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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文化背景下苏州沉浸式旅游的矛盾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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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聚焦于苏州沉浸式旅游的发展潜力，探究大学生群体对苏州沉浸式文化体验旅游景点的兴趣和需求，来分

析苏州沉浸式旅游市场的供需矛盾与对策。苏州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沉浸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大多数游客对沉浸式文化体验有需求，但当前产品存在体验深度不足、互动性不强等问题，本文提出打造沉浸式故事剧场、

引入现代元素的传统手工艺体验、夜游灯光秀等策略，以促进苏州沉浸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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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沉浸式旅游概述

1.1 沉浸式旅游的概念

沉浸式旅游是一种通过多感官体验和互动技术，使游

客深度融入旅游环境，获得身临其境感受的旅游方式。它强

调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

等技术来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通过技术手段和文

化表达，打造独特的旅游体验。

1.2 沉浸式旅游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旅游需求的不断升级，沉浸式

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

当前，沉浸式旅游正经历技术驱动、文化融合、个性化定制、

可持续发展、社交互动、教育与娱乐结合等多维度发展。苏

州凭借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科技创新，在古典园林数字化、

传统文化沉浸体验、智慧旅游系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当前，沉浸式旅游在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应用，比

如西安《长恨歌》实景演出，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沉

浸式展览等，这说明当前沉浸式旅游通过技术创新与文化融

合，能够为游客提供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无论是通过数字艺

术、IP 主题还是历史文化，沉浸式旅游都在不断突破传统

旅游的界限，成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2 苏州沉浸式旅游供需矛盾

2.1 文化原真性与商业开发度的矛盾

文化保护及真原性与商业开发程度之间存在较大矛盾，

难以满足现代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需求。对于文化保护及原

真性来说，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氛围被商业活动冲淡，游客

难以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苏州传统文化。苏州保留了大量的古

建筑风貌，但商业化程度较高，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展示。

而对于商业开发来说，文物保护法对物理空间改造的严格限

制，使得商业开发面临挑战。过度开发可能导致文化景观和

历史记忆的破坏。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面临困境，如景

区 AR 覆盖率低，难以满足现代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需求。

2.2 旅游需求变迁与旅游市场供给的矛盾

苏州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内涵

的挖掘和呈现往往流于表面致使游客需求与旅游市场供给之

间的不匹配，成为苏州旅游发展中的一大矛盾。对于旅游需

求来说，游客的体验大多停留在拍照打卡的浅层次模式，缺

乏深度的文化解读和互动体验。这种表面化的文化体验难以

满足当代游客，尤其是 年轻群体对深度文化体验的高需求。

对于旅游市场供给来说，年轻群体对沉浸式文化体验

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昆曲、评弹表演以剧场观赏为主，游客

参与度低。当前的苏州旅游在体验深度和互动性方面存在明

显不足，导致文化内涵的呈现趋于表面化，难以满足游客对

深度文化体验的需求 [3]。例如，将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

题街区的沉浸式旅游与苏州的昆曲体验相比，后者仅局限

于博物馆演出，未开发“戏曲 + 剧本杀”“角色扮装研学”

等新模式。

2.3 沉浸式深度体验与旅游行业运营效率的矛盾

旅游行业以盈利为核心，追求高效运营，沉浸式深度

体验却需大量时间与资源投入，二者存在显著矛盾，具体体

现在以下三方面：

2.3.1 时间矛盾

深度体验需要游客花更多时间参与当地文化和生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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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但旅游企业常采用“短停留、高周转”模式，行程安排

紧凑，自由时间较少。这使得深度体验难以融入追求效率的

商业模式。

2.3.2 资源分配两难

深度游依赖小众目的地、本土向导等稀缺资源，无法

像连锁酒店、大巴团队游等传统旅游资源那样规模化复制。

传统旅游企业靠规模化降低成本，深度体验却因资源稀缺难

以实现。

2.3.3 服务深度冲突

深度体验要求服务人员具备文化讲解等专业知识，培

训这类专业人才成本高，人才留存率低，与传统旅游企业“快

速上岗”的用工模式冲突。传统旅游企业采用标准化培训让

员工快速上岗，难以满足深度体验对服务深度和专业性的要

求，阻碍深度体验的推广。

3 苏州沉浸式旅游发展策略

3.1 引入现代元素，扩展传统手工艺的应用场景

通过扩展苏州传统手工艺体验的应用场景到现代生活

中去，可以进一步提高传统手工艺的实用性与吸引力，使之

更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喜好 [1]。游客们体验苏州传统手工艺时

往往局限于在传统的物件上进行体验，但这普遍对游客的手

工技艺要求较高且不利于游客的重复体验。如果将传统手工

艺元素应用到现代的服饰、日常用品中，让顾客在体验手工

艺时，可以自主选择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进行合理创作，则更

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参与感并更加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艺

的魅力。

3.2 开发故事沉浸式旅游，打造巨型剧场。

3.2.1 体验沉浸式故事扮演，开发自由多样的故事线

通过沉浸式故事扮演，能够帮助游客通过角色扮演与

当地文化、历史产生更深的联系，进一步与目的地建立情感

纽带增强参与感。借助苏州拥有众多景色优美且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建筑，打造主题多样的剧场，通过编写多条故事线，

开发多条主题，以便游客可根据兴趣选择不同角色和剧情，

增加自由度和重游率，亲身体会到苏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与背后历史人物的精神 [5]。

3.2.2 融入苏州传统文化，借助数字技术，开发多元化

沉浸式旅游

通过引入苏州传统文化，借助数学技术，能够提高沉

浸式程度，加强情感共鸣，进一步开发多元化沉浸式旅游。

将苏州历史典故和传说融入故事创作，将丝绸、昆曲等文化

元素融入故事可以增加文化深度以及增加民俗性主题与季

节性主题等。同时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AR 来在现实环

境中叠加虚拟元素。用户通过相关设备观看，提供 AR 导览，

实现在现实场景中增加实时互动 [4]。由此，顾客不仅仅能体

验故事情节，更能从其中体会到苏州传统文化的深刻魅力。

通过亲身扮演角色，体验角色的一生并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中去。

3.2.3 开发小众旅游资源，扩展沉浸式旅游空间

开发小众旅游资源，可以进一步扩展旅游空间，分散

人流量，提高沉浸式的体验感 [6]。苏州绝大多数著名的景点

人山人海，人流量的密集致使苏州著名景点难以实现沉浸式

旅游。为解决此矛盾，大力开发苏州小众旅游资源已成为最

佳选择以扩展沉浸式旅游空间。小众旅游资源知名度较低，

人流连少，但一般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商业化程度低。这极

其适合用来开发大规模的故事沉浸式旅游。以苏州的陆巷古

村为例，其拥有着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建筑，依山傍水，拥

有众多的手工工艺和名俗活动。但由于其基础设施不完善、

宣传推广力度不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陆巷古村旅游业的发

展。但其人流量少，商业化程度低，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已然

成为开发故事沉浸式旅游与巨型剧场的绝佳场地。

3.3 夜游江南水乡，打造灯光秀盛会

3.3.1 打造游船、名俗表演、美食、灯光秀四合一项目

以苏州传统游船为载体，通过融合苏州民俗表演、地

道美食以及现代灯光秀技术，打造一场夜游江南水乡沉浸式

文化体验。游客在游船上不仅能欣赏苏州水乡的夜景，还能

深度感受苏州的民俗文化与美食魅力。既保留游船外观保留

苏州传统风格，又借助数字技术，促使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增加沉浸式旅游的多样提升客户体验，打造夜游水乡沉浸式

项目。

3.3.2 打造多种形式灯光秀，多感官体验设计

灯光秀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营造氛围、讲述故事、

增强沉浸感的重要工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多感官交互设计，

可以进一步帮助游客实现灯光秀沉浸式夜游。多感官设计是

指通过视觉、和味觉等多种感官的协同作用，为游客提供全

方位的沉浸式体验。这种设计方法能够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

情感共鸣，使旅游体验更加深刻和难忘。在视觉上，可以利

用数字技术提供高清画面，展现苏州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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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效果；在听觉上，提供环绕音效，增强沉浸感以及通

过 AR 导览提供多语种文化讲解，帮助游客理解背景；在触

觉上，利用触觉反馈设备，游客可“触摸”虚拟物体，如苏绣、

木雕以及设置互动装置 [4]。通过这些巧妙设计，灯光秀不仅

能利用灯光在夜晚勾勒古桥、古建筑的轮廓，还能将苏州的

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一场多

感官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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