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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河南省沿黄区域众多非物质文化

遗产既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为 黄 河 文 化 的 保 护 传 承 弘 扬 提 供 着 不

竭 动 力 。 乡 村 是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的 重 要

空间和载体，非遗也是乡村文明构建的

重 要 力 量 和 支 撑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非遗处处长于洁说，为赓续和弘扬黄

河文化，促进非遗保护，助力乡村振兴，

2021 年 6 月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启 动

了“ 黄 河 非 遗 点 亮 老 家 河 南 ”首 届 全 国

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 今 年 ，我 们 将‘ 赛 ’升 级 为

‘ 营 ’——‘ 黄 河 非 遗 点 亮 老 家 河 南 ’青

年 乡 村 营 造 行 动 ，设 立 9 个 乡 村 营 地 ，

以 驻 地 乡 建 营 和 青 春 乡 创 营 的 形 式 组

织 一 批 青 年 设 计 师 、大 学 生 走 进 乡 村 ，

开 展 空 间 营 造 与 文 创 设 计 。 他 们 以 青

春 视 角 发 现 乡 村 之 美 ，通 过 非 遗 活 化 、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

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副秘书长、浙

江 财 经 大 学 中 国 乡 村 振 兴 研 究 院 副 院

长刘亚辉说。

据介绍，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

大 赛 发 轫 于 2018 年 由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

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浙江财经大学

承 办 的 浙 江 省 大 学 生 乡 村 振 兴 创 意 大

赛 。 2021 年 的“ 黄 河 非 遗 点 亮 老 家 河

南”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采用“乡村出题+高校答题+成果落地”

的 闭 环 模 型 ，以“ 创 意 ，让 乡 村 更 美 好 ”

为 宗 旨 ，以 乡 村 、景 区 、古 城 为 载 体 ，设

置“ 黄 河 之 村 ”非 遗 赋 能 空 间 、“ 黄 河 之

礼 ”非 遗 文 创 设 计 两 个 赛 道 ，分 调 研 选

村 、策 划 命 题 、方 案 设 计 、建 设 实 施 、验

收评奖、运营跟踪 6 个阶段进行。

“去年的大赛创立了‘政校企村传’

五 位 一 体 的 竞 赛 组 织 体 系 ，政 府 搭 台 、

高校赋能、企业助力、乡村实施、传承人

参与，五类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发力，形

成 了 紧 密 有 效 的 竞 赛 组 织 体 系 。”刘 亚

辉说，乡村是大赛理念、创意、设计的落

脚点和承载体，师生团队的设计最终都

要 在 乡 村 实 施 ，“ 这 是 一 个 真 题 真 做 的

大赛”。

自大赛筹备起，河南省各地报名踊

跃。经论证和实地调研，主办方确定将

巩 义 市 南 岭 新 村 、栾 川 县 重 渡 沟 景 区 、

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浚县古

城等 10 个县（市区）的 10 个乡村（景区、

古 城）作 为 实 施 点 。 在 问 题 采 集 阶 段 ，

主 办 方 组 织 专 家 团 到 各 乡 村 、景 区 、古

城调研，搜集当地非遗项目在传承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为当地把

脉问诊，对症下药。

于洁介绍，平顶山市郏县三郎庙村

依 托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郏 县 金 镶 玉 制 作

技艺建成了一个金镶玉博物馆，但利用

率 不 高 ，对 金 镶 玉 的 宣 传 力 度 也 不 够

大。专家团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会同

当地政府、金镶玉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

讨论研究，决定在博物馆内打造一个金

镶玉手工体验空间，具体直观展示金镶

玉制作全过程。“这个体验空间怎么做，

就成了大赛中的一道真题。”

“ 像 这 样 的 真 题 ，专 家 团 在 10 个 村

（景区、古城）共搜集整理了非遗赋能空

间 类 赛 题 90 个 、非 遗 文 创 设 计 类 赛 题

58 个 ，并 将 所 有 赛 题 和 相 关 资 料 编 成

《竞赛指南》。全国高校大学生从《竞赛

指南》中选择自己适合的项目做出初赛

方案。”刘亚辉介绍，大赛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 启 动 ，到 7 月 中 旬 ，收 到 来 自 全 国

27 个 省（市 、自 治 区 、特 别 行 政 区）173

所 高 校 667 支 团 队 的 初 赛 作 品 ，参 赛 师

生达 5000 余人。经层层选拔，在 7 月底

遴 选 出 200 支 进 入 决 赛 的 立 项 团 队 。

2022 年 1 月 ，大 赛 圆 满 落 幕 ，共 评 出 一

等奖 26 项，其中空间类 14 项，文创类 12

项。

“ 今 年 的 青 年 乡 村 营 造 行 动 2 月 11

日启动。化‘赛’为‘营’，这也是疫情防

控形势下的弹性策略。‘营’，既是营造，

也 是 训 练 营 ，并 谐 音‘ 赢 ’，是 一 场 可 持

续 的 青 年 乡 村 营 造 的 社 会 创 新 —— 非

遗 空 间 与 文 创 相 结 合 ，聚 合 高 校 专 家 、

青年设计师、业界人士与大学生的多方

智力，全方位激活乡村。经过春雨夏阳

的 洗 礼 ，50 个 空 间 项 目 、40 个 文 创 项 目

牵 手 各 地 特 色 非 遗 迅 速‘ 生 长 ’，预 计

2023 年 1 月可以收获成果。”刘亚辉说。

乡村出题 高校答题 真题真做 成果落地

用青春创意连接“黄河非遗”与“老家河南”

“去年的非遗赋能空间一共选了 90

个 ，每 个 空 间 一 般 50 平 方 米 左 右 ，学 生

团队把设计成果作为参赛作品，不收取

设 计 费 。 施 工 和 材 料 费 由 当 地 政 府 解

决 ，每个空间一般不超过 5 万元 。”刘亚

辉介绍，大赛要求学生们在设计时使用

乡 土 工 法 ，就 地 取 材 ，实 现 小 投 入 大 成

效。项目立项后，学生团队要驻村指导

施工直到完成。

“ 黄 河 之 村 ”非 遗 赋 能 空 间 赛 道 的

学 生 团 队 为 当 地 打 造 出 一 个 个 充 满 创

意 的 文 化 空 间 。 武 汉 大 学 团 队 将 废 弃

的郭亮小学改造成集写生、展览、住宿、

餐 饮 、休 闲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教 学 营 地 ；

中国美术学院团队因势利导，在村口有

7 棵 树 的 地 方 打 造 出 一 个 观 景 台 兼 打

卡点“望山”；河南工业大学团队将废弃

的 旱 厕 、鸡 舍 改 造 成 打 卡 点“ 七 个 鸡

窝 ”；河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将 闲 置 的 木 屋

改 造 成 咖 啡 屋 …… 这 些 空 间 都 就 地 取

材，并融入了当地剪纸、花鼓、木版年画

等非遗元素。

刘亚辉介绍，“黄河之礼”非遗文创

设 计 赛 道 做 出 的 文 创 设 计 作 品 版 权 都

归 当 地 ，一 些 产 品 已 投 入 使 用 。 如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为 郏 县 县 级 非 遗 项 目 牛 肉

制 作 技 艺 设 计 的 商 品 包 装 深 受 当 地 一

家牛肉制作企业的喜爱，作品还未评奖

就开始投入试产。

于洁表示，项目在各赛点形成了良

好 的 示 范 效 应 ，以 点 带 面 ，带 动 了 周 边

地 区 挖 掘 非 遗 故 事 、建 设 非 遗 空 间 ，形

成了用创意激活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

局面。

中 国 旅 游 研 究 院 文 化 旅 游 研 究 基

地研究员、河南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张

野认为，“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青年

乡村营造行动是对《关于推动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的积极落实。意

见提出，要引导创意设计企业、平台、工

作室及设计师向乡村拓展业务，鼓励创

意 设 计 、规 划 建 筑 、园 林 景 观 等 单 位 积

极 参 与 乡 村 建 设 ，鼓 励 高 校 艺 术 、设 计

类 专 业 结 合 教 学 、科 研 和 社 会 实 践 ，为

乡 村 建 设 提 供 创 意 设 计 支 持 。 青 年 乡

村营造行动创建了一个多方联动、以创

意 设 计 赋 能 乡 村 的 平 台 和 模 式 ，让 高

校、设计单位、乡村组织、文旅企业等联

动 起 来 ，让 高 校 教 师 、设 计 师 、大 学 生 、

非遗传承人等联动起来，共同通过创意

设计来推动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张 野 表 示 ，“ 黄 河 非 遗 点 亮 老 家 河

南”青年乡村营造行动具有一定的示范

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是 发 挥 创 意 设 计 在 非 遗 传 承 和

乡 村 建 设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非 遗 传 承 重

在活态传承，需要通过创意设计来激活

非遗的文化基因，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

社 会 生 活 。 乡 村 建 设 也 需 要 强 化 创 意

设 计 ，以 创 意 激 活 乡 村 文 化 ，让 更 多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和 现 代 文 化 元 素 在 乡 村 中

活跃呈现。

二 是 发 挥 文 化 空 间 在 非 遗 传 承 和

乡 村 建 设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非 遗 传 承 和

乡村建设都需要文化空间作为支撑，有

效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共同推动创意

引领的文化空间营造，将会更好促进非

遗传承和乡村建设。

三 是 发 挥 青 年 在 非 遗 传 承 和 乡 村

建 设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非 遗 传 承 和 乡 村

建设离不开广大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

尤 其 是 大 学 生 的 重 要 作 用 日 益 凸 显 。

社 会 需 要 积 极 支 持 更 多 大 学 生 参 与 非

遗传承和乡村建设，培育大学生对非遗

和乡村的情感，引导大学生将青春才华

奉献于非遗传承和乡村建设事业。

“青年乡村营造行动的意义在于让

黄 河 非 遗 更 好 地 被 记 录 、被 理 解 、被 转

化 、被 创 新 ；让 青 年 设 计 师 和 大 学 生 爱

上 乡 村 ，用 新 时 代 视 角 重 塑 乡 村 ；让 乡

村 及 景 区 重 新 焕 发 生 机 ，空 间 与 产 品

焕 然 一 新 ；让 地 方 干 部 群 众 看 到 方 向 ，

找 到 方 法 ，树 立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信 心 。

希 望 中 华 大 地 更 多 乡 村 被 非 遗 点 亮 。”

刘亚辉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

自 信 自 强 ，铸 就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新 辉

煌’。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高度做好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于 洁 表 示 ，要 以

“ 黄 河 非 遗 点 亮 老 家 河 南 ”青 年 乡 村 营

造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非遗创新空间

和设计成果落地，深化非遗助力乡村振

兴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立项团队要深入乡村开展调研、指

导施工。大赛内容涉及空间设计、平面

设计、文创设计、展陈设计、商业模式设

计等，因此去年主办方还邀请了来自设

计 类 企 业 的 青 年 设 计 师 为 学 生 们 提 供

专 业 指 导 。 今 年 ，主 办 方 选 派 9 位 实 践

经 验 丰 富 的 高 校 教 师 或 新 锐 设 计 师 担

任营长，带领学生团队完成任务。

当激扬的青春邂逅厚重的“黄河非

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去年的大赛中，宁波大学黄舒悦团

队 执 行 的“ 一 线 织 忆 ”土 布 织 艺 体 验 空

间 是 90 个 空 间 类 题 目 中 第 一 个 完 成 的

项目。这个位于重渡沟景区、原来被叫

作“纺织院”的地方，在成为大赛空间改

造的项目之前，因为经营不善而破败冷

清。

为 打 造 出 既 有 创 意 又 有 商 业 业 态

的 空 间 ，黄 舒 悦 在 这 里 住 了 近 一 个 月 。

她说，调研中了解到省级非遗项目黛眉

手 织 布 技 艺 形 成 于 黄 河 文 化 带 这 一 特

定 地 域 。 用 这 一 技 艺 织 成 的 土 布 天 然

质 朴 、用 色 鲜 亮 ，十 分 契 合 中 原 人 民 敦

厚 朴 实 的 品 格 ，具 有 浓 郁 的 乡 土 气 息 ，

于 是 他 们 团 队 选 择 了 以 黛 眉 手 织 布 技

艺为空间主题，设置展示区、体验区、销

售 区 、打 卡 区 ，并 确 保 每 个 区 域“ 有 颜

值、有内涵”。

“ 一 线 织 忆 ”很 快 成 为 能 够 延 长 游

客 停 留 时 间 的 特 色 景 点 。 这 里 摆 放 着

各种织布机以及织布 DIY 套盒，游客在

这里既可以体验纺纱织布、制作土布拼

贴画，也可以穿汉服、茶服等打卡拍照，

还可以选购心仪的纺织产品，把非遗技

艺带回家。

去 年 ，来 自 全 国 的 17 个 高 校 设 计

团 队 在 重 渡 沟 赛 点 打 造 了 8 个 空 间 类 、

11 个 文 创 类 项 目 。“ 今 年 重 渡 沟 景 区 再

次 紧 紧 抓 住 机 遇 ，推 出 8 个 空 间 类 项

目 ，包 括 农 耕 村 5 个 空 间 和 3 个 非 遗 主

题 民 宿 ，希 望 借 助 高 校 智 力 资 源 ，继 续

挖掘利用本地非遗资源，将景区转型为

文 化 型 、互 动 型 、多 种 消 费 模 式 的 示 范

景区。”重渡沟景区总经理刘海峰说。

河南工业大学四年级学生周宇阳今

年再次来到重渡沟，他还带来了同样对

非遗充满热情的三年级的同学，他们要

一 起 完 成 重 渡 沟 农 耕 村 村 口 处 四 合 院

的 设 计 。 第 一 届 大 赛 改 变 了 他 对 非 遗

的 刻 板 印 象 ，对 他 而 言 ，非 遗 不 再 是 书

本 上 的 文 字 、脑 海 中 模 糊 的 轮 廓 ，而 是

鲜活的生命、拥有灵魂的朋友。

重渡沟营营长，上海远仓建筑联合

创 始 人 、设 计 师 刘 冰 洁 表 示 ，团 队 将 结

合 去 年 的 空 间 作 品 ，从 整 体 规 划 出 发 ，

加 强 散 点 空 间 的 整 体 统 筹 。 利 用 线 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用一张非遗打卡地

图 、一 个 全 年 活 动 日 历 ，完 善 提 升 农 耕

村 旅 游 线 路 ，推 出 非 遗 手 工 艺 、非 遗 小

吃、非遗演艺等项目，通过集章活动、打

卡 地 图 等 颇 具 趣 味 的 方 式 ，增 强 互 动

性 ，提 升 客 流 量 ，吸 引 年 轻 人 了 解 传 统

文化。

去年大赛中，在太极拳发源地陈家

沟 的 拳 乡 饭 店 、青 峰 岭 太 极 用 品 店 赛

点 ，学 生 们 将 太 极 元 素 、武 术 文 化 融 入

设计中。空间改造完成后，周边众多店

铺 商 家 纷 至 沓 来 ，积 极 对 接 ，希 望 参 加

下次大赛。“陈家沟的‘拳聚德’民宿、陈

照森太极院，由学生团队设计打造的接

待室、大厅，激发出业主的积极性，进而

把 整 个 民 宿 进 行 了 翻 新 改 造 。”刘 亚 辉

说。

去年，空间赛道的学生们加紧打造

独具特色的非遗主题景点、民宿、特产店

等业态和空间，将非遗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的同 时，文创赛道的学生们也

在 充 分 挖 掘 各 地 的 非 遗 故 事 及 相 关 文

化，创新性地对这些非遗项目进行转化。

浚县泥咕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河

南 师 范 大 学“ 古 鸠 泥 作 ”项 目 的 学 生 们

受到这种小鸟造型、一吹能发出“咕咕”

声的传统泥塑的启发，设计出“泥小妮”

IP 形 象 。 这 个“ 泥 小 妮 ”是 个 头 戴 小 鸟

泥咕咕造型帽子、怀抱小鸟泥咕咕泥塑

的小姑娘，萌态十足。后来还衍生出航

天员、花木兰形象的泥小妮。恰逢浚县

新年正月庙会和民间社火到来之际，团

队 打 造 的“ 泥 小 妮 ”“ 古 鸠 泥 作 ”新 年 礼

品系列深受当地群众和游客喜爱。

在学生调研过程中，各地文旅部门

都 会 组 织 学 生 采 访 当 地 的 非 遗 传 承

人 。 传 承 人 们 热 情 地 为 学 生 提 供 指 导

和帮助。去年，浚县泥咕咕市级传承人

王 红 瑞 以 团 队 第 一 指 导 老 师 的 身 份 参

与了浙江行知学院团队的项目——“师

古 不 泥 ，做 我 自 己 ”泥 咕 咕 文 创 盲 盒 。

宝丰县平调三弦书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02 岁高龄的余书习老先生在学生调研

时 欣 然 为 大 家 表 演 。 受 到 余 书 习 及 其

他说书老艺人的启发，郑州轻工业大学

易 斯 顿 美 术 学 院 参 赛 团 队 为 国 家 级 非

遗“ 宝 丰 说 唱 ”设 计 了“ 负 鼓 携 琴·说 书

亮 艺 ”宝 丰 说 唱 视 觉 形 象 ，创 作 了 动 漫

IP 人 物“ 马 老 三 ”和“ 马 老 太 ”，受 到 各

界好评。

学 生 们 的 作 品 可 谓 异 彩 纷 呈 。 郑

州 大 学 的“ 香 山 越 岭 ”项 目 将 牡 丹 香 包

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宋皇陵俑的形象相

结合，做出具有当地特色的香包。浙江

传媒学院用豫西剪纸呈现“豫西味道”，

为 卢 氏 县 地 标 性 农 产 品 打 造 出 一 套 全

新 的 视 觉 形 象 。 河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的

“ 豫 西 百 草 园 品 牌 ”项 目 推 出 专 属 于 百

草 园 的 品 牌 形 象 设 计 和 景 区 旅 游 标 识

系统设计，便于品牌传播与整体形象提

升。北京体育大学的“文体旅研学旅游

线 路 设 计 ”项 目 ，依 托 太 极 故 里 陈 家 沟

的自然、人文资源，融合太极文化、体育

元 素 、旅 游 新 模 式 ，研 发 出 黄 河 之 畔 的

精品研学线路……

刘亚辉透露，今年学生们的创作成

果同样值得期待。

滔滔黄河为中原大地孕育了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以一种鲜活的方式保护
和传承非遗，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通
过 文 旅 融 合 ，让 其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绽 放 异
彩？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全国大学生乡
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联合发起青年乡村
营 造 行 动 ，让 激 扬 的 青 春 与 厚 重 的 非 遗 擦
出 创 意 的 火 花 。 从 土 布 织 艺 体 验 空 间 、鸡
窝改造成的打卡点到泥咕咕“泥小妮”、“豫
西 味 道 ”视 觉 形 象 ，通 过 一 个 个 非 遗 空 间、
一件件非遗文创，“黄河非遗”点亮了“老家
河南”……

□ 本报记者 张玫

为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探寻落脚点

当激扬青春在乡村邂逅厚重非遗

让创意设计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上图：泥咕咕非遗文创“泥小妮”

右图：“一线织忆”土布织艺体验空间

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

供图

去 年 年 底 ，江 苏 省 委 宣 传 部 、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联 合 印 发《关 于 推

进 小 剧 场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 根 据

该 指 导 意 见 ，小 剧 场 是 指 拥 有 相 对

独 立 舞 台 和 观 众 区 、座 席 数 在 500

个 左 右 及 以 下 ，以 舞 台 艺 术 表 演 为

主 ，面 向 社 会 开 放 的 室 内 演 出 空

间 。 该 指 导 意 见 提 出 ，小 剧 场 应 统

筹 用 好 城 市 空 间 ，突 出 核 心 居 住

区 、热 门 商 圈 、旅 游 景 区 、文 化 街

区 、文 旅 消 费 集 聚 区 等 重 点 区 域 ，

形 成 形 态 各 异 、相 互 补 充 、协 同 发

展 、便 民 惠 民 的 小 剧 场 发 展 格 局 ，

条 件 成 熟 的 城 市 特 定 区 域 可 以 全

面 整 合 空 间 资 源 ，构 建 整 体 联 动 、

各 具 特 色 的 小 剧 场 集 群 ，使 之 成 为

城 市 重 要 文 化 标 识 和 文 旅 消 费 体

验点。

第 二 批 江 苏 省 示 范 小 剧 场 中 ，

位 于 南 京 雨 花 台 烈 士 陵 园 旁 的 雨

花 剧 院 以 红 色 戏 剧 展 演 为 核 心 ，联

合 雨 花 台 烈 士 陵 园 系 统 立 体 打 造

“ 实 地 参 观 、沉 浸 观 演 、深 入 研 学 ”

的 红 色 艺 术 课 堂 ，将 传 统 的 思 政 课

搬 进 剧 院 ，让 历 史 故 事 、党 史 教 育

“ 活 ”起 来 。 苏 州 昆 山 昆 曲 茶 社 秉

承“ 让 昆 曲 走 进 百 姓 生 活 ”的 核 心

理念，以昆曲、民乐演出为主，辅以

评弹、地方戏、定制活动，打造曲韵

书 香 、茶 艺 苏 味 兼 备 的 昆 曲 文 化 体

验 。 镇 江 西 津 音 乐 厅 实 验 剧 场 融

合 西 津 渡 周 边 民 国 时 期 的 建 筑 风

格，兼具综合演艺、艺术展示、时尚

娱 乐 等 功 能 ，迅 速 成 为 西 津 渡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旁 的 网 红 打 卡 点 …… 各

小 剧 场 充 分 挖 掘 当 地 文 化 ，为 市

民 、游 客 提 供 了 红 色 文 化 、戏 曲 文

化、民国文化等丰富的文化体验。

位 于 南 京 夫 子 庙 景 区 核 心 区

域的秦淮·非遗馆，自去年 6 月开馆

以 来 ，依 托 馆 内 多 处 小 剧 场 空 间 ，

开 展 了 非 遗 戏 曲 传 统 舞 台 表 演 、互

动 沉 浸 式 演 出 、面 向 亲 子 家 庭 和 学

龄 前 儿 童 的 创 新 小 剧 场 演 出 等 各

类文化活动。截至 10 月底，该馆今

年 已 开 展 各 类 演 出 260 余 场 ，累 计

接待观众上万人次。

秦 淮·非 遗 馆 馆 长 薛 银 表 示 ，

作 为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的 专 业 文 化 场

馆 ，秦 淮·非 遗 馆 始 终 要 求 演 出 作

品 在 专 业 的 基 础 上 ，展 现 非 遗 在 当

下 的 独 特 魅 力 ，并 且 创 新 利 用 当 下

流 行 的 演 出 模 式 和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来 满 足 不 同 层 次 观 众 的 体 验 需

要 。 她 说 ：“ 游 客 在 这 里 可 以 和 非

遗 传 承 人 零 距 离 互 动 ，了 解 非 遗 、

体 验 非 遗 。 同 时 ，近 年 来 我 们 还 努

力 与 网 络 流 行 元 素 结 合 ，与 多 家 专

业机构展开合作，通过直播、快闪、

沉 浸 式 体 验 等 年 轻 一 代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吸 引 青 少 年 走 近 非 遗 ，向 他

们展示非遗的独特魅力。”

特色剧场丰富体验

江苏：

各美其美小剧场 文旅融合大舞台

日前，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二批江苏省示范小剧场和

小剧场精品剧目。据统计，截至目前，江苏全省已建成各类 500 座左

右及以下小剧场 1156 个（公益性小剧场 1004 个、营利性小剧场 152

个），其中旅游演艺特色小剧场 98 个，总座席数约 25 万个。2021 年，

全省小剧场演出总场次约 4.9 万场，观众总人数约 617 万人次，演出

总收入约 5613 万元。作为新兴的文化传播载体和文旅消费空间，这

些特色鲜明、小而美、小而精的小剧场为大众文旅消费带来了独特而

多样的体验，也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邰子君

如 今 ，南 京 正 积 极 建 设 秦 淮 河

畔 小 剧 场 群 ，常 州 打 造 了 以 嬉 戏 谷

“洛克王国”、春秋淹城“西施迷宫”

为 代 表 的 旅 游 演 艺 小 剧 场 ，盐 城 大

丰 荷 兰 花 海 推 出 的《只 有 爱·戏 剧

幻 城》更 是 成 为 文 旅 融 合 新 标 杆 项

目 …… 一 座 座 小 剧 场 已 成 为 游 客

深度游江苏的新选择。

薛银表示，秦淮·非遗馆地处夫

子庙景区核心区域，客流充裕，市井

民 俗 文 化 丰 富 多 彩 ，周 边 历 史 文 化

旅游景点众多，开馆以来，馆方从自

身 区 位 优 势 出 发 ，有 效 利 用 周 边 资

源 ，通 过 联 合 传 统 演 艺 单 位 创 新 推

出 更 具 互 动 性 的 演 艺 项 目 、扶 持 非

遗 传 承 人 的 非 遗 演 艺 活 动 、与 周 边

文化景点串联开发旅游演艺线路等

方 式 ，形 成 了 一 批 非 遗 与 历 史 文 化

主 题 相 结 合 的 旅 游 产 品 。 接 下 来 ，

秦 淮·非 遗 馆 将 与 更 多 景 区 景 点 合

作，努力探索新的演出模式，并将非

遗 元 素 融 入 其 中 ，开 发 出 更 多 更 精

彩的非遗演出或体验产品。

孙 茹 创 作《织 梦 运 河》的 灵 感

来 自 去 敦 煌 旅 游 时 看 大 型 室 内 情

境 体 验 剧《又 见 敦 煌》的 经 历 。 她

表示，《织梦运河》的目标是打造一

款 文 旅 融 合 的 演 出 项 目 ，而 其 演 出

场 地 运 河 五 号 创 意 街 区 作 为 江 苏

省 级 工 业 旅 游 区 ，旅 游 要 素 集 聚 ，

二 者 的 有 机 结 合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游

客 体 验 ，让 游 客 对 常 州 的 认 知 更 加

深 刻 。 去 年 开 演 以 来 ，单 场 演 出

200 多 个 观 看 名 额 基 本 都 会 被 约

满 ，为 顺 应 市 场 需 求 ，今 年 6 月 ，演

出场次增加到两天一场。

11 月 底 ，常 州 市 钟 楼 区 文 化 馆

打 造 的 又 一 部 喜 剧 作 品《乾 隆 下 江

南之萝卜干记》也将在《织梦运河》

的 演 出 场 地 试 演 。 孙 茹 介 绍 ，新 作

品以“乾隆下午茶”为主题，结合了

常 州 非 遗 美 食 、非 遗 体 验 等 内 容 ，

更 加 突 出 休 闲 娱 乐 的 作 用 ，相 较 于

《织 梦 运 河》，新 作 品 演 出 时 长 更

短 、成 本 更 低 ，而 且 演 出 时 间 在 下

午 ，将 与《织 梦 运 河》形 成 互 补 ，满

足更多观演需求。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 表 示 ，江 苏 坚 持 把 小 剧 场 作 为 加

快艺术创作领域文旅融合的重要载

体，加强旅游演艺、非遗等特色小剧

场建设，不仅丰富了旅游内涵，也实

现 了 用 旅 游 载 体 传 播 文 化 ，为 人 们

提供了“白天观景、晚上看戏”全天

候旅游体验。同时，结合城市更新，

培 育 了 一 批 整 体 联 动 、各 具 特 色 的

小剧场集群，在全省形成形态各异、

相互补充、协同发展、便民惠民的小

剧 场 发 展 格 局 。 下 一 步 ，江 苏 将 继

续 探 索 小 剧 场 建 设 的 特 色 创 新 之

路，通过推动小剧场均衡发展、发挥

示 范 小 剧 场 引 领 作 用 、组 织 小 剧 场

精 品 剧 目 展 演 等 方 式 ，进 一 步 推 动

全省小剧场建设高质量发展。

文旅融合走深走实

如果说小剧场是新兴的文化传

播 载 体 ，那么与小剧场同步推出的

小剧场精品剧目则是文化传播的核

心，一场场凝结了创作者心血的剧目，

更承载了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

观众了解当地文化的一个窗口。

人 流 穿 梭 的 街道上，卖白兰花

的叫卖声、常州大麻糕的香气、正在

卸货的码头工人的身影交织在一起，

观众们都是街上的路人，时不时还能

收到货郎亲手递上的兰花豆……由

常州市钟楼 区 文 化 馆 打 造 的《织 梦

运 河》，以 国 家 工 业 遗 产 常 州 恒 源

畅 厂 的 历 史 故 事 为 背 景 ，以 常 州 工

商 业 发 展 的 典 型 人 物 为主线，展示

了百年工商对常州的影响。

钟 楼 区 文 化 馆 馆 长 孙 茹 表 示 ，

《织梦运河》的舞台根据历史材料，

重 现 了 当 年 常 州 三 堡 街 两 岸 的 风

光 ，同 时 剧 中 还 融 入 了 运 河 文 化 、

老 城 厢 文 化 和 红 色 文 化 等 ，通 过 行

进 式 、沉 浸 式 的 演 出 方 式 ，全 景 展

示 常 州 的 文 化 底 蕴 。“ 许 多 当 地 市

民看过《织梦运河》之后，都感慨自

己对常州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 江 苏 省 苏 州 昆 剧 院 创 作 的

昆剧园林实景版《游园惊梦》，为了

更 好 地 展 示 苏 式 生 活 、传 承 江 南 文

化，采用了复归明代“家班式”的演

剧传统，在时长 80 分钟的演出过程

中 ，游 客 置 身 于 苏 州 昆 剧 传 习 所 的

园 林 内 ，聆 听 演 员 们 全 凭 嗓 子 和 身

段 的 真 情 演 绎 。 江 苏 省 苏 州 昆 剧

院 演 出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冯 雅 介 绍 ，除

了看表演，园林实景版《游园惊梦》

还 通 过 造 型 展 示 、昆 曲 导 赏 等 配 套

服 务 ，带 领 游 客 全 方 位 了 解 一 台 戏

的台前幕后，深度感知昆曲世界。

冯 雅 表 示 ，园 林 实 景 版《游 园

惊 梦》上 演 以 来 ，丰 富 了 夜 间 演 艺

市 场 ，实 现 了 苏 州 园 林 和 昆 曲“ 双

遗 产 ”的 完 美 结 合 ，是 文 旅 相 融 的

有 益 探 索 ，更 是 对 江 南 文 化 基 因 的

活态传承，让昆曲“活”在了现实生

活 中 ，也 让 江 南 文 化 实 体 化 、情 景

化 。 如 今 ，该 剧 平 均 每 年 在 苏 州 昆

剧 传 习 所 商 演 40 场 ，每 场 50 余 雅

座也都满座。

精品剧目提升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