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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成都市“沉浸式夜游”发展模式及

建设路径研究 
赵易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1743) 

摘要：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夜间经济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21 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夜间
旅游领域，虽然关于夜间旅游的概念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但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夜间旅游是相对于白天旅游而言的，一般指游客
在晚上的旅游活动，对夜间旅游的定义主要是依托时间来界定的。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夜间旅游不仅可以
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城市形象升级、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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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沉浸式夜游概述 
基于沉浸式体验的夜游产品所产生的沉浸感，能够让游客

在游览时获得精神层面的享受，在游玩的同时感受到文旅活动
意欲传达的文化精神内核，从旅游消费者需求层面来看，沉浸
式体验在夜游产品中的应用将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一）沉浸式体验的定义 
沉浸式体验是当今文化与科技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型业态，

在文旅行业中，它专门指可让参与者脱离现实环境、进入到情
境中深度体验的业态，通常具备叙事性、互动性、多感官包裹
等特征，在现代先进科技的推动下，沉浸式体验形成包括视觉、
听觉、触觉等全体验的服务模式，提供给人一种集各种视听效
果和多种媒介于一体的新型体验，使人们更加忘我地投入其中。 

（二）沉浸式体验在夜游中的应用 
近年来游客更愿意选择夜间旅游，这使得夜经济逐渐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夜间经济的兴起离不开新技术的发展，将
沉浸式体验应用到夜间旅游，可为游客提供更高的参与感，带
来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二、文旅融合背景下成都市沉浸式夜游发展模式及建设路
径 

（一）文化挖掘与创意呈现 
1.文化挖掘 
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成都市发展沉浸式夜游的核心在于

做好文化挖掘与创意呈现环节，相关单位需梳理本土文化脉络，
成都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沉浸式夜游需对本地文
化资源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如同整理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
把散落在各处的文化元素一一找出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和
传承关系，为后续开发利用奠定基础，只有清楚了解本地有哪
些独特文化，才能够在开发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在完成对文
化信息的梳理之后，需要从众多文化元素中精准定位出具有代
表性、吸引力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这些元素是成都文化的灵
魂所在，也是吸引游客的关键，它们可能是古老的传统技艺、
独特的民族风情，亦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通过这些元素
的挖掘和呈现，能够让沉浸式夜游有明确的主题和特色，避免
出现千篇一律的情况。 

2.创意呈现 
在确定核心元素之后，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相关单位还

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如揭开一层神秘面纱般探寻文
化元素背后的故事、价值观和精神内核，在深入了解文化内涵
之后，才能够在后续创意实践中做到精准、生动的把控，让游
客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之后，基于挖掘出的文化内涵，相
关单位需要进行创意呈现，即设计创新夜游场景，这是游客直
接体验和感受文化的重要载体，需通过巧妙设计将文化元素融
入到夜游的各个场景中，营造出独特氛围，比如可运用灯光、
音效、道具等多种手段，打造出与文化主题相契合的空间环境，

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或特定的文化情景之中，增强游
客的沉浸感；同时，为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还需要设
置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让游客从单纯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可同步设计一些与文化相关的游戏、任务
或表演活动，让游客在参与过程中亲身体验文化魅力，通过互
动，游客不仅可以获得乐趣，还能够对文化有更深刻的记忆和
理解，使夜游活动更加生动有趣；此外，在创意呈现过程中，
相关单位还需充分融合现代科技手段，可利用 VR、AR 技术、
全息投影等，将文化元素以生动、形象、震撼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些技术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游客以全新视角感受文
化。 

（二）旅游服务优化与配套设施完善 
首先，在文旅融合视域下，成都市开发沉浸式夜游服务，

需要完善与之配套的各项软硬件设施，基于此，相关单位需要
进行全面调研，对成都市现有的旅游资源、游客需求以及潜在
市场架构进行分析梳理，了解游客对夜游的期望，并基于调研
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服务优化和配套设施规划完善策略，
规划要明确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比如短期内需要优先完善
哪些措施、长期要达到怎样的服务水平提升，并且保证规划具
备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考虑未来成都市夜游发展的趋势和可能
面临的问题。 

其次，需着重做好旅游服务优化，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直
接影响游客体验，因此要对从事沉浸式夜游服务的工作人员进
行专业培训，包括文化知识培训，让他们深入了解成都的历史
文化、民俗，以更加准确、生动的语言向游客介绍；还需掌握
必要的服务技能，如沟通技巧、应急处理能力等，通过提升服
务人员的专业能力，能够让游客在夜游过程中感受到热情、周
到的服务。 

最后，相关单位还需同步建立起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能
够准确向游客提供夜游相关信息，游客可通过官方网站、手机
应用程序、现场指示牌等多种渠道，了解夜游项目、开放时间、
活动安排、注意事项等，并且设置游客咨询热线，及时解答游
客的疑问，让游客在夜游前、中、后各个时间段都能够获取所
需信息，增强参与感和安全感 

（三）场景营造与互动体验 
1. 场景营造 
在文旅融合的趋势下，成都市发展沉浸式夜游模式需要做

好场景营造并提升游客的互动体验，在此过程中，相关单位需
做好前期精准定位与主题设定，深度剖析文化特色，成都市有
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沉浸式夜游第一步需要挖掘本地文化
的独特之处，需从历史、民俗、艺术等多方面去探究，弄清哪
些元素最能够代表成都、让游客感兴趣且具有市场吸引力，在
了解文化特征之后，以此为依据构建沉浸式夜游主题，主题需
清晰独特，让游客一听就知道这个夜游有什么特色、能够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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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来怎样的体验。 
之后，根据确定的主题和打造城市夜游氛围的要求，将不

同的场景按照一定逻辑顺序进行排列，比如可按照时间线或文
化发展脉络来安排场景，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
深入体验成都文化，同时要考虑游客的游览路线和停留时间，
确保游客能够顺畅游览，不会出现拥挤或走回路的情况，期间
还可同步配合灯光、音效、气味等多种手段营造环境氛围，让
游客更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气息。 

而为增强环境氛围营造的真实感，相关单位还需加强细节
装饰和打造，比如在场景中添加各种细节元素，让场景更加生
动、真实，这些设计装饰可以是具有文化特色的道具、建筑构
件或者一些小挂件、艺术构件等，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每一
个小装饰都需与主题相契合，能够讲述一个小的文化故事，让
游客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成都文化的魅力。 

2. 互动体验 
在场景中还需强调设计各种互动环节，让游客从单纯的旁

观者变为参与者，互动环节可以是游戏、任务、表演等形式，
可设置一些与文化相关的问答游戏，游客对问题做出正确回答
可获得小奖品，同时还可同步穿插一些角色扮演任务，让游客
扮演古代的成都居民，体验当时的生活，通过这些互动环节增
加游客的参与度和趣味性。 

为让游客更好地参与互动体验，相关单位还需提供相应的
互动工具，包括科技设备如手持智能导览器，其不仅能够提供
讲解，还能够在场景中与一些元素进行互动，如触发隐藏的动
画、音效，也可以是传统道具如面具、扇子，让游客在互动过
程中更有代入感。 

三、成都夜游锦江案例分析 
（一）现状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成都市沉浸式夜游发展以“夜游锦江”

为典型案例，其在文化挖掘与创意呈现上，深度梳理本土文化
脉络，精准定位核心元素。例如，依托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
“花重锦官城”的诗句意境，以及成都历史上的“十二月市”
“十二月花”等文化符号，通过河堤多功能装置艺术进行静态
文化展示，又以菩提声光秀、曲艺坝坝茶、合江亭帆船秀等动
态形式，将诗句意境与古代蓉城美学融入夜游场景，如游客评
论中提到“夜间乘船能看到杜甫乘坐一叶扁舟在光影长廊中诵
读诗句，合江亭、水津桥边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表演”，生
动再现了“天府文化，成都故事”的画卷。 

在创意呈现环节，项目不仅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更通过多
元手段设计创新场景，运用灯光、音效、投影等科技手段营造
氛围。有游客评价“锦江两岸的动画墙、光影长廊带来惊喜，
九眼桥夜景在灯光下十分震撼”，可见其通过灯光秀将历史场景
与现代科技结合，打造出沉浸式视觉体验；同时设置互动环节，
如游船上偶遇吹笛子的表演者伴随游船而行，虽未形成系统性
互动体系，但已尝试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文化体验的参与者，
正如有带孩子的游客提到“途中遇到吹笛子的人，笛声优美，
增添了意境”。 

（二）问题分析 
在旅游服务优化与配套设施方面，“夜游锦江”暴露出明显

短板（图 1 所示）。游客高频提及“排队时间长”问题，如“排
队两小时，坐船半小时”“每艘船仅 30 个位置，21:15 就停止排
队，需提前半小时占位”，反映出船只数量不足、排队管理混乱；
票务服务也存在缺陷，“携程或美团电子票需换纸质票，未提醒
老人票优惠导致多花钱”；交通指引与周边配套方面，虽有游客
提到“住在春熙路附近可步行到达码头”，但缺乏针对外地游客
的清晰导览，且“船上无讲解，全凭自己看”，服务人员专业培
训不足。信息服务体系亦不完善，部分游客因未注意“早鸟票
天未黑发船”导致体验落差，如“买了 98 元早鸟票，出发时天
还亮，没感受到夜游精髓”。 

场景营造上，“夜游锦江”以“古香古色”为主题，通过树
上灯笼、带熊猫元素的文创商品、沿岸茶馆等细节，构建出兼

具历史韵味与成都特色的氛围，游客称赞“边上拍照很好看，
坐船时能感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但场景连贯性不足，全
程仅半小时，“路程太短，意犹未尽”，且部分船型封闭“难吹
风”，影响体验。互动体验虽有曲艺表演、光影秀等元素，但缺
乏深度参与项目，对比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互动”“长安
十二时辰角色扮演”，其互动形式单一，未能充分调动游客积极
性，甚至有游客认为“和步行看两岸风景差不多，性价比低”。 

 
图 1：夜游锦江词云图 
（三）西安大唐不夜城对比启示 
对比西安大唐不夜城，其成功经验为成都提供了借鉴（图

2 所示）。大唐不夜城以盛唐文化为核心，免费开放且演出丰富，
如“霓裳羽衣舞”“盛唐密盒脱口秀”“玄奘广场诗歌艺术表演”
等，通过明确的主题定位与密集的互动演出吸引游客，游客评
价“晚上灯光璀璨，仿佛穿越盛唐，节目多到看不全”。在服务
上，其通过公众号实时更新演出时间表，设置清晰的导览标识，
虽“节假日人多，但管理有序”；场景营造上，从大雁塔北广场
的音乐喷泉，到主街区的仿唐建筑、钢琴步行道、3D 针墙等，
细节处尽显唐风美学，且“汉服妆造体验丰富，拍照出片率高”。 

 
图 2:西安大唐不夜城词云图 
（四）成都优化建议 
基于此，成都“夜游锦江”可从三方面提升：一是深化文化

创意，增加如“杜甫诗词互动问答”“宋代点茶体验”等沉浸式环
节，利用 VR 技术还原“十二月市”市集场景；二是优化服务管
理，增加游船班次，推出“线上预约+分时段登船”系统，培训讲
解员提升文化传达力；三是完善场景互动，引入 AR 导览器，让
游客扫码即可触发沿岸装置艺术的隐藏剧情，同时延长游览路线
至九眼桥周边，结合酒吧街打造“夜游+休闲消费”闭环，平衡文
化体验与商业价值，从而提升游客满意度与项目性价比。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通过对成都市沉浸式夜游发展模式及建设路径的

深入研究，我们认识到文化挖掘与创意呈现是沉浸式夜游的核心，
旅游服务优化与配套设施完善是保障，场景营造与互动体验是关
键。以“夜游锦江”为例，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旅游服务、场
景连贯性、互动体验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借鉴西安大唐不夜城的
成功经验，成都市应进一步深化文化创意，丰富互动形式；优化
服务管理，提升游客体验；完善场景互动，打造多元体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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