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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自觉地受到周边环境氛围的影响，情随景动，将对

客观事物的认知转化为主观感受的体会，以达到触动心

灵、升华情感的作用。充分发挥旅游者在参与旅游实践

中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产生思考、评价、总结的心理过

程，在情感上形成肯定和赞美的心理反应，进而对人的

意识产生具有催化作用的效应，激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成员身份的情感认可。

因此，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导向，丰富

昭君出塞的表现方式，充分调动游客的感官系统，引导

游客深度参与到文化体验中。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创新打造昭君文化旅游品牌，用精

彩生动的文艺演出和节日仪式庆典活动还原昭君出塞的

历史场景，通过VR、AR等科技手段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和

展示方式，开发云游“昭君和亲路”等现代旅游项目。

游客可以在沉浸式情境中感同身受，从而产生与故事主

人公王昭君之间的情感连接，唤醒向往和平美好生活的

共同感受，增强对民族团结友好的价值认同。

同时，打造文化体验场景，让游客积极参与到民族

文化的亲身体验中去，比如民族歌舞、节日活动、传统手

工制作等，感受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整合关于

昭君文化的现有旅游资源，规划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体

会到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同一地区的交织交融，感受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地理形态，在自然风光、人

文特色的体验中达到对昭君出塞历史的情感升华。

（三）深入阐释昭君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8]王昭君已经成为彰显“民族友好团结”的文化

符号。要实现以文旅融合推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

认同，就需要深入挖掘和阐释昭君文化的内涵价值，以

此增加游客对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身份理解

和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文化认同最核心的就是要实

现对群体价值观念的认同。从昭君出塞历史事件来看，

其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核心理念，是中

华各民族的共同理想；从王昭君个人品格来看，她无私

奉献、坚强勇敢、善良博爱的优秀品质是中华传统美德

的生动表现，是中华各民族在品德塑造上的共同价值追

求，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相连的一部分。因此，一

方面，要将昭君文化蕴含的“和平”“和谐”“和睦”

的价值理念，融入到景区布展、解说讲解、旅游宣传、

文艺演出等旅游项目的各方面，让旅游者在细致入微的

文化氛围中感受各民族“和合”的共同文化内核；另一

方面，也要注重在旅游宣传讲解中对王昭君美好品德的

赞美与歌颂，引导旅游者产生对王昭君品格中体现的爱

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游客只有在

旅游过程中认识到不同民族本质上拥有着共同的价值理

念和精神追求，才能体会到中华文化内在统一性，增强

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此外，要深入挖掘新时期昭君文化的时代内涵，定

期举办昭君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策划昭君文化研究重大

项目，鼓励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解读昭君文

化，为实现昭君文化旅游更好融合打下学理基础。充分

发挥昭君文化节的作用，发挥文化浸润的作用，让昭君

文化旅游成为展现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的镜子，增强昭

君旅游项目的文化吸引力。提取最具代表性的、能够体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的文化符号，加入昭君文旅纪念

品、艺术品等文创产品设计，在好玩好看中传播文化内

核与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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