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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江西路上的三和里弄堂小小出

圈了一把。都市剧《承欢记》当导航，不少Z世代观众的

“文旅日历”又增添了新目的地。

上海出品电视剧《承欢记》正在央视八套热播，该剧

通过麦承欢一家祖孙三代的生活图景，管窥上海的都市

风貌和人文景观。从满满烟火气的海派弄堂，到承载百

年风华的“一江一河”滨水风景线，剧中女主角麦承欢的

生活与工作轨迹不经意间同这座都市里Z世代的奋斗脚

步合辙，自剧集开播起便不断有观众在社交平台发帖“电

视剧照进现实”。

十集过后，剧情渐入佳境。趁着春和景明好时节，在

上海市文旅局等多方支持下，剧方联合多个实景拍摄地，

开辟多个剧情相关打卡点，将三和里、乍浦路桥、淮海公

馆漫心府等上海城市文旅地标、特色公共空间串珠成

线。当剧情与春日美景同步更新，这条“和承欢记一起乐

游上海”的Citywalk路线，俨然也是一条文化传承、资源

共享、代际融合的“最上海”的影视文旅路线。

热播剧导航

Z世代“文旅日历”又添新目的地

观众跟随《承欢记》打卡上海，参与
Citywalk周边活动。（受访者供图）

热门影视剧带动拍摄地旅游热
度的上涨早已不是新鲜事。2023
年以来，《去有风的地方》《狂飙》

《繁花》等爆款影视剧先后制造了
文旅市场的“泼天的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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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用影视热播来带动地方旅游
发展已经成为各地高度重视的发展
模式，接好影视溢出效应的流量，
关键在于供需两端提前铺垫。他提
出三重要素：“将影视剧热播的关

接好溢出效应的流量，在于供需两端提前铺垫

近日，由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打造的“长影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广播剧”首批10
部作品制作完成，每集广播剧都在10分钟左右。
目前，首部作品《保密局的枪声》已上线播出。

“配得真好，不愧是声音艺术家”“制作精
良，用老电影资源制作，传承经典电影作
品”……不少听众听了《保密局的枪声》后纷
纷留下“听后感”。

“广播剧以声音的张力代替了原本影片中动
感的视觉画面，这种艺术上的留白能给听众留
出更多的遐想空间，往往更能打动人心。”长影
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配音演员孟令辉
说，他在 《保密局的枪声》 中为代号“老三”
的地下党配音。

今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建厂 80 周年，长影
集团进一步盘活丰厚的红色资源，利用长影译制

片配音人才的团队优势，借助“声音的艺术”为电
影艺术传播另辟蹊径，打造了“长影百部红色经
典电影广播剧”项目。

据了解，继《保密局的枪声》之后，《党的女
儿》《董存瑞》《红孩子》《黄河少年》《甲午风云》

《两个小八路》《战火中的青春》《祖国的花朵》《钢
铁战士》9部经典电影广播剧也将陆续上线。

据新华网

长影10部经典老电影制成“声音大片”陆续上线

弄堂里巷的吴侬软语、时代发
展的风云际会、海派文化的开放包
容，让上海常年位于全国文旅的热
榜之上。作为长年观察上海文商体
旅消费数据的学者，上海社会科学
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祎遐从
年轻一代的消费心理上探寻影视文
旅热的起点，“年轻人会把消费看作
探索人生、探寻自己生活追求的必
经过程，因此，谁能与年轻人的情感
特点和内心需求共振，谁就可能抓
住当下这批年轻人的行为习惯”。

《承欢记》以上海姑娘麦承欢的
爱与惑为切入点，勾勒出一个家庭
三代人在城市发展中被潜移默化塑
造的价值理念，也由点及面，描摹了
不同个性、家庭背景的青年群像。
剧中，麦承欢在家庭生活中遭遇的
代际隔阂、在社会环境里经历的价

值观与爱情观差异，被融入城市高
速发展的节拍，悄然触动不少荧屏
前的同龄人。“在生活上依赖别人，
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怎么可
能？”一如这句台词，被网友称作“阻
挡年轻人实现独立的‘真相’，十足
清醒”；也如麦承欢等不同年轻人所
流露出的相似的自信又进取的性格
底色，与现实形成互文；还如剧中麦
承欢和妈妈之间让人五味杂陈的情
感关系，戳中了互联网时代不少观
众的情感堵点……

张扬的个性表达、正能量的汲
取、强烈的社交或情感陪伴需求
等，正是契合了Z世代人普遍的消
费燃点，《承欢记》引入“承欢游”概
念，有了可行的起点，并进而推动
剧情想要张扬的亲情暖流从戏中流
淌到剧外。

影视文旅热，燃点是年轻人的情感与需求共振

注和目的地的要素建立关联，让人们
有从影视剧中走到影视剧外的冲动；
将影视剧流量导向线下目的地后，要
有同款再现，从而带动观众向游客消
费的有效转化；围绕核心吸引物形成
多样化玩法，形成主题性消费。”

在他看来，上海多年来通过“建
筑可阅读”“一江一河”等系列工程
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系统性创新，应
该说，早就为一系列“上海出品”电
视剧的影视溢出效应，做好了承接流
量的准备。譬如从《请叫我总监》到

《好事成双》再到《承欢记》，剧中的
上海，都不约而同定格了弄堂里的温
馨时刻，刻画了黄浦江、苏州河畔的
优雅风景。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张
斌则从需求端对创作提出更高期待：

“如今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已不被游客
所接受，游客更加注重旅游的体验

性，他们追求跟随故事去目的地，或
者到一个地方去挖掘它的风土人情，
然后获得不同的体验。因此，影视作
品本身能否对城市文化内涵进行深入
挖掘和高品质呈现，显得尤为重
要。”剧中，奶奶最爱的国际饭店蝴
蝶酥，麦承欢和辛家亮漫步的外白渡
桥等，无不是“最上海”的城市文化
意象和符号体系，汇集着几代人的邻
里回忆。镜头一转，麦承欢工作的宝
丽嘉酒店、和父母散步的北外滩世界
会客厅又焕发着新时代的朝气。

如今的年轻人打卡影视取景地，
不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而是希望与
城市文脉撞个满怀——正是供需两端
做好了提前布局，这条“和承欢记一
起乐游上海”的Citywalk路线、即将
上路的观光专线“承欢bus”，有望将
剧集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的消费增
量。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