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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地旅游：现实与虚拟的奇

妙邂逅
游戏中的许多场景是基于现实中的自然

景观或历史遗迹创作的，就像是艺术家从大

自然和历史中汲取灵感，绘制出一幅幅美丽

的画卷。

一些古建筑、山水景观等被精准地还原

到游戏中，让玩家在虚拟世界中也能感受到

现实的魅力。像山东的灵岩寺、山西的应县

木塔等作为游戏的取景地，在游戏爆火后，吸

引了众多玩家前来打卡。这些游客怀揣着对

游戏的热爱，想要亲眼目睹游戏中的场景在

现实中的模样，感受游戏与现实之间的奇妙

联系。这种现实与虚拟的邂逅，就像一场浪

漫的约会，让人充满期待。

取景地周边的商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商

机，纷纷开发与游戏相关的文创产品。那些印

有游戏角色或场景的纪念品、手办等，就像一个

个小小的魔法盒，承载着玩家的回忆和梦想。

同时，当地的旅游服务设施也得到了提

升，酒店数量增加，民宿服务质量提高，当地

美食也作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得到了更多的

关注。这一切，就像一场春雨，滋润着旅游产

业的发展。

——主题旅游线路与活动：故事与体验

的完美融合
文旅部门和旅游企业根据游戏中的情节

和场景，精心规划出主题旅游线路。

比如“悟空取经之路”主题线路，将游戏

中涉及的多个取景地串联起来，游客可沿着

游戏的故事脉络进行游览。这条线路就像一

条神奇的时光隧道，带领游客穿越时空，体验

游戏与现实相结合的魅力。在这个过程中，

旅游不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充满趣味

和故事性的冒险。

在游戏取景地或相关景区举办与游戏相

关的主题活动，更是为旅游增添了一抹绚丽

色彩。

举办《黑神话：悟空》角色的 cosplay大赛，

让玩家们可以化身自己喜爱的游戏角色，在

现实中展现自己的风采；游戏场景还原展，让

游客仿佛置身游戏世界，新奇又奇幻。

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游戏爱好者和游客

参与，让游戏热度转化为旅游人气，提升了景

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化体验与旅游深度融合：传承与

创新的华丽篇章
旅游目的地深度挖掘游戏中的文化元

素，将其融入当地的文化展示和体验项目。

当地景区设置专门的区域，展示游戏背后的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如《西游记》的故事内涵、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武术文化等。游客通过

观看相关展览、参与互动体验等形式，进而对

游戏所承载的文化底蕴有了深度了解，从而

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

开发与游戏 IP相关的新型文旅产品也是

创新的一大亮点。

除了传统的文创产品外，还包括一些具

有创新性的体验产品，如基于游戏场景的虚

拟现实（VR）或增强现实（AR）体验项目。游

客可通过这些技术，在现实场景中体验游戏

中的虚拟情节，实现游戏与现实的深度融合，

这种融合，让游客在现实与虚拟间自由穿梭，

感受前所未有的旅游体验。

《黑神话：悟空》的爆火展示了“游戏 IP+
文旅”的巨大潜力。

为游戏 IP与文旅产业的结合提供了一个

成功范例，然而，要实现这种结合的可持续发

展，还需要在准确传达文化内涵、保护旅游资

源以及应对热度波动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完

善，以打造出更加富、更有活力和持久力的文

旅新业态。

2024 年，游戏《黑神话：悟空》如同一颗璀璨的

星辰，在游戏界和文旅界的浩瀚天空中绽放出耀眼

光芒。其全球同步上线，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为拥有

多处游戏取景地的山西大同带来了旅游的蓬勃生

机。

大同，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城市，犹如一幅绚

丽多彩的画卷。云冈石窟那精美的佛像雕刻，宛如

艺术瑰宝，诉说着五世纪的辉煌；华严寺的古老建筑

与壁画，承载着辽金时期的文化记忆，散发着神秘而

迷人的魅力；雄伟壮观的大同古城墙，见证着古代军

事防御的智慧，屹立不倒；悬空寺以奇险的建筑风格

独树一帜，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景点在《黑神话：悟

空》的助力下，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华严寺景

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50%，游客们在欣

赏古建筑时，常常会兴致勃勃地讨论游戏中的相关

场景。一些小众取景地也因游戏被发掘，它们那原

始的风貌，犹如未被雕琢的璞玉，让游客感受到古老

而纯粹的气息。

大同文旅部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遇，积极行

动起来。他们推出了“跟着悟空游大同”旅游线路，

巧妙地将游戏取景地与其他景点串联起来，如同串

起了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同时，还发起通关文牒活

动，为游客的旅程增添了一份趣味与挑战。周边商

家也不甘落后，纷纷推出相关文创纪念品，让游客

们可以把大同的记忆带回家。大同美食

如羊杂粉、浑源凉粉等，也成为吸引

游客的一大亮点，那独特的风味，

在游客的舌尖上舞动，留下难忘

的滋味。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游戏 IP
与文旅产业的结合，展现出创

新且富有潜力的发展态势。《黑

神话：悟空》的爆火，无疑为我们

深入剖析这一模式提供了一个优

秀范例。

《黑神话：悟空》：现象级游戏IP魅力绽放

《黑神话：悟空》自公布以来，便如一颗耀

眼的明星，备受瞩目。它以中国古典神话小

说《西游记》为蓝本，精心构建了一个奇幻绚

丽、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世界。

游戏中的场景设计美轮美奂，从神秘的

花果山到雄伟的天宫，每一处都洋溢着浓郁

的中国风，对中国传统建筑、山水景观等元素

进行了精致还原。那精美的画面，仿佛是大

师笔下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角色塑造方

面，孙悟空等经典形象更是栩栩如生，其独特

的动作设计、技能特效等，不仅体现了高超的

游戏制作水平，也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

一种创新表达。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董占军对此谈

道，“《黑神话：悟空》在游戏场景及视觉形态

上，展示了中国游戏工业化的高水平成果。

其在图形渲染、物理模拟、AI交互等方面的卓

越表现，标志着中国游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

已具备强大的竞争力。这种技术的飞跃，不

仅为中国游戏‘出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

为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等相关领域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游戏 IP 与文旅产业结合的契机：情感共鸣与流量引导

《黑神话：悟空》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起全球华人

乃至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玩家的心灵。

当玩家在游戏中体验到熟悉的神话故事、传

统建筑和文化符号时，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

认同和情感共鸣被悄然激发。这种情感共

鸣，就像一颗种子，在玩家的心中生根发芽，

让他们对这些文化元素所代表的现实地域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游戏中的某些场景，或许

取材于现实中的某个古镇或名山，玩家们出

于对游戏场景的喜爱，会迫不及待地渴望到

现实中的对应地点去亲身感受，从而为当地

文旅产业带来了潜在的客源。

同时，游戏 IP 具有强大的流量聚集能

力，就如同一座巨大的磁场。

《黑神话：悟空》爆火后，吸引了海量玩家

关注。无论是游戏官方发布的预告片、演示

视频，还是玩家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发传播，都

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流。文旅产业可以巧妙地

借助这一流量优势，将玩家的注意力从虚拟

游戏世界引导至现实的旅游目的地。对于一

些相对小众或知名度较低的旅游景点来说，

这种流量引导尤为重要。它们以游戏场景而

被大众所熟知，显然，在游戏 IP 的带动下，它

们打开了全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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