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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谢维新

龙年春节初三（2月12日）开始，朋

友聚会多了起来，线下密室、剧本杀、桌

游店也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

在当地生活平台上，记者通过搜索

“桌游”等关键词，发现一系列正在营业

的店铺信息。其中，一些著名的连锁门

店的下午场已座无虚席，等候入场的区

域挤满了前来的顾客。

市民曹女士向记者表达了她平日

里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与朋友们聚首

一堂的心情。她注意到许多密室门店

在春节期间也会开放，因此她提前与朋

友们安排好，在用餐前共同体验这一独

特的活动。

“这两天人流会多很多，春节的收

入一般都比平时高。”某密室老板告诉

记者，春节期间排的场次会比周内多一

些，跟周末差不多。

根据公开资料，2023 年，以密室逃

脱和剧本杀为主题的沉浸式娱乐行业

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300 亿元。一些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最近两年，那些强

调参与度和互动性的线下娱乐场所的

经营状况逐渐好转，但消费需求仍然有

待进一步释放。

“春节对于派对类型游戏的推广是

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艾媒咨询首席分

析师张毅表示，在春节这样一个走亲访

友、社交频繁的场景下，派对游戏恰好

符合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社交

需求。

正如《游戏 IP 赋能文旅实践报告》

报告所提，为实现游戏 IP 赋能文旅的

可持续发展，游戏 IP 可以继续尝试以

数字资产“归拢”文旅地物理符号碎片，

用数字资产“梳理”文旅地精神符号脉

络，让数字资产促进文旅资产的保值增

值。游戏 IP 可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

“新内容”、构建文旅数字化“新场景”、

推进文旅“新消费”，以产业现代化助推

文旅高质量发展。

“现在很多地方文旅对于在景区开

展沉浸式娱乐项目有很大需求，基于景

区场景设计一些游戏化的体验，丰富旅

游产品，吸引游客尤其是年轻游客前来

消费，是目前的一大趋势。”有从业人士

向记者表示，自己看好“体验经济 ”的

前景，游戏及游戏化体验在线下仍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在年轻

一代群体中，纷纷兴

起前往 ACG 名作名

场景打卡巡礼的热

潮，也为近年来的新

文旅带来源源不断

的创意，打开移动互

联网时代文旅融合

的大门。而在游戏

设定和人文风景相

结合的案例中，米哈

游旗下的《原神》近

期一系列运作，则是

在线下景点打卡之

余又增添了不少新

意。

春 节 前（2 月 1

日），婺源县文广新

旅局在社交媒体账

号宣布，邀请米哈游

旗下的《原神》全球

玩家来访婺源。为

了给玩家更加沉浸

的 体 验 ，《原 神》游

戏 内 的 传 送 锚 点 、

海 灯 节 风 格 灯 笼等

元素已落地婺源婺

女洲景区内，同时景

区外围还设置了特

别物料点。活动期

间，玩家可根据指引

领取限定款贴纸、明

信片及限量景区门

票。

据悉，《原神》从

2021 年开始，已经与

桂林、张家界和黄龙

景区有诸多联动合

作，现今又携手婺源

举办新一轮的主题

活动，为游戏中场景

的原型进行了合作

宣传。而在春节期

间，和婺源的联动内

容迅速在海内外各

视频与社交平台引

起热议讨论，也通过

“ 游 戏 + 文 旅 ”的 探

索，助力文旅产业发

展，传播当地优秀传

统文化。

易留驻、易沉浸、易复游

除了美学价值之外，不同区域的山水景

致往往也蕴含多样的历史和地域文化。通

过探索发现设计者藏在地图中的巧思，让玩

家感受到惊喜的同时，也能突显出游戏的独

特性。《原神》游戏 4.4 新版本中推出的场景

翘英庄设计参考了中国六大建筑风格之一

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黛瓦”的特征让村落

看上去鳞次栉比、井然有序，黑瓦白墙形成

鲜明的色彩对比。创作团队将徽风神韵植

入游戏，做出了既集成传统审美内核又结合

现代文化内涵的全新体验。

无独有偶，杭州西湖也在2023年出现于

游戏《新倩女幽魂》之中，游戏场景还原了淡

妆浓抹总相宜的湖光水色，泛一叶扁舟，穿

行于菡萏荷叶之间，让玩家近距离感受画桥

烟柳、云树笼纱美景之时，自然地发出“山色

空蒙雨亦奇”的赞叹。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游戏 IP赋能文

旅实践报告》指出：游戏 IP 能多点触发潜在

游客作出出游决策，并将地方艺术、地方民

俗、地方节庆充分吸收到文旅消费场景，吸

引游客探索更多目的地文旅消费内容和产

品。游戏 IP 还能弥合文化遗产与客源市场

在本地化、近程化、高频次诉求的供需缺口，

既丰富了游客体验和游憩场景，又提升了游

客获得感和愉悦感，让游客“易留驻”“易沉

浸”“易复游”。

从“游戏+景区”新文旅跨界联动，再

到 全 新 游 戏 角 色 与 剧 情 场 景 的 深 度 绑

定，在热度持续升高的背后，我们不难看

到优质的游戏内容转化为新兴载体，激发

玩家自行传播并形成破圈效应的文化输

出。

这种打破现实与游戏间次元壁的联动

方式，不仅受到国内玩家的追捧，也让不少

海外玩家对中国壮丽河山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和向往，为互联网行业与传统文化产业

携手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模板。

在联动初期，景区标志性地标周围放

置了游戏中的周边地标，吸引玩家前来打

卡留念。比如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开始，

就被披上神秘色彩的湖北神农架。不卡关

之家开发的《医游记》将背景设定于神农部

落，玩家扮演的神农需要外出采药治愈族

人，在采药的过程中探索地图场景，从树木

杂草中辨认出草药，点亮本草经；《梦幻西

游》中，“伊阙龙门”地图还原了现实中的石

窟艺术、飞湍瀑流，玩家在欣赏地图景色时

还有可能会遇见鲤鱼跃龙门的奇遇，通过

许愿帮助锦鲤化龙。

可以说，正是对这些不同景区精华的

采纳参考与再度创作，最终呈现在游戏里，

此间的人文风景，让更多海内外玩家领略

到独特的东方美学，形成的良性反馈为现

实景区带来新的人气。

由实向虚、由虚向实，虚实交替、数实

融合，是文旅体验的典型特征。场景还原

与故事复刻、游戏人物代言文旅目的地、重

构主题娱乐空间等“由虚向实”的做法，历

史遗产、自然世界的数字孪生等“由实向

虚”的做法，以及剧本角色扮演与策略性桌

游卡牌、以点带线到以线成面的地图式交

互等“数实融合”的做法，使得游戏 IP 与

文旅地 IP 在虚拟和现实之间互为镜像，多

维交互。

实虚双向、数字融合

新内容、新场景、新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