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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发展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的探讨 

刘时进  王妍慧  赵云双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萨满文化具有悠久独特的人文积淀、浓烈的本土特征，发展萨满文化旅游，无论是从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民宿价值、
文化价值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吸引游客方面也有着很多看点。吉林省具有世界上保留相对完整，内容非常丰富的萨满文化
遗存，堪称世界萨满文化弥足珍贵的活化石。 

沉浸式旅游，即通过全景式的视，触，听，嗅觉交互体验，融合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带给游客以身临
其境之感的旅游新形式，发展势头正猛。极具特色及发展潜力的萨满文化，如何乘沉浸式旅游热潮之东风，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创造新价值，是重要且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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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满文化发展沉浸式旅游的契机与优势： 
政策支持与成功案例借鉴： 
当前，大力发展沉浸式旅游在国家与社会层面都已经得到

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在《“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中，将发
展“互联网+旅游”，推进智慧旅游发展作为七项重点之一，提
出要打造沉浸式旅游新场景，发展沉浸式旅游新业态。同时《规
划》也强调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体系，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
众，足以体现当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
高度，响应了文化强国的战略方针。人们的保护意识也逐步提
升。萨满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来了与
沉浸式旅游融合，从而振兴与发展的大好契机。通过沉浸式旅
游，发展地方文化的成功例子也很多,足以体现沉浸式旅游对于
发展地方文化的突出优势。文化和旅游部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
决定开展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推荐遴选暨培育试点工
作，推进智慧旅游融合创新发展。工作指出，对于纳入培育试
点名单的项目，文化和旅游部将在项目发展、人才培养、交流
合作、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更好发挥项目的试点
先行作用，为智慧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产业化、标准化、规
模化发展探索模式，积累经验。2023 年 7 月 4 日，文化和旅游
部产业发展司发布了 20 个沉浸式文旅示范案例。萨满文化的重
要基地，也是满族文化的发祥地长白山也已经是沉浸式旅游发
展的先行者。长白山景区体验馆的《飞越长白山》通过视觉创
意与 4D 技术，给人以穿云破雾的身临其境之感，广受好评。长
白山恰可以以目前的萨满文化原始部落风景区为载体与平台，
完全可以借鉴上述沉浸式旅游范例的经验，促进萨满文化传承
与发展。 

二、萨满文化本身的特性优势 
萨满文化作为一种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化形式，对于广大游

客，尤其是外地游客，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极具吸引力。具
体如下： 

1、服饰可以说是最可以让人产生“沉浸式”体验感的元素，
正如当下正流行的汉服，唐装，还有西藏的藏族特色服饰，在
街上，尤其在是相关历史文化步行街，旅游区等广受游客喜爱，
且备受年轻人的追捧，由此带动了旅拍新业态蓬勃发展，又可
辅之以短视频平台等大众传媒的推广宣传，对于增强文化认同
与对外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萨满服饰较其他民族服饰，
有着浓烈的民族特色，衣服颜色鲜艳多彩、装饰品种繁复自成
一系，萨满服饰真正目的是为祭祀服务的，绝非简单的或日常
的装束，它以象征萨满观念为原则，实用功能为主，审美意义

蕴含其中。每种祭祀都要穿不同寓意的服饰，有神帽，神带，
神裙，神衣，神鞋，经过现代化的再设计，非常适合让游客们
穿戴进行沉浸式体验。 

2、萨满文化祭祀仪式具有独一无二的震撼力，可从其形式，
祭祀歌词，舞蹈，寓意等方面窥见。现代处理后的祭祀活动游
客们可以积极融入，成为身着萨满服饰的祭祀参与者，也可体
验扮演主角萨满，加以先进光影技术，沉浸式体验大有可为。
并且，这也打破很多人对于萨满文化就是跳大神的刻板印象（这
也是当前萨满文化发展的主要阻碍之一），真正了解萨满文化的
独特魅力。突破刻板印象而带来的心灵冲击，往往更为震撼。 

3、萨满文化拥有独特的图腾和文化符号。图腾是一个民族
集体信仰的集中体现且是核心要素。萨满文化的图腾体现了人
文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有乌鸦，海东青，狼，豹等，最突出的
是鹰，可谓是满族萨满文化的标志。中国是猎鹰文化的发源地，
满族人民更是对鹰有特殊情感。把二十四节气、春夏秋冬等自
然现像，通过古人的主观映像加工，就成了萨满文化的符号。
抽象的符号历经风霜，仍能有强大的感召力，输出情感，引人
共鸣，这便是萨满文化的独特魅力的重要体现。图腾与文化符
号，可与现代的旅游的景区纪念品、周边产品、特色生活日用
品相结合，成为“logo”，融入“新国潮”，亦可融入城建规划中。 

4、现代民俗活动。在民间自发组织和吉林省政府的引导下，
吉林地区会有一系列的有关萨满文化的民俗活动。2018 年，党
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确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时间是每年秋分。
每逢丰收的秋季，作为萨满文化的重要基地，长春九台区会组
织“满族丰收祭”活动，正好与庆祝农民丰收节结合。通过现
代化的秋收作业，与传统萨满祭祀仪式相结合，祈求大丰收，
饱含东北人民对于白山黑水黑土地的深深情感。夏季时令，长
春双阳区会举办“双阳梅花鹿节”，在此活动中游客们将体验到
从萨满手里接过长春特色农产品的惊喜，体会到萨满的最原始
的祝福方式。在乌拉街，伊通等地，也有相应的萨满民俗活动，
给沉浸式体验萨满文化提供了平台。 

三、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的短板 
1、竞争力不足 
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的发展均存在弱势，改正的关键方向

是推进沉浸式旅游的普及。目前，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的普及
非常不健全。这导致很多旅客们不了解沉浸式旅游的好处。如
果游客能够了解沉浸式旅游的好处，他们就会愿意去体验。通
过宣传，我们可以培养旅客对沉浸式旅游的了解和喜好。 

（1）萨满文化知名度不足 
萨满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不足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



文学艺术教育                                                                                      

 237 

更好的信息传播网络，使萨满文化在中国各地都能够得到广泛
的传播。这将对萨满文化的传播、经济和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萨满文化的发展还很难，这与其说是因为文化遗产的不断被摧
毁和消失,更多的是因为人们没有民族文化的知识，使得文化遗
产的保护变得困难。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并且能够积极了解相关文化，那么文化遗产的发展将会发生卓
越的进步。 

（2）沉浸式旅游模式不完善 
导游工作是沉浸式旅游模式的重要部分，应加强导游工作

的指导和协助。导游可以帮助旅客了解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不
同特色、各种旅游活动项目的概况、参与方式和费用。沉浸式
旅游模式应加强旅游服务的专业化优质化，引导协助游客能够
更好地享受旅游、增加兴趣，从而带动旅游业的高速高质量发
展，乃至于服务旅游的第三产业也水涨船高得到高质量的长足
发展。 

（3）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相关举措不清晰 
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是一种新型旅游模式，能够带来新的

旅游体验。这种旅游模式将萨满文化与沉浸式旅游结合起来。
游客不仅可以体验萨满文化的魅力所在，还能了解萨满文化的
内涵。但由于萨满文化知名度不足、沉浸式旅游运营模式不完
善，现阶段发展还存在限制，如若何大力发展，突破此问题成
为关键，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会产生巨大的财政效益，还会
产生强大影响力的社会效益。 

四、打卡式旅游的观念冲击 
萨满文化沉浸式旅游的劣势是竞争力不足，很多游客及旅

行社以打卡式旅游为主导，因为更加省时省力，因此，发展萨
满文化沉浸式旅游，需要避免过程繁琐、花费高昂、时间拖沓
等问题。区别开有景观无灵魂，以深厚、丰富的萨满文化底蕴
吸引游客停下脚步并保持兴趣是关键，而不是去强迫游客，将
其被动“浸入”。要达到这一效果，一是游客要有足够的时间去
参观，不要走马观花；二是要注意游客的参观方式不能有压迫
感或紧绷感，以沉浸式寻求心灵的共融；三是要用独特鲜明的
景点和项目加深印象。 

五、总结与建议 
1、新媒体时代文化旅游发展： 
旅游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将继续保持高增长

的趋势。新媒体推广应用既是创造商业价值的催化剂，也是传
播观念的催化剂，在为传播观念提供基础上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新媒体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大，这是
因为新媒体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互动交流、了解世界、探索新的
观点。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
们将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并掌握新的观点。这将是社会发展
的新希望。新媒体时代对于发展文化旅游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新媒体是一个创新的媒体系统，不断发展的对于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新媒体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更
多信息，发现新的东西，并且还可以帮助人们进行交流。 

2、建立民族文化自信 
萨满文化的发展应该给社会提出警示作用，面向世界，外

来文化不断入侵，建立民族文化自信，使中国人民对民族文化
产生兴趣，进而保护民族文化不“灭绝”尤为重要，中华文化
五千年源远流长，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心，进而实现人人了解民族文化、人人宣传
民族文化。 

3、打造萨满文化相关游戏吸引年轻群体 
打造萨满文化相关游戏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措施。正

如 2018 年 7 月 19 日上线的由大学毕业生团队打造的《尼山萨
满》游戏，是一项很好的尝试，斩获当年的 IMGA（中国）最
佳音效奖、金陀螺奖最佳独立游戏等奖项。这类游戏的主要目
的是在年轻人闲暇放松的时候，可以简单了解萨满文化，帮助
年轻人学习文化知识，进而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帮助年轻人
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历史，对于培养年轻人的兴趣是非常有益的。
萨满文化是一个传统、丰富多彩的文化，它可以帮助年轻人了
解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使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进
而全方面了解，这对培养青少年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也有帮助。 

4、建立萨满民俗风景区 
民俗风景区可以帮助保护地方古建筑、传统文化和社会结

构，还可以为地方提供工作岗位和经济收入，带动人们对地方
文化了解和热爱。民俗风景区通常包括寺庙、建筑和农场，通
过生活文化、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
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让游客亲身体验当地民众生活事项，
达到良好游玩境界，从而扩大萨满文化产业的发展。吉林省可
以在现有的长白山，伊通，九台，乌拉街等地基础上，横向纵
向继续发展扩大萨满民俗风景区，亦可整体连线发展。 

5、借鉴相关成功案例，取长补短形成自己不可取代的特色。 
《梦见光雾山》大型沉浸式山水夜游项目是沉浸式旅游发

展的典型案例。此项目以《巴山背二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
演出视觉核心概念，通过高科技光影技术，突破实景演出观影
方式，让游客行走沉浸在剧情体验中，大力宣传与发展了蜀地
巴人文化。再如，四川成都金沙出土的古蜀文化太阳神鸟图腾，
成为了成都的城市形象标识，已经深刻融入了成都的城建。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就以蕴含太阳神鸟图腾元素。成都的东安湖
体育馆，也是 2023 年大运会的核心场馆之一，整体的造型就以
太阳神鸟图腾样式来构建，不仅让市民，游客，运动员们沉浸
在了蜀文化中，也通过大运会这个平台走向了世界。所以，萨
满文化的独特图腾与符号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可形成自己不
可取代的特色，作为沉浸式旅游的重要标志与引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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