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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演艺作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

典 型 形 式 ，成 为 推 动 旅 游 业 快 速 发 展 的 新

势 力 。 旅 游 演 艺 具 有 旅 游 商 品 、文 化 产 品

和 文 艺 作 品 的 三 重 属 性 ，是 宣 传 地 方 文 化

的 亮 丽 名 片 ，也 是 游 客 体 验 地 方 文 化 艺 术

的绝佳窗口。

近年来，敦煌借助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

快速出圈，旅游项目供给不断丰富，游客多

样化、高品质的旅游需求不断被满足。其中

《乐动敦煌》作为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体验

剧 ，自 开 演 以 来 好 评 如 潮 。 该 剧 在 文 化 书

写、空间营造、科技赋能、审美引领、研学实

训等方面逐步拓展旅游演艺新边界。

文化的在地性

在地性是现代公共艺术创作中的重要

范畴，近年来逐步延伸至艺术乡建、旅游项

目和文艺创作等领域，强调文化的在地性是

推进当地文旅特色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对于旅游演艺中的在地性表达，

要注重文化的地域特征。

《乐动敦煌》的创作厘清了旅游演艺与所

在地的深度关系，通过对敦煌史料、敦煌壁

画、敦煌艺术中的人物事件、乐舞形象和空间

视 图 等 元 素 深 入 剖 析 ，“ 活 化”敦 煌 乐 舞 盛

景。该剧以西域音乐天才白歆克服沿路荆

棘，在敦煌创作出告慰一生的作品，实现东西

方音乐融合的恢宏梦想为故事主线，以“人在

剧中游”的观演方式，展现敦煌传承发展了千

百年的古乐文化魅力。这种以小人物见大历

史的叙事策略精准展现敦煌乐舞文化艺术的

多元性和包容性。旅游演艺对在地文化的

“解构”与“重构”更强调文化的真实性和具象

性，也就是说，在宏大的历史文化中勾勒出清

晰可见的叙事主题，以当代的价值观念、审美

追求，把典型的文化艺术符号根据艺术的叙

事范式进行全新演绎，创作出集艺术性和观

赏性于一体的演艺作品。

空间的真实性

目前旅游演艺空间逐步从“景区+演艺”

模式到注重场景营造与内容体验，并持续拓

展新模式，在新模式演变中“真实性”成为高

质量旅游演艺关注的焦点。“舞台真实性”理

论强调文化和空间的双重真实，前者体现文

化 的 在 地 性 ，后 者 则 注 重 演 艺 空 间 的 写 实

性，任何一方真实性的迭代会造成地域历史

文化失真的问题。

《乐动敦煌》剧场空间的设计突破了传

统剧场空间维度的限制，注重敦煌乐舞文化

的 构 成 空 间 ，开 创 性 打 造 了 一 个“ 活 的”洞

窟 ，真 实 地 复 刻 石 窟 内 藏 经 洞、佛 龛、莲 花

台、藻井的特色形制，结合从壁画中活化的

乐舞盛景，打造了一个可看、可听、可游走、

可互动的沉浸式洞窟剧场。同时，搭建大型

丝路非遗文化互动街区——上元市集，设立

云阙飞仙牌楼、宾至叠瀑、云阙仙宫、上元安

康踏歌台、风动藻井、燃灯轮等特色景观和

美食街区，构成“一剧一街区”的文化旅游场

景。这种以洞窟与集市交织、大剧场与小舞

台交互的空间营造，满足了游客对敦煌历史

与乐舞的想象。以“剧、艺、食、趣、学”特色

鲜明的新玩法，形成演艺赋能、街区互动全

新旅游体验，不断完善旅游服务功能，提升

旅游品质扩大消费空间。

科技的融合性

旅游演艺中科技赋能是促进旅游演艺

创新的一大特色，高科技赋能不断丰富舞台

艺术，也在不断更新舞台审美。全息成像、

5G 等数字技术，给观众带来异常真实又超现

实的艺术体验，在巨大的视觉冲击中强化游

客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旅游演艺中的文化

表现、艺术创作可以用科技赋能，但不能将

科技凌驾于艺术创作之上。

《乐 动 敦 煌》把 文 化 、艺 术 与 科 技 三 者

之 间 相 互 融 合、合 理 布 局、互 相 成 就 ，以 科

技 手 段 推 动 剧 情 阐 述 和 艺 术 呈 现 ，演 出 效

果持续焕新丰富观众的观演体验。该剧开

场时利用环场全息投影技术把敦煌乐

舞 历 史 在 浩 瀚 的 文 字 中 徐 徐 铺

展，男主角白歆缓缓走出，带领观

众 开 启 千 年 遗 音 创 作 之 旅 ，墙 壁、洞 窟、莲

台 之 上 金 刚 力 士、伎 乐 飞 天 在 声、光、电 的

配合中“活现”于洞窟之间，主舞台上 3D 威

亚复活壁画中的飞天，反弹琵琶、天女散花

交 相 呼 应 ，再 现 盛 世 繁 华 。 全 剧 将 科 技 与

内 容 、形 式 与 空 间 的 高 度 融 合 贯 穿 于 创 作

与 演 出 全 过 程 ，在 文 化 势 能 与 科 技 动 能 的

均 衡 实 践 中 打 破 了 人 和 舞 台 之 间 的 界 限 ，

让观众置身剧场，近距离地欣赏演员表演，

体 验 光 影 变 化 ，感 受 表 演 者、音 乐、光 影 之

间 的 交 汇 融 合 ，真 正 实 现 了 音 乐、光 影、表

演和心灵的沉浸。

审美的符号性

符号是旅游演艺传播和意义再生产的

重要介质。旅游演艺中的符号包括文化符

号和审美符号。其中审美符号是旅游演艺

传 播 最 本 质 的 追 求 ，对 游 客 审 美 情 感 的 形

成 和 旅 游 演 艺 的 传 播 起 到 关 键 的 推 动 作

用 。 与 舞 台 艺 术 相 比 ，旅 游 演 艺 中 游 客 审

美情感是在具象艺术符号的理解和感知上

所形成审美体验与艺术想象。而旅游演艺

中具象艺术符号的摘取与呈现不是简单的

实景直搬，而是在对当地历史文化、社会风

俗 、艺 术 形 象 的 解 码 与 编 码 中 形 成 的 艺 术

表 现 ，艺 术 创 作 者 遵 循 人 类 共 识 的 审 美 原

则 与 审 美 情 趣 ，在 符 合 大 众 审 美 文 化 的 基

础上，做到“和而不同”，以其弱化与游客之

间 所 产 生 的“ 沟 通 鸿 沟”，让 艺 术 符 号 成 为

有意味的象征性符号。

《乐动敦煌》的不断传播与发酵也离不

开审美符号动力，在“乐”和“舞”的两大艺术

范畴中确立典型艺术符号，如腰鼓、箫以及

舞蹈中的“S”形、“反弹琵琶”“飞天”

等，这些艺术符号在舞者的表演中反

复出现，满足游客的审美

需求，从而形成审美体验，

得到游客的肯定和喜欢，在口口相传中促进

旅游演艺的再传播。因此审美符号不仅是

旅游演艺中的艺术语言，也是旅游演艺传播

中的重要媒介，对游客审美的形成和旅游演

艺的传播有着特殊的意义。

研学的实践性

研学旅游作为一种寓教于乐的旅游活

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家庭的推崇，渐成

规模，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业态。

《乐 动 敦 煌》瞄 准 研 学 旅 游 的 新 趋 势 ，

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旅游演艺边界，扩大旅

游 经 济 。 将 旅 游 演 艺 与 研 学 实 训 相 结 合 ，

打造出具有教育意义和旅游价值的综合产

品。以旅游演艺的观看提高学生的审美素

养 和 文 化 水 平 ，激 发 学 生 对 真 善 美 的 向 往

与追求。同时，针对学生群体设计出 16 门

特色鲜明的研学课程，包括敦煌古乐、敦煌

舞蹈、泥坯画、团扇、敦煌星图、汉简家书等

涵 盖 艺 术 及 文 化 内 容 的 实 践 课 程 ，以 情 景

式 、体 验 式 和 沉 浸 式 的 教 学 方 式 触 摸 千 年

文 化 的 脉 搏 ，在 文 化 和 艺 术 的 洗 礼 中 收 获

成 长 与 启 迪 ，并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活

化、传承与推广起到促进作用，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真正实现“研有所获、学有

所思、旅有所乐”。

（本文配图均为《乐动敦煌》剧照，由甘

肃演艺集团提供）

□ 马正国

《乐动敦煌》——

拓 展 旅 游 演 艺 新 边 界

漫漫风雨路，悠悠敦煌情。2005 年央

视春晚，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出的来自敦

煌壁画的舞蹈《千手观音》美不胜收，惊艳观

众。2023 年 6 月，由该团创排的大型情景音

画剧《千手千眼》，在敦煌大剧院首次亮相，

犹如彩凤翩舞，一鸣惊人，成为中外游客在

敦煌必看的文艺演出。

如今，《千手千眼》已在敦煌大剧院演出

200 多场，观众达 16 万人次，赢得越来越多

的观众的认可和赞誉。

大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是以中国

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诗《我的梦》为蓝本，

融合莫高窟壁画元素创编而成，全剧时长

75 分钟。该剧依托敦煌石窟弥足珍贵的第

3 窟《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壁画，通过音乐、舞

蹈、多媒体等形式，创新讲述妙善救父、化身

“千手千眼观音”的民间故事，旨在用中国残

疾人艺术团丰富精湛的艺术语汇，向观众奉

献一台具有鲜明敦煌特色、深厚人文共情、

独特艺术审美的文化盛宴。

置身莫高窟第 3 窟，《千手千眼观音经

变》壁画中千手千眼观音立像手姿万千，表

情各异。

《千手千眼》穿越千年时空，通过独特的

艺术表现，将壁画故事呈现出来。

古色古香的舞台，通透舒畅的空间，灯

光变幻，音乐优美，舞蹈美妙，剧情跌宕起

伏，人们沉浸在美好的艺术享受中，为剧中

人物的精神所感动。在《千手千眼》整个表

演过程中，音画效果处理得当，与剧情自然

融合。

随着剧目情节的转换，敦煌舞、芭蕾舞、

红绸舞、孔雀舞、金刚力士舞与笛子、二胡、

古琴等交相辉映，不仅烘托了剧情主题，而

且让观众在中西舞乐的交融互动中，体现了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精神价值，使人感

受到了敦煌开放包容的胸襟。同时，旁白、

对话、手语与舞蹈、音画结合，让观众可观可

懂。尤其是手语表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

这个特殊群体的真情实感。

在整场演出中，高科技让梦幻和现实

完美融合。舞台可上下升降，前后左右移

动，纱幕和激光投影完美配合，通过多媒体

大屏幕实现裸眼 3D 效果，让人思接千载，

情飞万里。

值得一提的是，舞台的声光背景画面

以丝路敦煌的大漠黄沙、鸣沙山、月牙泉、

敦煌石窟、壁画雕塑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贯穿全场，让敦煌文化元素与地域风光

相 得 益 彰 ，相 映 成 趣 。 既 烘 托 了 剧 情 ，又

让观众领略了千年丝路的风光之美、文化

之美。

剧目演出所产生的震撼与共鸣久久触

动着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尾声千手千眼观音

舞蹈和造像，美轮美奂，婀娜多姿，把整个剧

情推向了高潮，让观众情融其中，不忍离去。

来自北京的观众李乐说：“看了莫高窟的

《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壁画，再看《千手千眼》

剧目，我对敦煌文化有了更加形象直观的认

识。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身边更多的人。”

扮演妙善的演员汪伊美说，能出演该剧

是自己的荣幸，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向观众

传递善爱和温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

义务，更是自己毕生的梦想和不懈的追求。

伴 随《千 手 千 眼》的 演 出 和 观 众 的 青

睐 ，敦 煌 大 剧 院 在 剧 场 大 厅 开 设 了“ 爱 心

屋”，相继推出了《千手千眼》与敦煌文化元

素关联的文创系列产品，让观众在欣赏艺

术的同时，也能为关爱残疾人事业献上一

份爱心。

□ 李茂锦

《千手千眼》——

情景交融 触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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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千眼》剧照 王斌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