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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两岸住着谁，沙湾人
在这里……”伴随着声声号
子，船歌悠扬，音乐剧《少年
郭沫若》缓缓拉开帷幕。在
《南行别弟》《翩翩少年郎》
《茶溪》《人之初》《唐宋诗》
《星光》等串联音乐中，该剧
将郭沫若 12 岁以前在沙湾
生活学习的故事生动展现，
通过郭沫若的成长经历，反
映“铜河家风家训”的内涵。

《少年郭沫若》在主创阵
容、演员选取、舞台呈现、音乐
创作上各有亮点，乐山话、唐
宋诗、三字经统统变身音乐素
材，独具匠心的创作风格令人
叹为观止。同时，作为一部研
学题材音乐剧，该剧的每个小
故事都饱含深意，向参加研学
游的学生及家长传达了不少
情感。“音乐剧在故事设置上，
围绕郭开贞少年时期与他的4
位人生‘老师’的故事展开，主
要人物有郭父、郭母、老师沈
先生、大哥郭开文，在与他们
的故事中讲述了父母对孩子
的陪伴、老师的因材施教等。”
该剧总制片人、作曲、作词、编
剧沈庆说。

作为沫若戏剧小镇的重
头戏，《少年郭沫若》的首演，
拉开了沙湾研学游的新画
卷。据了解，依托小镇和郭沫
若故居纪念馆，沙湾区将旅游
资源串珠成线，开发了 12条
研学旅游路线，包含工旅融
合、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真正
做活沫若文化品牌。

开馆和首演仪式当天，沙
湾区还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
重庆郭沫若纪念馆签订了三
方《交流与合作协议》，与四川
艺术职业学院、四川省人民艺
术剧院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政府搭台、企业运营、
大师引领、校地合作、戏剧联
盟”的发展思路基本形成。

“我们跳出‘故居’‘纪念
馆’名人文化宣传的传统思
路，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
子。借鉴英国莎士比亚故居、
浙江越剧小镇、汤显祖戏剧小
镇等国内外戏剧小镇经验，借
助四川三大文旅盛会在我市
举办的东风，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巴蜀文化走廊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建设成了沫若戏
剧小镇……”开馆仪式上，沙
湾区委书记袁仕伦介绍，目前
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二度
梅奖”得主陈智林、国家一级
演员董凡已入驻小镇成立大
师工作室；芬兰书米国际教
育、中央戏剧学院等10所戏
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入驻
小镇建立实训基地。下一步，
该区将坚持“国际化、主题化、
常态化”标准，加强国内外戏
剧小镇对接，共同建立戏剧联
盟；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坚
持“每月一主题、每周一活
动”，把沫若戏剧小镇打造成
为国际戏剧文化交流地、弘扬
沫若文化新阵地、人文戏剧研
学目的地、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地。

据了解，2019年以来，沙
湾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文旅
发展大会精神，主动融入“川
滇国家旅游风景道”建设，积
极争创“天府旅游名县候选
县”和“四川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当前，我市围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确定了

“一个引擎”“两个中心”“三张
名片”“四篇文章”的文旅发展
路线，沫若戏剧小镇的建设和
音乐剧《少年郭沫若》的打造，
无疑是我市深度挖掘沫若文
化，传承弘扬优秀地方文化作
出的有力探索，也为全市建设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作出了贡献。

背负绥山、面向沫水(大渡河)的
沙湾，因“灵山秀水、沙岸湾环”而得
名，这里曾养育了我国文化巨匠郭
沫若，铜河文化、沫若精神在这座小
城代代相传。百余年后，大渡河畔，
以“沫若”为名的戏剧小镇临江诞
生，为名人文化注入新鲜血液，重新
擦亮沫若文化名片，进一步提升沫
若文化品牌。

据了解，沫若戏剧小镇位于“川
滇国家旅游风景道”四川首段，毗邻

“大渡河国家湿地公园”，以“弘扬沫
若文化”为核心、“戏剧演出+亲子
研学”为主题，按4A级景区标准建
成。沫若戏剧小镇建设有沫若剧
院、沫若文化广场、戏剧主题街区、
铜河家风家训楼，其中戏剧主题街
区包括沫若剧院和川剧、国内外戏
剧、郭沫若戏剧等12个主题馆。

一馆一主题，馆馆有特色。走
进沫若戏剧小镇，彷佛徜徉在沫若
精神和戏剧文化的海洋中。沫若
剧院建筑总面积约 9800 平方米，
可容纳400余人。剧院以大渡河边
静躺的红色“星辰石”为设计灵感，
红色的外观象征着郭沫若先生的
红色精神和革命热情。

沫若戏剧馆则通过数字化运
用、场景再现沉浸式体验方式，以
郭沫若戏剧创作轨迹，集中展示了
他在各个时期创作的11部历史剧，
全面展现郭沫若戏剧文化的精髓，
让人感受文豪之气，追寻文脉之
源。

国际馆展现了戏剧之多样，打
开了文化之窗口，把书本里的经典
场景变成实景，实现“戏剧书本化，
书本戏剧化”。而中国戏剧馆则呈
现曲艺之经典，唱响民族之强音，用
传统方法和现代视觉艺术科技手
段，让人深度认知中国戏剧历史之
变迁，感知中国戏剧艺术之博美，体
验中国戏剧之快乐，中华文化之厚
重。川剧馆由川剧展示和川剧体验
两个区域组成，展示区以川剧发展
历史、川剧行当角色、川剧音乐、川
剧舞美、实物等组成，体现川剧艺术
沉雄博大的整体风格；体验区以现
场观戏、角色扮演、经典戏装拍摄、
品茗听曲等互动体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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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沫若书坊

▶ 沫若剧院 记者 白建伟 摄

▶ 独特的文创作品引来游客关注

川剧绝活表演、情景剧《高渐离》
《王昭君》、儿童剧《白雪公主》《爱丽丝
梦游仙境》、皮影戏《猪八戒背媳妇》

《调皮的西瓜》……刚刚过去的中秋、国
庆“双节”，沙湾区沫若戏剧小镇游人如
织、人气爆棚，共接待游客7.76万人次，
前来游玩打卡的市民、游客玩转各个场
馆，过了一把戏剧瘾。

从9月19日开馆以来，沫若戏剧小
镇受到各方瞩目。作为“川滇国家旅游
风景道”四川首段的第一个景区，沫若
戏剧小镇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是
郭沫若故居纪念馆的一个延伸，也是传
承和弘扬沫若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四川三大文旅盛会期间，沫若戏剧小镇
成为乐山文化旅游“新十景”。那么，这
个集戏剧交流、亲子研学、主题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文旅项目，是如何做活沫若
文化品牌的？以此为契机，沙湾区又是
如何走上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乐
山各大景区景点、美食街区可谓人气满满、热度爆
棚。与此同时，乐山各大影院也迎来了观影热潮，票
房一路飘红。

太平洋影城（乐山店）值班经理苟芳告诉记者，此
次假期有不少因为疫情延期的“春节档”电影上映，受
到很多观众青睐。“因为观影人数持续上升，我们也开
放了更多的座位、场次和排片供大家选择，同时也积
极采取措施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比如每场电影
观影人数最高控制在座位数的75%左右，观众需实名
网络购票、现场测量体温、登记个人信息等。”苟芳介
绍。

影院有诚意，观众很买账。据猫眼专业版APP
统计，10月1日至5日，乐山电影综合票房达到628
万元，最受观众喜爱的《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两部
电影收获观众近15万人次，成绩喜人。市民朱女士
告诉记者，因为假期有很多外地游客来乐旅游，为了
避免拥堵，她选择到影院观影过节，“我选的电影是从

‘春节档’延期至今的国产动画《姜子牙》，看了以后觉
得画面、打斗场景都不负期待。”

记者了解到，不少游客都将看电影列在了自己的
“假期清单”之中。大家纷纷表示，看一场电影后再打
卡乐山的网红美食，无论是胃还是精神都得到了满
足。

观影过节
乐山影院很热闹

近年来，综艺节目在内容和模式自主创新、引发
观众共鸣等方面取得亮眼成绩。不仅如此，综艺节
目积极探索纵深化、融合化路子，不断切入各个垂直
领域，追求与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成为引领文化风
尚的新抓手、新入口。

很长时间以来，历史类综艺节目一直发挥着传播
历史知识的科教功能，而《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

《我在颐和园等你》等新综艺节目，不仅彰显传统文
化无穷魅力，还有效助推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据
统计，自2017年《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
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上升了 50%，“为一座博物
馆赴一座城”成为新兴热门旅游项目。《上新了·故
宫》专门开设投票专区，观众可以对每期文创新品进
行投票，得票高者就会投入生产；《我在颐和园等你》
直接打造苏州街主题店铺，创造出“网红体验店”。

音乐剧、街舞、脱口秀等文艺形式，也借助相关
综艺节目的热播，成功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炙手
可热的潮流文化。曾经，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一度
受众有限。现在据统计，2019 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
剧专业考生增幅达 46%。《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
团》等节目的热播，加速街舞在我国的发展。各种街
舞赛事不断涌现，年轻人学习街舞的热情高涨，街舞
培训行业也迎来风口。《乐队的夏天》《一起乐队吧》

《我们的乐队》等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乐队
文化，爱上乐队演出。在节目助推下，参赛乐队也实
现人气热度和商业价值的提升。《这！就是灌篮》将
真人秀与竞技体育相融合，对球员选拔以及体育经
纪产业链产生积极影响，版权模式被国外传媒集团
购买，推动中国原创网络综艺进军海外市场。

综艺节目能够对社会文化深度开掘，“精耕细
作”。一方面，综艺节目自身需要迭代升级。近年来
我国综艺节目发展迅猛，竞争激烈，迫切需要开拓新
主题、新领域、新故事、新视听，以突破同质化竞争的
困局。小众领域为综艺节目提供了创新元素和新鲜
面孔，综艺节目团队顺势聚焦垂直圈层，从中寻找创
意灵感，开掘新的主题内容，拓展节目空间。另一方
面，部分文艺形式存在一定的欣赏门槛，缺少有效抵
达大众的渠道，综艺节目的“加盟”有效增强这类文
艺形式的趣味性、感染力和亲切感。借助专业团队、
成熟的节目模式和推广手段，这类文艺形式也进入
大众视野，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赏。

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前许多综艺节目进一步
开掘内容，拓展行业边界，从而释放出更大能量，助
推产业整合升级。比如《中国新说唱》推广华语说
唱，积极开发衍生节目和艺人经纪，探索说唱歌手职
业发展路径，推动说唱产业规模化发展；《铁甲雄心》

《这！就是铁甲》将“综艺+赛事+教育+产品”四大链
条相结合，通过“以综带赛、以赛带学”的方式，投入
青少年竞技机器人市场。

“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
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
充满活力。”综艺节目作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文艺
形态，影响面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要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传播主流价值，传播正能
量，努力在主题立意、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方面取
得更大突破，推动综艺节目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综艺节目
持续健康发展
■ 文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