里热闹不停；一程一路灯火闪烁……观众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里可以体验从夏商

光 影 到 此 刻 洞 天 ，从 个 体 悲 欢 到 家 国 印

象。日前举行的 2023 河南智慧文旅大会

上，社会各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这个现象

级 IP 上。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中原文化被凝聚

在由 56个格子组成的戏剧聚落群里，游客可

以沉浸式享受多样的文化体验，选择路径不

同，融入的剧目场景也将随之不同。依靠最

前沿的科技手段，一个个和今天相隔千年的

朝代从地面缓缓升起，让观众记住了武则天

的洛阳、宋徽宗的开封，还有关于“黄河、土

地、粮食、传承”的故事。

不仅仅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在这次大

会上，国内首个超写实文旅元宇宙空间——

“元豫宙”正式上线，汇聚了老君山、少林寺、

龙门石窟、黄帝故里等河南十大文旅知名

IP，虚实融合的数字场景，只需动动手指，便

可身着古装，“瞬移”到千年前的大宋东京；画

面切转，可近距离“抚摸”龙门石窟岩壁留下

的岁月痕迹，抑或漫步老君山金顶，远眺云海

缥缈……让人沉浸式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元豫宙”特别重视中原

文化的创新呈现，不仅在每个数字场景中都

设立了文化展板，对景区的文化内涵进行了

深入挖掘，而且根据历史资料在数字场景中

进行了拓展和衍生。

游客可以行走在穿越千年历史时空的中

原美景中，隔屏触摸仰慕已久的人文历史遗

迹、亲临逐鹿中原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场，与历

史人物隔空对话、与千里之外的在线网友无

障碍音视频互动，和线下游客实时互动、虚拟

伴游，甚至还能体验文创、电商、打卡、数字藏

品等多种应用，轻松实现“线上读”带动“线下

走”的全新体验。既有远方，更有诗意。

由“旁观”到“体验”

与国宝“过夜”、和历史“对话”……今

年端午节，河南博物院首次夜间对公众开

放并推出“端午夜未央”主题活动，开启预

约不到 2 分钟，1000 张门票便被一抢而空，

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争先感受“奇妙的博

物馆之夜”。

而同样不出意外的，河南卫视凭借 2023
年《七夕奇妙游》的播出再次登上热搜。从 3
年前唐宫夜宴首次火爆“出圈”，到《洛神水

赋》，再到《龙门金刚》，利用“现代科技+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成为河南卫

视的一张王牌，网友评论其“仿佛打通了任督

二脉”，以至于每逢节日，河南都用对传统文

化的创新表达给观众一场视听惊喜。

“ 这 才 是 适 合 中 国 人 体 质 的 主 题 乐

园”……在开封，一个占地 500亩、以“大宋武

侠文化”为主题的大宋武侠城收获了一众网

友的花式点赞。翻开游客手册，50多部 70多

场实景演出让人眼花缭乱，九龙瀑、十字坡、

狮子楼、郑记肉铺、快活林等小说里的地方，

都在这里一一呈现，一座座仿古建筑让人恍

若穿越回了大宋。

“利用文化来‘引流’，既讲好了河南故

事，又让游客获得了非常强的沉浸式体验

感。”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

主任、副教授刘涛认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新

时期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有着强大的感召

力，文化的在线“出圈”，需要把历史文化挖掘

好、传承好、展示好，深层次、立体化解读中原

地域符号。

转“优势”为“胜势”

“孔子从齐鲁大地来到洛阳，问道于老子；

李白与杜甫在河南遇到了边塞派诗人高适，三

人结伴相游，直上王屋山……”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郦波曾引用历史上惊艳的相遇，阐释近年

来中原文化频频“出圈”背后的文化基因。

事实上，作为中原文明的代表之一，自黄

河文明发源起，河南就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

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深厚的历史底蕴铸就

了河南文化资源品质优、类型全、分布广的先

天优势，使其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地下文物、

馆藏文物以及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创新的宝藏。激

活中原文化这座“富矿”，河南找到了破题关键:
聚焦“文旅文创成支柱”，推行“颠覆性创意、沉

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理念，以

“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线上做流量、线下做变

现”为发展模式，从产品供给、传播载体上进行

全面转型，带动古都面貌、文旅业态、消费群体

等焕发新生机，强势“出圈”。

“河南有铁打的文化内核，并能满足百变

的个性追求，所以这几年才迅速‘出圈’‘破

圈’‘扩圈’。”河南大学教授肖建勇认为，文

物、景区是不可“常变常新”的硬件资源和不

可转移的“预卖性”产品，然而以汉服、音乐、

节庆为代表的“国潮”文化活动，兼具创意与

美感的内容挖掘让景区的特色资源得以彰

显，为文化消费发展营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新时代需要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

表达。”连续 3年担任河南春晚总导演的陈雷

说，将本地风俗、传统艺术、人文魅力用当代

表达演绎出来，释放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

活力，契合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新的审美需

求，才能成为新赛道上的“破圈”者。

阅 读 提 示

罗筱晓

8 月的尾巴，电影院里依然热闹。自 8

月 17日刷新 2019年 177.78亿元的暑期档票

房纪录后，8 月 23 日，新纪录已突破了 195

亿元。

票房一路狂奔的同时，对电影票价的讨

论又一次引起了舆论关注。在北京，有一家

5口看一场电影花了 400多元；在杭州，有网

友随便点开一家普通影院，每部电影票价都

在 40 元以上；在广州，有消费者“很久很久

没见到 30多元的电影票了”……

这样的事例并非个案。据统计，今年暑

期档平均每张电影票价 40.8 元，而 2019 年

则为 35.4 元。此外，截至 8 月下旬，2023 年

全国电影票平均价格达到 42.7元，同样创下

新高。

大约 10 年前，互联网资本进入电影市

场初期，各大网络票务平台纷纷开展票价补

贴活动。一时间，19.9元、9.9元的电影票随

处可见。然而，与其他类似的“烧钱”大战一

样，几年后电影圈内各方都意识到，一味“出

血”并不能换来行业健康、繁荣的发展。于

是，2018 年后，“票补”力度减弱，电影票价

就此走入上升通道。

近年来，随着从业者和观众要求的提

升，电影制作费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电

影院人工、房租、设备等成本也在上涨。再

加之经历此前 3 年的低谷后行业各方急待

“回血”，这些都推动了票价的上涨。

客观来说，只要明码标价、价格构成合

规合法，影院里一张电影票卖多少钱本无可

厚非。不过，就像低票价不可持续一样，对

电影行业而言，如果想单纯依靠提高票价来

获利，也无异于是竭泽而渔。

常 看 电 影 的 人 ，也 许 会 有 去 电 影 院

“二刷”甚至“N 刷”某部影片的经历，或者

会 为 了 某 部 影 片 专 门 去 IMAX 影 厅 观

看。要说价格，这可都比在普通影厅看一

部电影贵不少。人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

除了是影迷外，必然是因为特定影片要么

在情节、表演上，要么在视听、特效上有突

出之处。换句话说，这样的电影让观众获

得了精神上的充分享受——这钱花得值

得，花得高兴。

经过多年“历练”，大多数中国电影观众

已有了日渐成熟的审美能力和价值评判能

力，曾经有过的那种一部“烂片”动辄票房破

10 亿元的场景已难再现。不仅如此，就连

过去颇受追捧的好莱坞大片如今也难以保

证能在中国市场大卖。

这种背景下，当观众在抱怨电影票太贵

时，其实不少人的潜台词是觉得电影本身带

给自己的体验并不值那五六十元。类似的

情况如果出现得多了，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

消费者会减少在看电影上的开销，转而寻找

其他文娱活动。

因此，电影票价贵不贵，本质上并非票

根上数字的问题。这样的呼声对电影行业

来说，一来是对商业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如

果不纯粹依赖票房，电影从制作到上映期间

是否可以开拓出更多元的创收渠道？二来，

也是更重要的，想要观众认为电影票买得

值，就要拿出更多优质的作品。

说真的，人们在说起一部电影时用了“票

价不便宜，但是片子真好看”的说法，那用一

个网络语言来形容，这电影，可就“赢麻了”。

电影票贵不贵，不只是数字问题

这个暑假，博物馆火了！

激活中原文化这座激活中原文化这座““富矿富矿””，，河南找到了破题关键河南找到了破题关键

每 逢 佳 节 倍每 逢 佳 节 倍““ 出 圈出 圈 ””

一个一个人包办人包办
一个移动一个移动露露天电影院天电影院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王涛

当放映机传出“哒哒”的响声，高悬的幕布上有了光影，中

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制片厂片头的红星在耳熟能详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进行曲》中闪闪发光，一瞬间就将围坐的观众拉回充

满童趣的美好旧时光。

8月 23日晚上 7点，夕阳隐去最后一丝光线，在吉林省长

春市水乡人家小区的网球场内，伴随秋意初显的习习凉风，已

准备多时的王学会端坐在老胶片放映机前，认真地开始放映

小区居民点名要看的老电影《地道战》。

这是 57 岁的王学会做公益放映员 3 年来放映的第 48 场

电影。在长春市不少社区，王学会是个“红人”，只要看见他带

着大大小小的箱子来到自家小区，老老少少就会提着小凳下

楼，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等待着在夜空下重温一部部脍炙人

口的经典电影。

王学会退休后主动报名成为一名社区服务志愿者，3 年

前的一天，有居民提出想看场露天电影，这立刻触发了他儿时

的美好回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露天电影一直是老百姓

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还记得村里每次放露天电影，父老乡

亲都奔走相告，一场电影能让大家激动兴奋好多天，那时我就

梦想着能当个放映员……”

于是，王学会积极行动起来，他结识了一位老式放映机收

藏爱好者，并开始尝试在社区进行公益放映。“当天现场来了

100多人，可刚投映 20分钟左右，机器就出了故障”，看着一些

观众久久不肯离去，王学会暗下决心：“一定得把放映技术学

明白，为社区居民把露天电影院给办起来。”

王学会买来放映机使用与维修书籍，因老式放映机和胶片

电影早已停产，他又通过网络四处“淘宝”，先后从各地收藏者

手中购得 4台放映机和 40余部胶片电影，他亲自上手去锈迹、

一一仔细修复。分体机、一体机、钨灯机、氙灯机，王学会家七

八十平方米的空间，被他淘来的这些“宝贝”占得满满当当。

“早已家喻户晓的老电影胶片可遇不可求，能找到一部可

以正常播放的完整拷贝并不容易，像《地道战》《英雄儿女》《平

原游击队》等，平均每部收购价都在 3000 元以上。”生活并不

富裕的王学会在别处可以省着花，但在这事儿上很舍得投入，

3 年来，至少花费了 7 万多元，一个人就包办了一个移动的露

天电影院。

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记忆，一份情感的寄托。电

影放映现场，百余名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有的还是全家出

动。居民们告诉记者，露天电影院是一个能跨越时空共情的

场，大家在观影体验中不仅会自我治愈，更凝聚了亲情、互通了

友情。

“机器、幕布、支杆……加起来能有三四百斤重，每次提着

四五个箱子去社区做公益放映，也累呀！但看到天幕之下光

影流动，居民们其乐融融围坐赏片的和谐场景，我就觉得所有

辛苦都值了。”王学会说。

2006 年，我国开始实施“电影档案胶片数字化修复工

程”，多年来，长影已经修复还原了近百部经典影片。长影旧

址博物馆技术人员表示，适时可以给王学会提供流动的数字

放映机，一键播放存于数字放映机中的电影。“这样就可以少

提几个箱子了，咱也想感受下一键播放的幸福感。”对于自己

“公益露天电影院”的未来，王学会充满期望。

96 分钟的电影结束了，人群渐渐散去，仍沉浸在激动中

的居民们边走边谈论着重温老电影的感慨，笑闹声承载了大

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向往。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中原大地，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地动起来、“活”起来、传下

去？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河南近年来做了一系列探索，使多个文化 IP 强势出圈，文旅资

源不断增值，让悠久厚重的中原文化再次站在聚光灯下，也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力量。

暑假学非遗
日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兴华乡摆

贝村蜡染工坊，学生在学习苗族蜡画技艺。这个假期，学生
们跟非遗传承人学习苗族蜡画、蜡染技艺、学习吹芦笙、跳芦
笙舞等传统非遗技艺，丰富假期生活。

李长华 摄/人民图片

“工夫”系列纪录电影《滚烫年华》试映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杜南星）近日，深圳市总工

会“工夫”系列纪录电影《滚烫年华》试映会举行。该片由广东

省总工会、深圳市委宣传部指导，深圳市总工会出品，将于今

年正式上映。

“工夫”是深圳市总工会于 2021 年创立的电影品牌。

2022 年，在承继 2021 年电影“工夫”品牌影响力的基础上，深

圳市总工会树立“工夫”系列纪录片品牌，聚焦“深圳燃情岁

月、职工滚烫生活”，《滚烫年华》是此纪录片品牌的开端，跟拍

8组深圳职工代表的故事。

该影片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章描绘大厂程序员业余讲脱

口秀的双面人生；第二章把镜头聚焦到基层工联会新来的一

批职业化社会工作者；第三章讲述基层职工如何通过个人努

力融入这座城市；第四章跟随第一批来深的“打工妹”和建筑

测绘员，细数深圳走过的每一寸道路。各篇章之间通过一位

深圳职工诗人的诗歌串联，以点带面呈现出深圳各行各业职

工群体的精神面貌与行业生态，影片通过“平凡人、不凡事”的

叙事视角，构建起城市与每代奋斗者之间的情感纽带与认同，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贯穿全片。

深圳市总工会方面表示，“工夫”系列纪录片工程将推出

为期 10年的纪录电影拍摄计划，逐步建立起记录先行示范区

建设的影像档案库。

暑假临近尾声，山东省博物馆依旧
热度不减。不少父母带小朋友前来参
观，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通过参观
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底
蕴和创新伟力。

今年暑假，“博物馆热”已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山东省博物馆馆长刘延常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该馆近期日接待
量均在 1 万人次以上，7 月中旬以来的
周六、周日则达2万人次，大幅超过上半
年平均每日5700余人次的接待量。

本报通讯员 杜鹏辉 摄山东省博物馆展厅内人头攒动山东省博物馆展厅内人头攒动。。

▲家长带着孩子们参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