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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戏剧时代下蜀地三国文旅发展探析——以庞统祠为例
周若云

（四川传媒学院表演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5）

摘要：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令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根据蜀地三国文旅现状探讨了数字戏剧

在宗庙祠堂等文化景观中可以发挥出更明显的“现场 - 实时 - 观演互动”优势。庞统祠作为蜀地三国文化的重要地标，通过数字化手段

能否实现文旅融合，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文章分析了数字戏剧在文化传承和旅游体验中的作用，借鉴成都武侯祠与阆中汉桓侯祠

的数字戏剧应用的成熟经验，探讨了数字技术可从数字演绎、数字化展示与互动、数字化表演三个方面应用于庞统祠景区，提出创作数

字化戏剧作品，增强文化遗址景区互动体验与参与感是提升蜀地三国文旅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性的建议。最后得出结论，在推动蜀地三

国文旅发展中数字化戏剧应用需要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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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是中国三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境内有许多

与三国时期相关的旅游景点，这些景点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

化，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随着全球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遗

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正逐渐向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为传统景区提

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使得文化遗产能够以更加丰富、立体的方式

展现，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更为深入和个性化的旅游体验。本文

以庞统祠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数字戏剧时代下，如何通过数字化

手段实现蜀地文旅融合，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一、数字戏剧应孕而生

数字戏剧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将戏剧表演元素以虚拟、

增强现实等形式呈现，从而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数字戏剧可以通过多媒体交互的形式，将历

史事件、人物故事等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使得游客在参观过程

中不仅仅是单纯的观赏，更能够深入了解和感受历史的魅力。

随着数字戏剧、数字表演、数字剧场等理念的提出，戏剧

艺术已然迎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其中戏剧表演的数字

化尤为引人注目。真人作为表演艺术主要载体的这一特权，正逐

渐被数字装置、数字影像、全息投影、数字演员等弱化甚至替

代。演出场所不再拘泥于封闭式的时空，观演关系也不再单一。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应运用人机交互、

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加强公共空间、城市综合体、旅游景区等

文化空间的“沉浸式”与“互动式”体验服务。利用数字媒体技

术帮助构建沉浸式文旅场景，利用数字戏剧增强游客具身体验，

数字技术为文旅赋能使得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与各地数字化服务与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沉浸式的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

二、蜀地三国文旅数字戏剧应用现状

自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建大蜀道文化旅游发展联盟以来，

省内优秀的旅游资源都被整合起来，文旅品牌建设也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三国文化作为四川省文化旅游特色之一，已得到多地的

开发利用，成都、南充、广元、绵阳等地都了相对成熟的经验，

本研究选取以下两个类似案例（古城 / 街区 + 三国名人祠堂）为

对象进行探讨，以期为德阳庞统祠的文旅焕新提供经验。

成都武侯祠：是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祠庙，包含主

殿、左右庑、碑亭等建筑的古典园林式建筑群。建筑风格庄重典雅，

保存了大量关于诸葛亮的历史遗物和文献。祠内还有诸葛亮的塑

像和墓地，供奉着蜀汉丞相的神像。作为全国最大的三国文化圣地，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直是成都的文化地标。

据了解，从 2005 年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每年农历春节举办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至今年已举办 17 届，成为了成都春节期

间大众喜爱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大量运用 AR、VR 技术，打造

沉浸式三国元宇宙是 2024 年庙会灯展的一大特色。主题灯组中的

空城计、卧龙腾飞、蜀汉盛景等大型灯组可通过手机扫码进入 AR

幻境。游客可在三国数字人导游的带领下，掌上观灯，步入虚实

相生的 AR 幻境中拍照打卡，沉浸共享三国元宇宙。

武侯祠作为蜀地三国文化的代表旅游景点之一，将古韵与数

字技术结合，国风与潮玩碰撞，灯影与 AR 相辅相成。近两年，

成都武侯祠的数字文旅活动有所扩展，包括推出了基于 AR 的互

动体验、VR 全景导览和线上虚拟博物馆。此外，还开设了数字化

的专题展览和互动游戏，以提升游客的沉浸感和参与度。这些活

动帮助游客更生动地了解三国历史和文化，增加了参观的趣味性

和教育价值。

阆中古城汉桓侯祠：俗称张飞庙，至今已有 1800 余年历史。

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大殿、偏殿等，其中大殿供奉着张飞的塑像

或画像，周围摆放着与其相关的历史资料和雕塑。汉桓候祠依托

于阆中古城，展现了持久吸引力。2024 年 4 月，汉桓侯祠举办

了一场汉服祭祀大典。用礼乐再现了古典祭祀礼仪的庄严肃穆。

将祭祀的表演形式融入了阆中本土民俗文化、三国文化、科举文

化等，既集纳了阆中民俗文化，又展现了阆中古城的前世今生、

文化的厚重多元。古城里沉浸式旅游体验的氛围越来越浓，贡院

广场有传统川北婚嫁表演，媒婆引路，锣鼓开道，热闹的婚俗表

演队伍穿越古城大街小巷，让各地游客和市民具身体验川北婚

嫁习俗。阆中古城运用数字技术 AR 还原场景，透过手机屏幕，

数字演员为游客重现此地千百年前的情景；虚拟导游可以带领游

客畅览古城风采；AR 寻宝小游戏增加了游客与建筑的互动性。

    通过调查了解，以上两个四川境内具有代表性的三国文化景点

开展的旅游活动，我们发现，数字技术的参与并没有架空或遗忘

建筑遗址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开发者们始终围绕三国名人、

事迹、遗址历史等标志性文化做出努力。数字戏剧通过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和多媒体技术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

游客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与历史人物对话”，或通过互动剧场了

解名人的生平和贡献。利用数字戏剧技术，可以将名人的生平故

事生动地呈现出来。通过精美的动画、音效和互动元素，游客不

仅能看到静态的展品，还能体验到名人的故事情节，从而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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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力。

三、德阳白马关庞统祠文旅现状

目前，景区把文物保护、史料整理、古树保护等作为传承

研究三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并积极探索数字化展览等新方式，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白马关，感受三国文化。罗江县官方主办

于每年正月二十六日在罗江县白马关庞统祠庙举行祭祀庙会。

2023 年，庞统祠庙会这一传统民俗，已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六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有研究者提到“除了

成都武侯祠，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产品几乎都是观光产品 （并

且主要是‘看庙’） ，缺乏体验和参与性产品”。也有研究者

指出德阳三国文旅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为景点规模和知名度不

够大、客源地域范围较小，以及对历史古遗迹保护性开发不到位。

王芳指出德阳旅游景区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景区内娱乐设施不

够，旅游项目单一，减少了游客的景区容时量。”如何在保护

文化遗产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提升游客体验。数字化技术，

特别是数字戏剧作为其重要应用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四、德阳庞统祠的数字化戏剧可行性研究分析

虚拟现实等技术在艺术中应用的价值体现在体验方式的创新

和艺术语汇的创新。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综合多元的艺

术文化生态系统使得剧场表演和舞台艺术创作面临着新事物的挑

战。差异化是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体现，因此发掘和善用

地方个性资源才能产生持续性旅游吸引力。

（一）特色军事文化：数字演绎

庞统祠墓坐落在白马关之巅，作为四川最早、保存最为完整

的一处三国蜀汉遗迹，庞统祠作为德阳三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不

仅是历史文化遗产的载体，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

与之相邻的白马关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关隘，作为三国历史遗

址，白马关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意义。因此，该地区的资源利用

与文化展示可聚焦于蜀汉三国的军事器械、防御、谋略等。

结合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 3D 建模技术可以

重现历史场景和人物。庞统祠的数字戏剧开发可以围绕利用数字

导游讲解古代军事战略和战术，通过模拟战场等形式帮助游客理

解古代战争；利用数字演员演绎庞统的生平事迹、军事谋略，突

出庞统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围绕军事文化建设庞统祠为蜀

道三国文旅增添了新的文化吸引力，也推动“大蜀道”品牌建设

的多元化发展。

（二）天然遗址建筑丰富：数字化展示与互动

庞统祠曾在明清时期曾毁于战火，从康乾年间相继进行修缮

改建，落成了现在的规模。庞统祠为木石结构的三进四合布局，

四大主体山门、二师殿、栖息殿、庞统陵墓依次排列，建筑风格

独特。庞统祠内存放着从清代至今的各类匾联、碑刻、字画等大

量文物史料。白马关景区也保存着“木牛流马”和八卦古战场。

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满足了三维数据扫描和数字化构建白马

关云端数字景区的基础空间条件。开发一个互动式的展览系统，

利用触摸屏、投影或者激光投影等技术，向游客展示庞统祠的历

史背景、文物珍藏。游客通过触摸屏幕或者手势控制，“以身入局”

庞统祠的历史变迁，成为修缮者中的一员，以参与者的身份深入

了解建筑遗址和历史事件，有利于增强游客对庞统祠古代恢弘建

筑的感受。

（三）定期大规模祭祀活动：数字化表演

庞统祠庙会历史已久，是清代由朝廷颁定，由罗江官方主办，

于每年正月二十六在白马关庞统祠举行。庙会主要内容包括祭祀

典礼、川剧演出、文艺展演等文化活动。在罗江政府的大力倡导

和组织参与下，庙会及祭祀活动已具规模，经费有保障，成为了

一年一盼的民间盛会。

在此基础上，发展数字化演艺表演，把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

结合，开发利用数字投影将动态图像投射到祭祀舞台上，创造出

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动态场景。数字投影可以用来增强布景，设置

环境变化，让游客不再只是拿着手机拍摄记录，而是能够与环境

产生互动。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数字内容叠加在现实空间中呈现

三国时期的文化场景。这些技术的结合可以使祭祀表演更具创意

和互动性，为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五、数字戏剧在促进蜀地文旅融合中的建议

文化演艺活动能够体现不同城市的文化个性，品质和魅力，

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动力。艺术种类之间、实体和媒体之间、虚

拟和现实之间、人机之间的层层联系为当今的演艺文化生态造就

着新形态。在数字戏剧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

虑技术应用的成本效益、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以及游客体验

的个性化需求。

创作数字化戏剧作品：开发以蜀地历史人物、传奇故事为题

材的数字戏剧作品，增强观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兴趣。这些作品可

以结合游戏、音乐、动画等多媒体元素，生动地呈现蜀地的历史

与文化。例如，可以创作一部关于蜀地三国历史的交互式数字戏剧，

让观众参与剧情发展或者选择角色决策，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沉

浸感。可以通过触摸屏幕、手势控制等技术，让游客可以亲身参

与到故事中去，体验蜀地历史文化的魅力。

跨界合作：与本地旅游企业、文化机构合作，开展联合营销

活动，例如在数字戏剧中融入旅游景点的宣传信息，或在景区内

设置数字化表演体验点。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和公众参与，

形成多方合作的局面，共同推动数字戏剧在庞统祠及其他文化景

区的广泛应用，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

六、结论

数字戏剧为蜀地三国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庞统祠作为

案例研究表明，数字戏剧在提升文化遗产吸引力和提升旅游体验

方面的潜力。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感

受三国历史的风云变幻；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游客可以与历史人

物进行互动，了解其生活和功绩。数字戏剧一方面可以提升文化

遗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能够推动蜀地三国文旅融合的创新与

发展。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以

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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