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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模式中，红色旅游资源主要依托

于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

实体纪念场所。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赋

能，这些红色资源正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场

景再现、互动体验等创新形式，实现了从静

态展示到动态演绎的转变，让历史变得可

触、可感、可互动，推动红色文化传播进入更

加鲜活、生动的新阶段。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

念馆内，抗日英雄赵尚志使用的手枪、抗联

烈士徐泽民在狱中刻诗的牢门、抗日英雄赵

一曼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时的电车

等35件馆藏珍贵文物，通过多媒体互动魔

墙与观众见面。据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

张源泉介绍，该设备通过裸眼多视点3D显

示技术，对显示屏内的馆藏文物三维模型与

显示屏外的实景空间进行布局，营造了一个

虚实有序的立体视觉空间，再结合红外动作

感知系统，实时获取观众肢体动作信息，让

馆藏文物三维模型跟随动作指令进行变化，

从而创造出生动有趣、亦真亦幻的逼真视觉

效果。东北烈士纪念馆副馆长岳中彬介绍，

这些科技手段拉近了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

离，增强了人们的游览体验，提升了公众对

于文物的保护意识。

戴上 VR 眼镜和耳机，拿起道具枪，

来到大渡河畔的泸定桥头，参与到红军

战士的队伍中，展开一场“飞夺泸定桥”

的较量——近日，在四川省泸定县，飞夺泸

定桥·渡河纪全感互动空间正式向游客开

放。在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厘米级定位等

科技的加持下，游客能够充分调动感官，获

得昼夜行军、匍匐桥上、与敌人搏斗等身临

其境的战争体验。

“以往，我们的红色旅游形式比较单

一，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不是特别强。”泸

定县文旅局副局长钱静表示，近年来，泸定

县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泸定段建设为契

机，建成了飞夺泸定桥核心展示园、“古道

红村”化林村、“红色古寨”岚安乡等点位，

积极探索红色旅游的创新发展路径，吸引

更多游客。

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中共一大

纪念馆一直在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发展新

模式，用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承。“数字

一大”服务矩阵便是其有效尝试之一。

“数字一大”服务矩阵以探索、共建为核

心思路，聚焦数字展陈、数字体验、数字党

建、数字藏品四个维度，打造形成了“数字一

大”APP、“数字一大”小程序AR、“初心之

旅”大空间VR、元宇宙实验室等平台。其

中，数字展陈创新文物展示保护形式，打造

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物观赏体验，让馆藏

12.8万件（套）文物“活”起来，中共一大会

址、博文女校、周公馆跨越时空在数字世界

中呈现。

戴上VR眼镜，一个360度环视的虚拟

世界开启，从“初心码头”登船，穿越至1921

年的上海，重回觉醒年代，亲历“伟大开

端”……这是中共一大纪念馆发布的全国首

个LBE VR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展——“数

字一大·初心之旅”大空间VR的现场体验。

展览以红色文化为创作题材，融合行进式大

空间多人VR技术形式，打破虚拟与现实的

壁垒，构建出自由行进、自主探索的观展形

式，让人们触摸到有温度的革命历史。

“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将凝望那段

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筚路蓝

缕的奋斗历程，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阮竣说。

创新需坚守红色文化内核
避免过度娱乐化

◎ 刘霁月

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既是文旅融合的成

果，也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从VR技术

还原历史场景到“红色剧本杀”吸引年轻群体，

从沉浸式演出到文创产品开发，科技与业态的

融合为红色旅游注入了全新活力。然而，在追

求形式创新的同时，我们必须警惕过度娱乐化

的倾向，始终坚守红色文化的内核，确保革命

精神的严肃性与崇高性不被消解。

创新是手段，传承是目的。科技赋能红色

旅游，让历史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演绎，增强

了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例如，东北烈士纪

念馆的多媒体互动魔墙、泸定桥的VR“飞夺泸

定桥”体验、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数字一大”服

务矩阵等，都通过技术手段拉近了游客与历史

的距离。然而，技术的运用应当服务于红色文

化的深度传播，而非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如果

过度依赖娱乐化表达，可能导致历史事件的严

肃性被削弱，甚至让游客忽略背后的精神内

涵。因此，创新必须建立在尊重史实、弘扬精神

的基础上，避免让红色旅游沦为“游乐场”。

业态融合需把握尺度，防止“泛娱乐化”。

红色“剧本杀”、沉浸式思政课等新形式，确实

为青少年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方

式。但若在情节设计上过分强调“趣味性”而淡

化历史真实性，则可能背离红色教育的初衷。

例如，某些“红色剧本杀”若过度渲染个人英雄

主义或虚构戏剧冲突，反而会模糊历史的真实

面貌。红色旅游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真实的历

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传递信仰的力量和家国情

怀，而非仅仅提供一场“角色扮演游戏”。

情境创设应注重精神共鸣，而非浮于表

面。无论是“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的“移动

课堂”，还是李大钊故居的沉浸式导览剧《守常

先生》，成功的案例都证明，真正打动人心的红

色体验，在于让游客与历史产生情感共鸣和精

神对话。如果仅仅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或“网

红效应”，而忽略对革命精神深层次的挖掘与

表达，则难以实现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红色

文化的魅力在于其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崇高的

精神价值，任何创新都应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而非本末倒置。

红色旅游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在科技赋能和业态融合的过程中，我

们既要大胆探索，也要谨慎把握尺度，确保红色

文化的庄重性与教育性不被娱乐化浪潮冲淡。

唯有坚守红色内核，创新才能真正成为传承的

助力，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的光彩。

当红色旅游遇上科技与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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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大渡河”三日

游线路

二郎山—双螺旋隧

道—安顺场—磨西镇毛

泽东住地旧址—海螺沟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馆—泸定桥—四川长征

干部学院甘孜泸定桥分

院—岚安古镇

“翻越夹金山”三

日游线路

两河口会议纪念

地—四姑娘山—达维

会 师 遗 址 — 硗 碛 藏

寨—夹金山—四川长

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

山分院—夹金山红军

纪念碑—二郎山

“过雪山草地”（黄河

流域）四日游线路

九黄机场、高铁站—红

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毛儿

盖会议旧址—工农红军班

佑烈士纪念碑—包座战斗

遗址—巴西会议旧址—花

湖—九曲黄河第一湾—亚

口夏山红军烈士墓—日干

乔景区—月亮湾景区—卓

克基土司官寨文化旅游景

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

（阿坝雪山草地分院）—芦

花会议会址—达古冰川

“伟人将帅故里”

三日游线路

华蓥山—邓小平

故 里 — 罗 瑞 卿 纪 念

馆 —朱 德 故 里 — 刘

伯 坚 纪 念 馆 — 张 澜

故里—陈毅故里

“川陕苏区”五日游

线路

通川区宣达战役纪念

馆—红三十三军纪念馆—

万源市红军公园旅游景

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部旧址纪念馆—王坪红

军烈士陵园—刘伯坚纪

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石刻

标语园—恩阳古镇—巴山

游击队纪念馆—红军攻克

剑门关遗址—苍溪红军渡

遗址—黄猫垭战斗遗址

乘着“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从上

海西站出发，抵达浙江嘉兴。随着绿皮火车

驶过城市和原野，游客可以完整行经中共一

大代表乘坐火车前往嘉兴南湖的路线。

列车车厢里，“党史学习角”展示了中共

一大会址及嘉兴南湖红船的老照片，革命歌

曲演唱、党史知识竞答等活动让游客深入了

解和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自2021年 6月

开行以来，“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已经

成为“重走一大路”的“移动课堂”。

“列车里有很多红色文化元素，还有讲

解员讲述红色文化故事，特别有教育意义。”

来自上海的王先生专程带着孩子乘车体验，

追寻红色足迹。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抗联精神沉浸式

体验展区“4D+六面”的CAVE全景影院，游

客置身立体LED画面包围的虚拟仿真环境

中沉浸式观赏抗联数字影片时，不时伴有呼

啸寒风，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使参观从单一的

“信息获取”转为沉浸式“交互体验”。

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

居内，沉浸式导览剧《守常先生》带领观众穿

越历史烟云走近李大钊的革命历程，来一场

与历史人物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在名人故居里表演的每个人物都很鲜

活生动，台词编排和故居景观相呼应，让我

们认识了更加丰满的李大钊形象。”来自天

津的方先生对剧目赞不绝口。据介绍，《守常

先生》以家风为主题，用互动表演的形式将

故居展陈和历史讲解串联，再现李大钊为人

父、为人夫、为人师长的形象。

“沉浸式体验、场景化消费正在成为年

轻人走近历史最重要的方式。”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厉新建说，红色旅游新业态的发展要建

立在“玩法才是内容，玩家就是生产力”的理

念基础上，不断发现新玩法，推广好玩法，对

游客形成持续吸引力。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

《扬子晚报》等）

近日，无锡职业技术大学控制工程学院

10余名青年学子体验了一场特殊的“剧本

杀”游戏，在主题为“兵临城下”的情景设计

中参与“抗战故事里的时空对话”。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正思工坊以红色“剧本杀”尝试

创新思政课沉浸式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重温

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师生们在故事里穿越时空，走进1937

年山西朔县（现朔州市）保卫战的前夜，化身

为爱国师生、平民百姓、商贾名流、铁血军

人，面对日寇铁蹄将近、国破家亡的命运，在

艰难的生死抉择中，挺身而出，担当起挽救

家国、拯救民族的重任。在一幕幕剧情的推

进中，有些人抱定抗战决心，有些人由犹豫

迟疑到消弭隔阂，最终走向坚定抗日，在沉

浸式场景中，师生们由一开始与角色有些许

疏离，逐渐融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全情

投入到角色中，体悟生死存亡背景下，平凡

个体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与牺牲精神。最

后一幕，大家激昂宣誓“愿我华夏子孙，共洒

最后一滴血，于雁门关外，中华民族历战之

地，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

红色旅游与研学相融合，拓展了青少年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在青少年心中撒

下“红色种子”。

近日，北京清华园车站旧址迎来夏日参观

热潮。中关村三小一年级学生在清华园车站旧

址前举行入队仪式，庄严的宣誓声在1949年

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第一站上空回荡。

走进清华园车站旧址，210平方米的专

题展览《走向新中国的步伐》以20余件文

物、10组多媒体互动设备，还原了中共中央

“进京赶考”的细节。

红色教育远不止于展柜。2023年，海淀

区文旅局推出的14.5公里“进京赶考路”红

色骑行线路，串联起了清华园车站旧址、颐

和园益寿堂、香山革命纪念馆等节点，通过

“微党课”讲解与青年快闪宣讲还原历史场

景，累计吸引超5000人次参与。当一群身着

运动装的大学生跨上单车，车轮转动间，一

场特殊的“红色骑行之旅”开启。参与骑行的

大学生感慨：“车轮下的每一公里，都是对

‘赶考精神’的体悟。”

武汉革命博物馆推出“武汉1927”沉浸

式思政课，将历史建筑和文物资源作为红色

教育的生动素材，带领青少年走入历史情境

中。孩子们换好农讲所的学员制服，走入

1927年的课堂，在文博空间里上一堂有趣

的“思政课”。不少学校与武汉革命博物馆开

展合作，拓展“第二课堂”，让红色文化可看、

可听、可体验。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沉浸式文旅产业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卜希霆表示，红色旅游正

在为青少年提供走出课堂、直观感受红色历

史的机会，有利于将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体

验相结合，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未来应

持续开发更多具有创意和吸引力的产品，让

青少年与红色经典“双向奔赴”。

“四渡赤水”三日游

线路

四川长征干部学院

泸州四渡赤水分院—黄

荆老林—太平古镇—红

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

馆—鸡鸣三省石厢子会

议旧址—双沙总司令部

驻地旧址—二郎古镇

“巧渡金沙江”三日

游线路

冕宁彝海景区—四

川长征干部学院凉山

彝海结盟分院—礼州

古镇—西昌礼州会议旧

址—长征过会理纪念馆—

会理会议纪念地—大田

会议纪念馆—皎平渡

烽火岁月“潮”出圈

红色旅游，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赓续着精神的火种。在文旅融合与消

费升级的浪潮下，如何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革命故事“潮”起来，成

为新时代文旅发展的重要命题。从VR技术还原烽火岁月，到“红色剧本

杀”吸引年轻群体；从沉浸式演出再现革命场景，到文创产品传递红色

精神——创新，正为红色旅游注入全新活力。如何以科技赋能、业态融合

和服务升级，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趣味的红色旅游新体验，让红色文

化在创新表达中历久弥新，绽放时代光彩？

科技赋能：打造鲜活的红色体验

业态融合业态融合：：拓展红色旅游边界拓展红色旅游边界

创设情境：提升参与感与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