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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旅游演艺产品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以上海课植园《牡丹亭》为例 

马振 

(上海建桥学院商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旅游演艺产品是昆曲在当代社会的一种呈现形式。基于旅游演艺产品理论审视课植园《牡丹亭》，该

表演具有旅游演艺产品的长期重复性、市场导向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紧密等特征。课植园《牡丹亭》与其他

优秀旅游演艺产品相比存在较多问题:市场规模小、衍生产品缺乏、营销手段单一、产品创新不够等。通过改变经

营理念、增强产品的参与性、做好精准营销、与科技相结合、集约性发展等手段，可以实现昆曲的旅游生产性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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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5 月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认定了19 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昆曲以全票通过名列榜首。

经过15 年的发展，昆曲抢救和保护工作已初见成效。目前，学术界对昆曲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戏曲、戏剧、音乐、文学、历

史等方面。笔者以为，就昆曲剧目中最有影响的作品《牡丹亭》而言，无论是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还是实景园林版、皇

家粮仓版《牡丹亭》的驻场演出，都带有旅游演艺产品的基本特征，旅游演艺产品理论应该参与昆曲的研究。 

旅游演艺产品是旅游业与演艺业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产品，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旅游演艺概念。学者们从人

类学、旅游学的角度将戏剧、节庆、仪式等活动过程中的演艺纳入研究范围。Hughes 认为戏剧旅游正在全球兴旺发展[1] ，

Charassri 和Naraphong 通过实地调研，认为旅游演艺能够成为解释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2] 。我国旅游演艺的实践先于理

论，按照不同演出场所，可分为以下四类:由张艺谋、梅帅元制作的印象系列实景山水类；以《宋城千古情》为代表的景区驻场

演出类；以杨丽萍制作的《云南映像》为代表的剧场巡演类；以《ERA———时空之旅》为代表的城市剧场演出类。上述产品都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2009年8 月，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发布《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

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质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产品[3] 。目前国内关

于旅游演艺没有统一的定义，诸葛艺婷、李幼常、李蕾蕾、陈铭杰等从不同角度定义了旅游演艺，笔者在此基础上，从旅游学

的角度将旅游演艺产品定义为:旅游演艺产品是指旅游从业者通过开发并主要利用文化旅游资源、用表演艺术的形式提供给游客

的一种组合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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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课植园《牡丹亭》简况 

上海课植园《牡丹亭》是由“昆曲王子”张军、音乐家谭盾、舞蹈家黄豆豆共同打造的实景园林昆曲。演出于2010 年上海

世博会期间推出，至2015年底，已经上演六个演出季，超过200 场。 

课植园《牡丹亭》以园林实景、昆曲实情呈现明代巨匠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客至乐具，豪门

清韵”待客之道。演出打破“三面墙”的传统框架式舞台表演桎梏，将汤显祖的牡丹之梦还原于园林。演出地点上海课植园，

位于国家4A 级景区———朱家角景区，朱家角古镇还享有“国家级生态镇”、“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 个地方之一”等美

誉。两百多名观众在江南园林风格的水月榭、露水台之中，隔着一泓清水，在精美的长廊、拱桥、曲径、厅堂等园林建筑的围

绕中，欣赏对面牡丹亭中的绝美爱情。月光下修竹、杨柳随风轻舞，时有牡丹、海棠、腊梅等鲜花的清香袭来，着精美戏服的

杜丽娘与柳梦梅用“水磨腔”在水边缠绵私语。 

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日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中外媒体对该剧的评价非常高，其中纽约时报将其称之为上

海版的“公园中的莎士比亚”，认为此剧是复兴中国传统戏剧的现代经典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注入了新鲜的活

力。 

二、课植园《牡丹亭》的旅游演艺产品特征分析 

学者们关于旅游演艺产品特征涉及较少，一些学者认为演艺类旅游产品具有长期性、衍生性、参与性、娱乐性、异地性等

特征。笔者在调研和文献的基础上，对旅游演艺产品的特征作如下总结。 

(一)长期重复性。 

旅游演艺产品与普通演艺类产品区别之一就在于长期重复性。旅游演艺产品一般在旅游景区或旅游城市展演，观众以异地

游客为主，在极少改动节目的基础上，可以多次重复。以下为国内著名旅游演艺产品的持续演出时间表。 

 

从上表可知，国内著名旅游演艺产品展演持续时间大多已经在10 年以上，除了《宋城千古情》、《魅力湘西》作为拼盘类

演出可以对节目经常性修改外，其余主题演出几乎没有变动节目内容。课植园《牡丹亭》2010 年开始演出，其间没有任何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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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持续演出超过200 场。表1 中的旅游演艺产品都发生在著名旅游景区或者旅游城市，景区与城市的巨大客流量是旅游演

艺市场长期重复的客源保证。 

( 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紧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很多项目具有表演性的特点，适合改编成为旅游演艺产品，且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兼具民族性、地域性

等特点，对求新、求异、求知的异地游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些表演性很强的非遗项目甚至不用改动就可以直接成为旅游演

艺产品，上表中的所有演艺产品都与一种或者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系。如《风中少林》的少林武术、《印象刘三姐》的壮

族歌圩等，其中拼盘类表演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更多。 

下页表2 中大多数旅游演艺产品都涉及文学、舞蹈、音乐、民俗、手工技艺等五个类别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省级

至世界级各个级别，形成了十个以上与非遗有关的节目。课植园《牡丹亭》在坚持昆曲———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基

础上，引入了另一个世界级非遗项目———古琴的表演，既增强了昆曲的艺术感染力，又带给游客多重审美体验。 

( 三)市场导向性。 

旅游演艺产品作为一种在旅游市场出售给游客的组合服务产品，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 

1.投资主体市场化。表1 中的所有旅游演艺产品，由一方或多方联合投资，投资主体都是企业，没有政府资金直接介入。

课植园《牡丹亭》由全国唯一一家民营的职业昆剧团———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投资，属于完全依靠旅游演出收入生存、发

展的市场化产品。 

2.以游客体验为中心的产品设计。求新、求知和追求快乐是游客体验的重要特征，旅游演艺产品也围绕这些游客体验来设

计产品。如表演多以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为基点，满足游客的求新、求知的心理；尽量采用欢乐的庆典音乐、舞蹈，

演出场景多与婚恋有关，便于满足游客对快乐氛围的追求；利用最新的科技展现多种文化，表1 中很多演艺产品利用3D 成像技

术、虚拟场景技术等，带给观众视听震撼，加深游客旅游体验；核心产品———表演服务与相关衍生服务产品一起形成组合服

务产品，满足游客多方面的旅游需求。课植园《牡丹亭》对全本《牡丹亭》重要回目的选择，相关音乐、舞蹈的设计，以及相

关产品的设计，无不体现以游客为中心的产品设计原则。 

3.重视市场营销。首先，所有的旅游演艺产品都设立了自己的营销部，负责产品的推广；其次，非常重视名人效应的营销

手法，如张艺谋、梅帅元、杨丽萍等知名人物参与表1 中多数旅游演艺产品制作，课植园《牡丹亭》利用“昆曲王子”张军、

音乐家谭盾、舞蹈家黄豆豆等人的参与迅速形成市场号召力；最后，还重视新媒体营销，课植园《牡丹亭》在开演之前，设有

扫描二维码送矿泉水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使游客关注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实现对关注者进行精准营销。 

由上述内容可知，课植园《牡丹亭》与表 1 中的旅游演艺产品具有相同的特征，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传统戏曲表演，而是作

为一种旅游演艺产品参与旅游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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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植园《牡丹亭》旅游演艺产品问题及发展趋势分析 

(一)课植园《牡丹亭》的问题分析。 

1.产品规模小。课植园《牡丹亭》从2009 年至2015 年底，共六年时间左右，演出场次超过200 场。如果作为一个传统昆

曲表演来考量，演出场次已经算不错了，因为毕竟颇有影响力的青春版《牡丹亭》持续了12 年的时间，演出场次也只有300 多

场。课植园《牡丹亭》作为一种旅游演艺产品，单场观众数量、演出总场次数量都偏少，整个产品缺乏规模效应。课植园《牡

丹亭》的座位数量为150个左右(散客可以现场购买加座票)，票价从80 至680 元不等，平均价格在250 元/人左右，单场演出收

入为37500元左右。每年演出时间为四、五、九、十月的周末，共30场左右(因室外演出，如遇大雨、大风等天气演出就会顺延)。

每年的演出接待观众4500 人次，收入约为110 万元。除去场地租金、运营费用以及10 多名演职人员的工资，整个产品的利润

率极低。表1中的大部分旅游演艺产品单场的接待观众容量多在1000 人次以上，每年的平均演出场次为200 场左右，其中著名

旅游演出产品《宋城千古情》，年演出场次达1300 多场，旺季达每天9 场，十多年来，累计演出超18000 场，共接待观众5400

万人次。相比而言，课植园《牡丹亭》的演出规模偏小。 

2.衍生产品缺乏。旅游演艺是旅游业和演艺业相融合的产物，融合后的产业链不断拓展，涉及的行业有演出创作、演职人

员教育培训、演职人员中介经纪、印刷出版、玩具制造、工艺品制造、旅游纪念品制造、音像制品制造、灯光设备制造、音响

设备制造、舞台设备制造、演出道具制造、化妆品生产、服装加工制造、媒体广告、销售代理以及旅游、咨询、保安、保洁、

交通、餐饮、住宿、金融、法律等[4] 。著名演艺产品《印象刘三姐》直接形成周边的一条商业街———阳朔东街。上海的旅游

演艺产品《时空之旅》每年的周边产品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据笔者调查，课植园《牡丹亭》除了少量的碟片、书籍销售外，

极少其他有关昆曲、牡丹亭的旅游购物商品销售，既不利于演艺产品效用的最大化，也不利于游客因长久拥有旅游纪念品而形

成对产品的正向反馈，当然也不利于游客的购物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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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营销手段单一。课植园《牡丹亭》除了借用票务销售公司销售门票、利用微信公众号营销外，其他营销手段几乎见

不到。游客进入票务网站不主动搜索昆曲，网站不会主动推送课植园《牡丹亭》。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课植园《牡丹

亭》的营销广告很难见到。事实上，只有关注上海张军昆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昆虫”(网络昵称，指爱好昆曲的观众)才

能收到演出的推送消息。这种只关注老顾客、希望借助老顾客营销新顾客的营销手段，虽然节约了营销成本，但从演出场次、

观看演出的观众数量来看，效果有限。 

4.产品创新不足。课植园《牡丹亭》虽然已经作了很多创新:谭盾为演出编曲、黄豆豆编舞，演出地点由舞台移到实景园林

中，演出过程中加入游船上古琴和箫的合奏，在小船上和水榭中加入了电子提词器等。但整体演出仍然以传统昆曲表演为框架，

剧本、舞蹈、唱词、服装、表演、音乐等各方面遵循昆曲的审美法则，没有大的突破。即使文学修养很高的游客，不看提词器

也很难理解《牡丹亭》文雅的唱词，游客的旅游体验有限。 

5.缺少互动环节。整个产品没有设计互动环节，观众只是被动的接受，不能参与，这是作为旅游演艺产品最大的不足。据

笔者多次现场调研，除非资深“昆虫”，一般观众的观后感是演出的唱腔、动作、音乐、服装、环境等都很震撼、很美，但进

一步问到底美在哪里时，大多回答不上来，这就是缺乏互动交流、缺乏参与环节的结果。这显然不利于观众对一个不太熟悉的

艺术门类有深度的体验。 

6.其他问题。演出开始时间一般为晚上7 点左右，8 点半结束，演出地点朱家角此时已没有公共交通回上海市区，观看演

出的散客面临不小的交通压力。而且，室外演出如果遇到突发的天气问题，就会被取消，每周又只有两场演出，散客购票存在

一定的风险。另外，票务网站不提供学生票、儿童票服务，也影响家庭游客的购票欲望。这些问题，都阻碍着课植园《牡丹亭》

成为广受市场欢迎的旅游演艺产品。 

( 二) 课植园《牡丹亭》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趋势。 

1.改变理念。昆曲改编成为旅游演艺产品，最大的问题是昆曲表演者理念的改变。课植园《牡丹亭》虽然有一些表演形式、

内容的突破，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应该改变经营理念。从思想上摈弃那种认为改编过多、加入其它艺术形式过多的昆曲就不

正宗、不真实的想法。从旅游演艺产品角度看，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比较符合实践事实，即:旅游演艺产品的真实性是由表演者

与旅游者共同建构起来的。布伦尔(Bruner)认为传统的旅游体验真实性很难解释现代旅游体验的现象，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旅游

者的期望、想象、偏好、信仰等设计景区与组织活动，以达到真实性效果。从个体评价标准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会满足于眼见

为“实”，而只要他满足于此，这种“真实”就是他所要的“真实” [5] 。理解、欣赏传统昆曲对游客的要求很高，需要游客掌

握戏曲、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这种基于要求游客的知识积累而追求的“所谓艺术真实性”，不是以游客为

中心的创作理念。作为旅游演艺产品，经营理念一定是以游客体验为中心。以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为指导，在对游客期望、想

象、偏好等因素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表演本身的艺术特点来创作产品，才是旅游演艺产品的创作理念。 

2.参与性需要加强。王宁认为存在的本真与被旅游的客体是否真实并无关系，在寻找本真的旅游经历时，旅游者不关心被

旅游的客体的真实性，只是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自我[6] 。人类学家戈夫曼(Goffman)的“拟剧理论”以及

Hydeand Olesen 的“作为表演的旅游”也认为:旅游不只是一种包含景观认识与认知的体验，而是一种表演艺术的包装组合，

即旅游者是其中的表演者。 

表演艺术为核心的旅游演艺产品，更应该在各个环节设计游客的参与，满足游客参与表演的欲望以及达到寻求本真自我旅

游目标。首先，可以借鉴日本能剧在东京银座设立体验厅的做法，在上海景区、市中心设立昆曲的10 -30 分钟免费体验课程，

集中展现昆曲优美与鲜活，消除大部分游客对昆曲的陌生感和误解，引导游客走近昆曲。其次，如果游客还有进一步了解的兴

趣，可以引导游客消费两个小时左右的课程或者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昆曲表演。再次，对于已购票前往课植园的游客，可以安排

游客提前两小时到达，参观演员准备活动，与组创人员交流。最后，演出结束后，可以不定期的组织演员与游客进行面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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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收集游客的反馈，增强互动性，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在微信平台设立聊天社区，让演出方与游客、游客与游客之间有适

时的交流，在掌握游客需求的同时，使游客有参与演出制作的心理体验，演出方与游客共同完成“作为表演的旅游”。 

3.做好精准营销。通过以上的参与性活动，特别是微信平台的社区交流，可以形成昆曲消费者的大数据。根据数据分析，

实现对不同程度的消费者进行精准营销。首先，对于第一次观看演出的游客，除了通过赠送小礼品让他们关注演出的微信公众

号以外，还应当建立社区，运用其他手段鼓励游客写观后感，组织相互交流的话题，形成相对忠诚的演出“粉丝”。其次，在

形成用户粘度以后，除了推送各种演出外，还应该利用各种热点新闻、节庆制造社区话题与活动，保持“昆虫”的关注度。建

议在此阶段设立“微店”，重点销售与演出有关、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张军(或者张军、谭盾、黄豆豆)的签名海报、签名照片、

CD、演出服装、纪念场次的相关产品等，亦可授权相关公司制作销售与演出相关的诸如文具、服装、小纪念品等系列的产品，

在满足游客购物需求、提升旅游体验、保持线上用户活跃度的同时，增加演出衍生产品的销售收入。对于资深“昆虫”，营销

的重点是使对方感受到被关注、被重视:多组织线下活动，邀请他们与昆曲名家面对面接触，引导他们深入了解、学习昆曲，并

在适当的场合让他们也能与名家同台表演，在更高层次的基础上实现“作为表演的旅游”。 

4.与科技结合。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甚至有学者已经提出物联网时代也马上到来，任何文化形式都不能摆脱科技

带来的冲击。正确的态度是利用科技，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 

课植园《牡丹亭》与科技相结合可以实现:(1)产品创新。基于数字化技术，可以在舞台设计中利用3D 成像技术，使杜丽娘

在人间、幽冥两界之间的转换情境以虚拟形式迅速呈现。既解决了演员无法在舞台上迅速转换的技术难题，又带给游客新奇的

旅游体验，还同时实现多重审美体验。(2)服务创新。基于最新的物联网技术，可以给所有的昆曲表演场所安装传感器，联接游

客的手机系统，当游客行走到附近时，通过手机端给客人提供个性化讲解以及其他诸如购物、景点引导、游客疏散等等服务。

在游客观看演出时，也可以直接将演出字幕、讲解推送到游客手机屏幕，让游客感受更好的服务。(3)体验创新。基于数字化技

术，让游客戴上穿戴式眼镜设备，亲身体验演员就在耳边演唱的情境，近距离感受昆曲的魅力，甚至可以让游客从空中、水下

等不同角度观看昆曲的表演，体验现实表演中无法达到的感受。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通过课植园《牡丹亭》这种旅游演艺产品获得新的传播对象，昆曲表

演者也借用旅游演艺舞台实现昆曲新的传承。在这个场域中，昆曲传承主要要素与旅游演艺产品主要要素相重合，实现了昆曲

的旅游生产性传承[7] 。同时，课植园《牡丹亭》作为昆曲旅游生产性传承的载体，在许多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游客审美的需

求与昆曲自身传承发展的诉求在旅游场域中结合需要更多大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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