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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李白詩 贏得肉夾饃
互動文旅熱潮不減 內地多景區「知識當錢使」

迎

小朋友和餐廳服務員對詩

「以前只是聽說大唐不夜城晚上會
擠不進去，沒想到現在白天也

是『寸步難行』。」5月 1日下午 16
時，西安市民康倩帶着3位遠道慕名專
程來看《盛唐密盒》的外地朋友，在車
流中「突圍」了半個多小時，才終於趕
上了17時開始的當天最後一場表演。
「雖然我們都沒獲得和房玄齡和杜如晦
兩位名相互動的機會，但現場的氛圍，
還是讓我們覺得不虛此行。」康倩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即便演出僅有10分
鐘，但兩位演員的幽默，從天而降的
「唐禮」，以及超強的接梗和臨場造梗
能力，讓遊客沉浸其中，有一種極強的
參與感和獲得感。

遊客偶遇「李白」打招呼
剛剛會完房杜名臣，一轉身還可能與

閒逛的「李白」撞個正着。「我歌月徘
徊」，還未等遊客反應，李白便拋來一
句詩，原來這是對詩的環節。按照規定
如果遊客三次按要求對出了下句，便能
獲得一份正宗的三秦美食肉夾饃。然而
讓詩仙鬱悶的是，突然被古裝人「嚇
掉」手機的小哥哥，並沒有優雅地對上

「我舞影零亂」，反而慌亂地丟出一句
方言：「你把人嚇到……」
現場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華燈太白》和《盛唐密盒》以當下年
輕人最流行的「悅己」方式——拆盲
盒，讓演員走進遊客中，讓遊客融入演
藝中，零距離沉浸式感受唐朝「大人
物」們的風采和氣度，更加直觀地感受
盛唐文化的魅力。特別是在「李白」和
「房玄齡」「杜如晦」的精彩演繹下，
讓遊客有一種輕鬆愉悅的沉浸感，假期
每天的演出均爆滿，備受歡迎。

背誦《滕王閣序》免費遊景區
其實類似的互動文旅項目在內地多個

景區都有體現。「您已完成挑戰，得分
87分，恭喜你獲得滕王閣門票一張。」
五一假期來臨，江南名樓滕王閣景區的
智能背序亭前人頭攢動。數字虛擬人
「王勃」正在對遊客背誦的《滕王閣
序》打分。這個五一江西南昌滕王閣景
區上線《滕王閣序》VR自助背誦評分
平台，元宇宙數字虛擬人化身唐代詩人
王勃，擔任「考官」為遊客評分，評分
達標的遊客可以免費遊覽滕王閣景區。

「五一假期第一日，300多人體驗『智
能背序亭』，但只有不到一半人挑戰成
功獲得免票入園優惠。」滕王閣管理處
綜合管理部副主任毛琦表示。

專家：利用景區文化提升品牌價值
當你以為背書只能在滕王閣用就錯

了。江西安義古村群、鳳凰溝景區、南
昌城市文化街區等多個景區也推出背序
獲優惠的活動。一些餐飲商家也開展了
背《滕王閣序》吃「霸王餐」活動。
此外，湖南岳陽樓景區，遊客若在5

分鐘內背誦《岳陽樓記》可免當日門票
一張；背誦李白的《蜀道難》可免四川
劍門關景區門票；背誦岳飛的《滿江紅
．怒髮衝冠》可獲贈河南安陽湯陰縣岳
飛廟門票一張。
據中新社報道，江西省文旅廳智庫專

家、江西科技師範大學旅遊與歷史文化
學院教授李志強說，旅遊景區開展相關
活動不僅是傳承文化的重要體現，也是
推動新時代文旅融合的重要舉措。李志
強說，對景區來說，此舉不僅有利於傳
承景區文化，提升品牌價值，還有利於
拓寬營銷渠道。

遊客路上學歷史 演員台下研經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沒點知識儲備，都不敢出去玩
了。」不少遊客面對爆紅的互動旅遊模
式不禁發出感慨。有人為了能免費獲得
滕王閣門票，不惜用手機查出全文，路
上溫習中學經典。而對於《盛唐密盒》
兩名臣的提問，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河北的遊客在背了三本歷史書後，開
車十幾個小時就為了參與一次開「密
盒」；山東的大哥整理並背了題庫，專
程到西安來互動；成都的小姐姐排隊一
小時，看了10分鐘後，決定連續兩天來
打卡「房謀杜斷」……為了玩盡興，遊
客們算是用盡了一切上學時應付考試的
方法。那麼演員是不是要更努力呢？

用知識點給表演加「梗」
據《舊唐書》記載，唐初名相房玄

齡善於謀略，而杜如晦則處事果斷。
唐太宗時期，兩人相互配合、同心同
德處理政務，並稱「房謀杜斷」，成
為良相典範和美談。據了解，出演房

杜的王澤和陳育飛二人在參與《盛唐
密盒》之前，是好友兼脫口秀演員。
去年大唐不夜城招募互動演員，他們
先後進入團隊，也將脫口秀演員的專
業和默契延續了過來。為了演好這個
角色，他們不僅要習慣穿古裝，模仿
古人說話語氣，同時還必須不斷提高
自己的知識儲備。
「除了默契，我們每天都在閱讀大量

的資料典籍，也比較喜歡鑽研一些東
西，尤其擅長歷史和詩歌這方面的。用
這些知識點給表演加一些『包袱』和
『梗』，讓演藝一直保持新鮮感。」兩
位演員也坦言，因為他們扮演的是學識
豐富的唐朝宰相，所以有很大的壓力，
也正是這樣一種壓力讓他們一直堅持在
學習各種知識，不斷提升自己，為觀眾
們帶來更好的演出與作品。

演員講文化段子火起來
除了硬性的知識儲備，如何拿捏火候

不能讓遊客難看也是他們必須的技能。

他們會先預估一下被選中的遊客的相關
知識能力，試探性拋出一個問題，若對
遊客而言超綱，他們便會再選相對容易
的。如果遊客仍不能回答上來問題，他
們則會用「來，咱們還是照相吧」「先
生不擅長文學，但擅長輕功」等俏皮
話，助遊客化解尷尬。
面對突然的爆紅，王澤和陳育飛有着

自己的認識。「其實我倆以前是說脫口
秀的，是不怎麼成功的脫口秀演員。沒
想到在脫口秀舞台上講段子沒火，在
《盛唐密盒》中講文化段子卻被人熟悉
了起來。」對於未來，他們表示將繼續
演好角色。「能在街區用這種快樂的方
式傳播傳統文化，非常開心，希望未來
自己能成為一張文化名片，在這裏繼續
傳播知識，傳播快樂，也讓更多的外地
遊客了解西安，了解唐文化。」在他們
看來，在表演中能否回答出問題其實並
不重要，讓觀眾獲得快樂，然後從中了
解一些歷史文化知識，才是《盛唐密
盒》演出的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全國首輛唐詩主題
觀光巴士4月28日在西安大雁塔北廣場正式發車，首批遊客們
在乘坐「古城漫遊」觀光線飽覽城市美景、邂逅春意的同時，

亦享受了一場「穿越」千年的唐文化盛宴。
此次推出的全國首個唐詩主題觀光車，以觀光巴士為載體，

貫穿全車的唐詩元素展現盛世長安的歷史人文氣象，以大唐才
女「唐小婉」為IP主理人，秉承了「唐詩內涵+現代審美+藝術
裝置」的設計理念，將詩意與巴士有機結合，給乘客以沉浸式
的乘坐體驗。
此次開啟的「古城漫遊」觀光線串聯西安城牆景區及城牆18

個城門，引領遊客多維度體驗登城牆、逛城腳、打卡古城地
標，通過下午茶、微醺漫遊方式，創造遊古城的一種新玩法。
遊客們乘坐觀光車，以行進的方式和視角，環城牆探索每一處
城門，每一寸青磚和每一種生活氛圍，立體感受西安古城遺蹟
的多面魅力。
據了解，西安城市觀光車後期還將陸續投運「大話西遊」影

視主題巴士、「首個移動博物館」主題巴士、「喜劇巴士」等
沉浸式線路。持續深入融合全市文旅景區、時尚文化街區、老
字號店舖、沉浸式休閒項目等，全力展示城市形象，創造交通
旅遊+的無限可能。

首輛唐詩主題觀光巴士西安發車  &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昔日齷

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4月29日，陝西西安
網友晒出一位小孩和服務員對詩詞的視頻。視頻中，年
長的服務員說出上句，小孩隨即便對出下句，兩人流利

地對接上下聯，十分有趣味且富有文化內涵。
據小孩母親滕女士介紹，他們是從上海來西安旅遊

的，孩子今年11歲，當天偶然進入這家餐廳點了biang-
biang麵，服務員小哥就向他們介紹「biang」字的由
來。小朋友聽後覺得很有趣，並且很讚賞服務員小哥
哥，兩人就開始聊起來。

滕女士表示，小孩喜歡古詩就詢問小哥，能不能玩
幾局飛花令、上下闕，所以才有了兩個人的精彩對
詩。「西安遍地是人才。」小朋友稱對完詩詞覺得偶
遇知音，他很享受這個過程。

視頻一經上網，便獲得很多人的點讚和留言。有網
友表示，這就是西安人民的平均水平吧。也有網友
說，在西安，誰沒點詩詞儲存量，那不尷尬嗎？更有
網友戲稱，這位服務員和孩子這麼喜歡古詩詞，莫非
前幾世就曾經生活在長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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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三次按要求對出下句詩，便能獲得一份正宗三秦美食肉夾饃。圖為「李白」與遊客對
詩。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盛唐密盒》兩位盛唐名相與遊客互動。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上海小孩和西安服務員餐廳
對詩。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首輛唐詩主題觀光巴士在西安發車。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敢問小姑娘，世界上最長的大運河是叫什麼名字……」，兩

位扮演貞觀名臣的演員，向被選上台的觀眾拋出系列提問，台下

的遊客舉着手機邊錄像邊笑着等台上遊客的回答。如果連續回答

正確三個問題，這名台上的遊客會獲得一份免費的紀念品。這是

西安大唐不夜城在這個五一爆火的一項文旅IP。相似的情況在江西滕王閣、湖南岳陽樓、四川劍

門關等多地景區都有上演，遊客憑藉知識儲備量，通過考核不僅會獲得

免費的門票，有的更可以在景區的餐廳換餐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互動式的旅遊IP火爆出圈，究竟是
必然還是偶然？有文旅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過往遊客被動接受
旅遊服務到主動參與旅遊活動的轉變，意味着傳統旅遊模式已無法滿足市場的新
生需求，更能夠引導遊客探索歷史與文化，讓遊客成為文化傳播的「主人公」。

《盛唐密盒》大受歡迎
繼「不倒翁小姐姐」「李白」後，西安曲江新區打造的又一爆款IP《盛唐密

盒》在這個五一假期讓西安的文旅熱度和遊客熱情持續增長。
西安曲江文旅演藝管理中心演藝策劃部副部長、《盛唐密盒》主創之一黃垚曾

表示：「作為著名的步行街區，大唐不夜城也是西安盛唐文化名片，結合當代年
輕人比較喜歡的「盲盒」形式，所以起名為《盛唐密盒》。黃垚透露，剛開始的
設計只是讓演員用風趣幽默的方式將一段文化歷史知識拋一個問題給觀眾互動一
下，在此過程中，他們發現觀眾的互動積極性特別高，所以節目就改成了直接邀
請觀眾上台回答問題，沒想到大受歡迎。

「時空穿梭」夢回大唐
西安文旅專家李明則表示，當大多景區還停留在讓遊客逛展覽、看風景、拍照

片的階段時，《盛唐密盒》等互動文旅項目已經轉而探索歷史、文化與遊戲、互
動的結合，讓遊客成為文化傳播的「主人公」。在大唐不夜城的遊客，既能體驗
「遊園會」的樂趣，也能如「時空穿梭」般夢回大唐，感受繁華的盛唐風貌，探
索悠久的人文底蘊。「大唐不夜城之所以爆款不斷，正是將文化、娛樂和互動緊
密結合在一起，讓遊客既能看景還能參與其中，緩解了旅遊的疲勞，也自創了一
種創新性的文化傳承方式。」
西安曲江文旅相關人士分析認為，《盛唐密盒》採用角色扮演和脫口秀的形

式，「密盒」是「新盒」，裝的也是「新酒」。從某種程度上講，《盛唐密盒》
現象反映的正是在文化內容創作和呈現形式上的深度創新。當傳統文化打破了千
篇一律的傳播方式，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展現於眼前，很多人突然發現：原來傳統
文化中還有那麼多有趣和深刻的內容可待挖掘。這種「熟悉」與「陌生」的反
差，是《盛唐密盒》密集「爆梗」的包袱點，也成為許多人重溫傳統文化經典的
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