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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院团加盟，支撑起陕西旅游演艺的天地，从而使陕

西旅游演艺真正做到了“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

其次，旅游演艺是融合舞蹈、话剧、杂技等多种艺

术的综艺。新时代陕西文艺已不是简单的某种艺术，而

是越来越复杂的多种艺术跨界融合、同台献艺的综艺形

态。旅游演艺将原有艺术要素拆解、重组，产生了令人

意想不到的混合型文艺形式，融合成为艺术创新、文化

创造的重要推动力。《无界·长安》中将皮影戏、华阴

老腔、秦腔融合在一起，今年国庆期间上演的大型秦文

化主题的演艺《赳赳大秦》，把舞剧、话剧、杂技等多

种艺术形式糅合在一起，正如《赳赳大秦》的编剧韩真

所讲“文旅舞台给予我们一个更广阔的想象力，更加没

有边界的一种表达方式。”

最后，仍有很多演艺源自文学创意。2022年兴起的

长安十二时辰唐风主题街区，来源于电视剧《长安十二

时辰》IP，而电视剧又来自对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

改编。白鹿原影视城里的《黑娃演义》脱胎于陈忠实小

说《白鹿原》。近年崛起的陕派话剧铸文学之魂于舞台

上。凭借经典作品积淀下的普适性文化母体，和已经产

生的深远影响力，借助新艺术表现方式，文学作品改编

的艺术让观众产生似曾相识又不尽全识的艺术新经验，

和新的艺术表现力与生命力。陕西人艺茅奖四部曲《白

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生命册》，均来自获

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改编，并重点在于对陕西文学经典

作品的改编。因为舞台艺术的文化立意与思想性不可或

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剧场演艺，以及文旅舞台艺术的

母体。大型文旅演艺《赳赳大秦》中对《诗经·秦风》

诗的巧妙运用，显示出极强的文学性。显然，新舞台艺

术无论是剧场演艺，还是旅游演艺，都将艺术性、商业

性以及观众需求兼容在一起，借助全新叙事方式激活往

昔故事，并为其赋予新生命，从而让我们在传承中获得

创新的体验。

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

毋庸置疑，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传统文化获

得新表达方式，并能驱动多元场景。场景在传统物理空

间的基础上凸显文化和美学要素，是承载文化价值、突

出文化品质、彰显文化特色的社会空间。新一轮科技革

命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时间和空间的“场”，文艺则为科

技创新和进步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而科技赋能

文化场景持续优化和创新发展。技艺相融实现了艺术创

造生产过程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展示，为文艺承载的文化

提供了可观的、连续的、整体化的展示空间。

以 西 安 的 大 唐 不 夜 城 为 例 ， 这 条 以 盛 唐 文 化 为 主

题的文化旅游街区，融合了历史、艺术、建筑、商业、

娱乐等多种元素，通过光影秀、数字艺术装置等方式，

以科技赋能数十台唐文化主题演艺和行为艺术，从而使

大唐不夜城成为当代西安重要旅游景区和网红打卡地。

灯光秀是使大唐不夜城获得光华璀璨艺术魅力的原因之

一。它以传统剧场，或者建筑外墙、山水为幕布，以色

彩控制、数码显示与投影、材料技术为手段，加上裸眼

3D、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是凸显科技

力量的新文艺形态之一。大唐不夜城的灯光秀首先在于

安装了1000台定制电脑灯及10台全彩激光灯，设计师用

LED灯勾勒出树干曲线，营造出火树银花的繁盛景象。灯

光秀观赏地主要集中在大雁塔北广场。每当亚洲第一音

乐矩阵喷泉的水舞灯光秀随着音乐起伏，水柱在灯光照

射下变幻莫测，喷泉与灯光交织出梦幻般画面，视觉与

听觉结合，科技与艺术融合后的新文艺形态有令人着迷

的魅力。开元广场周边以LED灯布置而成的彩色钢琴键，

当游客踩着钢琴键，灯光会随着脚步而变换颜色。不夜

城的树上还挂满流光溢彩的串串唐诗，在灯光夹持下如

繁星点点。不言而喻，诗词赋予长安灵魂，灯光给予诗

歌如梦般诗境。

2024年春晚西安分会场的《山河诗长安》里，同样

有大唐不夜城的繁盛景象。当AR助李白乘鹤入长安，通

过采用分镜头脚本和影视化拍摄，并一帧帧对位调试，

动画人物李白与现实实景大雁塔融合在一起、真人与动

画人物无缝衔接，从而实现了跨越古今的对话，虚拟与

现实的交错。新时代陕西文艺越来越多地运用先进数字

技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技术强化了文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创新了沉浸式演

艺、沉浸式影视等文艺新形态，优化了文艺产品的消费

场景和美学诗境。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意数据编码、

VR、AR、动作捕捉、红外感应等前沿科技为代表的数字

科技加入艺术生产线，让人们在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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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赳赳大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