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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文化场馆 雕塑城市人文

人人，，是城市的目的与尺度是城市的目的与尺度

“人，是城市的目的与尺度。
以人为本的城市是什么模样？”今
年上半年，三联生活周刊主办的
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评选活动引
发了各方关注。我们生活在城市
中，可对于“什么是城市”，尤其是

“什么是好的城市”这样的问题，
似乎都难以回答。不少专家和学
者的观点是，下一轮的城市竞争
将会是城市人文的竞争，富有特
质的城市生活方式将会吸引人
才，而人才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发
展前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无
个性、无区别的场所会令城市越来越刻板。”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曾在接受采访
时如是说，而要打破这种刻板感受，文化场
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今年锡城的文化场馆月又悄然开启，引
导人们去寻找一个个雕塑城市人文的佐证：
走进国保景区薛福成故居，庭院深深，气势
恢宏，来到锡绣工作室，十组亲子家庭在非
遗传承人胡晔新和邵敏的指导下，一针一线
地绣着荷花。旁边，资深拍客张物华举起镜
头，按下快门，记录下女红研习会开班的第
一天。来到无锡博物院的社教体验中心，一
场“王者荣耀”AR体验课正在进行。孩子们
打开桌上的pad，扫一扫画册上的“小眼睛”
图标，吴王僚的宝剑和讲解立即从屏幕上跳
了出来。“吴地文明”系列AR课现已开发了
8组，唤醒了一件件“镇馆之宝”。无锡市图
书馆别出心裁，带领读者走出图书馆，行走
天地间。“经典不停步，永远跟党走”红色主
题阅游吸引了十余组家庭参加，大家走进

“先锋农场”、匡村中学旧址、“锡流”纪念馆，
听讲解、读经典，深度寻访，在丰富多彩的活
动中，增长党史知识，重温红色记忆。东林
书院内，碧池曲廊，屋宇鳞比，来此体验书院
生活的游客络绎不绝。行一场传统拜师礼，
赏一场实景演出，品一杯咖啡香茗，体验一
把投壶射箭，再到手作工坊做一页手账。作
为洛闽文化的中枢，这座千年古书院正绽放
出时代光彩。

这个夏天，人们去文化场馆“打卡”，向
历史文化致敬，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和魅
力……

文化场馆
打破刻板印象

无锡美术馆里，戏曲脸谱绘画体验课上，
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创造，令画家陈皓惊喜连
连。走进美术馆教孩子们画画，陈皓觉得很新
鲜。一场绘画体验课下来，孩子们意犹未尽，
嚷着下次还要来。无锡美术馆的美育功能被
深度释放，公众亲近艺术的热情被一次次点
燃。“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场馆，把去美术馆、
博物院看展纳入自己的日常行程中。”美术馆
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不断接受、感受中，身处其中的人们越
来越明晰地感受到文化场馆所传递出的城市
气质和个性，也体验到艺术和人文活动对个人
带来的冲击。没有开幕仪式，却有人们涌入各

种文化活动现场；无须广而告之，一场体验活
动的名额放出即被秒杀；告别走马观花，在场
馆内外深度触摸城市文化。近一个月，无锡市
第二届文化场馆月将密集带来87场主活动、
600余场子活动，线上线下绘就一幅多彩图
景，吸引市民及周边地区的游客纷纷前往“打
卡”，恋上场馆之夏。

“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感受力，能够帮助人
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和感受生活。”专家对于人
文城市重要性的阐述，已然上升到塑造城市精
神的高度。如今，文化场馆也已经成为名城无
锡的城市灯塔。文旅融合，为文化场馆赋能，
让城市灯塔越发闪耀。

主题活动 塑造城市精神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市文广旅游局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以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为突破口，推动文旅高质量
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大文旅产品和
服务供给，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去年
以来，在疫情影响背景下，无锡人均接受公共
文化场馆服务次数达到5.06次、国内旅游接
待人次6010.2万人次，稳居全省前列。

建筑师张永和表述过关于人文城市的标
准：人的尺度，应该成为城市空间确定的最基
本参考。如何为城市中的人提供更好的、更有
质感的人文感受，是文化场馆必须思考的问
题。作为无锡全力打造的文旅品牌，“无锡市
文化场馆月”集中用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市、

区、街道、社区四级文化场馆联动，线上线下结
合，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精彩纷呈的高质量惠
民活动，更是从服务、管理和创新感受等维度
进行预演。

“当然，一座城市要获得真正的人文气质，
必须打破场馆的‘围墙’，无论是建筑还是街
景，形成全城处处可见的人文气息。”在文旅
局相关负责人看来，文化场馆无疑是提升城
市人文气质的轴心和枢纽。一座座文化场馆
将不断激活无锡文脉之厚重、城市创新之灵
动，并在经历人文城市新一轮建设的当下，通
过各个方面建设推进，形成更为强劲的人文聚
合力。

（韩玲、张月）

形成共识 锻造人文特质

关注17日晚，在无锡大剧院“黑匣子沉浸

式演艺空间”内，爆款戏剧作品《窦娥》上

演，通过声、光与舞台的相互配合，给现场

观众带来不同于以往的沉浸式体验。沉

浸式剧目、演出正涌进锡城文旅生活的方

方面面，在文化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那么，对沉浸式内容的打造能否

带来文旅消费的下一个爆款呢？

■沉浸式演出激活剧场

“昨天的演出票几乎售罄，之后几场演
出预售情况也很不错，即使有的还带着‘小
众’‘先锋’的标签。”大剧院运营中心总监崔
建彬告诉记者，日本导演山田由梨的小剧场
戏剧《嘿！我失眠了》、龚琳娜与丈夫老锣的
龚罗新艺术乐团专场音乐会等都会在这个
沉浸式空间陆续上演。

沉浸式的演出，从本质上改变了参与者
与作品内容互动的方式。前不久，无锡演艺
剧场内，一场名为《拯救小说家》的原创沉浸
式话剧进行了预演。该剧讲述了民国年间，
一个知名剧作家在无锡啼笑皆非的遭遇。
与一般话剧演出不同，演员们频繁走下舞
台，与观众互动。“先生买把枪吧，只要100
银圆。”当演员说出剧中台词，观众没有准备
的临场反应令人捧腹，为演出加分不少——

“我没有银圆，都改用手机支付了。”除此之
外，该剧的出品方原石剧社还邀请观众上
台，现场演绎剧中片段，“过了一把当演员的
瘾。”两次上台的“90后”观众小蒋告诉记者，
这样的感受很特别、很有趣。原石剧社的小
米说，这个剧目早在几年前就排演过，今年
重新改编，特意增加了观众的“戏份”，就是

为了满足观众沉浸式的需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剧场在锡城出现，如

何找到满足市场需要的演出内容成为一个
难题。无锡文发演出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
奚明告诉记者，沉浸式演出方式是一个较为
合适的选择，“这次，我们在演艺剧场引入这
一沉浸式话剧演出，期待这个本土剧社能通
过提供新内容，给观众以新感受，剧场也能
焕发新活力。”

■解构文化消费升级新需求

“沉浸式剧目有很强烈的故事性、角色
性和交互性，能够多方位、全角度调动参与

者的注意力。”奚明说，随着人们文化消费水
平的普遍提高，消费需求渐趋多元，人们已
不再满足于置身事外，更希望获得“完全投
入”的状态，并愿意为此“买单”。由此可见，
沉浸式演出火爆的背后，是对文化消费新需
求的满足。

所以，各种沉浸式体验项目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在景区、商场和文化展馆内，逐渐成
为文旅融合发展进程中，提升吸引力的重要

“砝码”。上周末，古运河上的沉浸式实景演
出《运河四季》继去年运博会之后再次亮相，
沿着运河两岸，在跨塘桥、南下塘沿河小铺
子、码头弄、大公桥、清名桥、望湖门等点位，

歌舞、音画、戏曲、情景剧以及灯光秀等多种
艺术手段一一出场，游船载着游客穿行在演
出所营造的“行如水间，游于画中”的意境
中。“虽然演出是免费观看的，但带动了运河
游船的客流，之后固定每周五、周六晚7:
00-8：30演出，我们也会通过岸上与游船的
互动，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江南古运河
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沉浸式演出获得的体验感是独一
无二的，有时还能从中交到朋友。”沉浸式演
出爱好者余舒告诉记者，自己去过的锡城沉
浸式剧本体验馆已经多达20个，他期待锡
城能有更多“全沉浸式”的感官盛宴，也期待

这些演出能发挥更强的社交属性。

■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强磁场”

据了解，在锡城，不仅仅是演出，锡城公
园景区、文化场馆也在筹划影视IP的沉浸式
主题化开发和以剧本杀为核心的沉浸式综
合游玩项目。“得深挖无锡本土资源和从本
土文化中寻找提炼主题，将创意内容和文化
内涵植入场景中，形成吸引市民和游客的大
IP，并对这个IP进行深入打造。”奚明说，“戏
剧幻城”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通过21个
剧场、每天700分钟的沉浸式演出，勾勒出
中原文化的全景图。该项目在河南一亮相
就成为爆款。

专家表示，演出等沉浸式文旅体验内容
在锡城刚刚起步，有很大的迭代升级空间，
需要在加强故事情节设计、优化体验上下功
夫，提供更优质的文旅服务。在市文旅局相
关负责人看来，深度开发沉浸式项目，丰富
文旅活动场景，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城市文化
的温度，从而增强黏性，使他们成为接触点
和分享触发点，自愿在社群里分享、推荐，才
有可能形成吸引更多人了解无锡、爱上无锡
的爆款产品。

（韩玲）

锡城沉浸式演出市场渐热

能否成为城市下一个爆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