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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下的杂技艺术驻景区演出探索
———以贵州省杂技团驻多彩贵州城演出《鼓楼飞歌》杂技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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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元素适用于任何领域，特别是在旅游行业中，文
化元素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它体现着国家的文明与社

会体系的建立完善程度。旅游的文化品质承载着国家和个体

的精神世界，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文化的融合，可以解决旅游产

业上的单一与庸俗，通过文化品质的介入与渗透，旅游才能够

完成自身的塑造，旅游的多元功能和品质的提升，是需要文化

的力量，文旅融合发展，完成了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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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旅游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精神食粮和娱乐休闲的

重要方式，将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方向，

也体现了现在的人们既要“诗”，也要“远方”。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杂技艺术也借助于文旅融合

而逐渐展露出新的生命力，文旅融合发展也为杂技艺术注入了

新活力。

加拿大太阳马戏团选角总监帕弗尔·科托夫曾说：“以太

阳马戏团为例，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有 ７ 台大型特色驻场秀，目
标观众主要是游客。”这些节目不仅可以作为独立的娱乐节目

来欣赏，还为餐馆、俱乐部、购物商城等吸引了顾客，也为这座

城市带来了更多游客。在帕弗尔·科托夫看来，如果节目的主

要目标观众是当地居民，其表演寿命通常不会超过两年；如果

目标观众为游客，其表演寿命就会长得多。“太阳马戏团在拉

斯维加斯上演的第一台节目———‘神秘秀’首演于 １９９３ 年，在
２０ 多年后的今天仍在演出，且相当成功。”实际上远不止太阳
马戏团，纵览国内旅游演艺产品，融入精彩杂技元素的节目也

是层出不穷。

贵州省杂技团作为有 ６０ 多年历史的专业杂技艺术团体，
也在根据文旅融合的政策，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与多彩贵州城景区
联合打造驻场文艺演出项目《鼓楼飞歌》杂技秀，该杂技秀以

充分体现贵州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展示为主，并加以快闪

及多方位舞台转场的形式，为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民族风情

杂技秀，让观众在观看表演的同时，零距离体验多彩贵州民族

文化。据资料显示，多彩贵州城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７６９６ 亩、
总建筑面积 ７５０ 万平方米、总投资 ４２０ 亿元。有“多彩民族风、
贵州旅游母港、贵阳城市客厅、航空港经济综合服务区”四大功

能板块，涵盖 ２３ 个主要业态。是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
体，聚文、修、展、养、康、研于一身的大型文化旅游综合体。多

彩贵州城以打造“贵州全域旅游的风景眼和集散地”为战略目

标，把项目建设成为“贵州旅游母港、贵阳城市客厅”，以“文化

产业化、产业文化化”为核心开发理念，着力创建全国范围内具

有旅游吸引力的休闲度假目的地，从而带动贵州旅游文化产业

加快发展。《鼓楼飞歌》杂技秀于 ２０２０ 年 ５．１ 黄金周启动首演
并获得一致好评。这是贵州杂技艺术对旅游市场的一次探索，

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弘扬传承了杂技艺术，更是对文旅融

合的成功探索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鼓楼飞歌》杂技秀自 ５
月起到 １０ 月中旬共演出 １５０ 余场，为景区拉动游客量高达数
十万人次，并对景区相关经营项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初，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贵州文化演
艺集团承办的“２０２０ 多彩贵州旅游景区（景点）驻场文艺演出”
杂技专场活动中，贵州省杂技团从 １０．１ 黄金周到 １ １ 月下旬，
在森哒星生态度假公园-云漫湖景区、赫章阿西里西大草原景
区、大方油衫河景区等驻场演出 ３０ 余场，这又积极探索了政府
主导、市场参与的文旅融合模式。

“文旅融合要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更要保护市场。刚与

柔、力与美、杂技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完美结合，既展现文

化元素，又凸显本土艺术的多元化。在培育市场，顺应市场需

求上，我们要配合不同的景区主题去想创意、出策划，以杂技为

基点，不同的节目要和文化主题契合。”贵州省杂技团团长齐宁

说了很多观点，据他介绍贵州省杂技团现有 １７ 个涵盖魔术、球
技、柔术、高椅、绸吊等杂技门类的常态节目，完全能适应驻场

演出的节目需求。而利用杂技技巧来增强观赏性、趣味性、互

动性的结合，并通过创意和文化内涵来征服观众，可以说杂技

应该是文旅融合中最有利于表现的艺术手法。

“白天有快闪！晚上有节目！”这是《鼓楼飞歌》杂技秀首

次演出以来的景区演出常态化形式，每当杂技演员们穿着苗族

盛装出场时，总能引起现场观众不断的掌声、喝彩声。无论是

杂技演艺，还是旅游产业，都需要以人为本，创新发展。多元、

融合与创新，地域、民族、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与杂技艺术有效

融合发展是核心。“我们的时代更迭频仍，凸显出鲜明的多元

化和交融性，任何单一的艺术门类早已无法满足受众的审美需

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

席边发吉说过，创新是保持活力的法宝，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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