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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扇风格迥异的大门、108 个匠
心独运的情景空间、12 个大小不一
的室内剧场、21 场深度沉浸的戏剧
演出……在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
剧幻城”，很多来自京津冀及周边省市
的游客选择来这里过一个不一样的

“戏剧年”。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早上9

时 30 分，梦廊坊国际戏剧公园内，观
众已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入口
处排起了长龙。人群中，很多游客身
着汉服，红披风、马面裙……中国风氛
围瞬间拉满。

天津游客陈云菲和闺蜜结伴前
来。“我俩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
也特别爱读《红楼梦》，是铁杆‘红
迷’。这次趁着春节假期来打卡，体

验感特别棒。”陈云菲兴奋地说。
飞檐门、随墙门、金柱门、垂花

门……16 扇门对应着不同的游览线
路，可让游客体味各不相同的故事。

一把把红色的椅子、蓝色的房屋
和游廊、两层镂空字叠加组成的屋
顶、无数镜面组成的迷宫……别具一
格的空间令人沉醉，富有冲击力的色
彩扑面而来，陈云菲一边赞叹“太美
了”，一边摆好姿势让闺蜜帮忙拍照
留念。

在这里，一步一景、景景动人，游
客们还能从各个剧目中重温经典，感
受与《红楼梦》相关的悲欣交集。

《有还无》剧场里，看“曹雪芹”是
否会解答“太虚幻境”的秘密；《真亦
假》剧场内，百年前的书中人成了观

众，观众却成了演员；在《读者》剧场，
和“宝玉”“黛玉”“宝钗”一起读书、读
人、读世事……

“真没想到，40 多岁的我又当了
一次学生。”在《第三十五中学》剧场，
北京游客朱志娴和其他游客一起，成
为“1987年第三十五中学的学生”，坐
在课堂里，重温青春岁月以及那个年
代的《红楼梦》。

“书中人承谁的因果，书中人替谁
在传说……”“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
里，循环播放的背景音乐《书中人》旋
律悠扬、歌词隽永。朱志娴告诉记者，
这里不是对小说的简单复刻，而是从
读者视角切入，展现每位读者与《红楼
梦》之间的故事。

“就像‘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总

导演王潮歌说的那样，这里可
以读到每个人心里的那本
《红楼梦》。”朱志娴说。

新春佳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
城”内也洋溢着浓浓年味。

在情景空间“到头来”内，人们在
祈福牌上写下心愿，并按照“一拍、二
拜、三默念，四写、五挂、六合手”的顺
序，为自己和家人祈福。

在宁荣街大排档、毕业季大食堂、
刘姥姥包子铺、海棠餐厅里，特色小
吃、咖啡茶饮等一应俱全，热气腾腾的
五彩五福饺、五彩面、汤圆等新年美食
令人垂涎。

“自 2023 年 7 月开业以来，‘只有
红楼梦·戏剧幻城’已成为京津冀文旅
新坐标。正月初一至初八，我们还在
与其仅一墙之隔的水云间文化商街，
准备了精彩的舞龙舞狮、高跷会、黄漕
飞叉等非遗展演，以及年画展、花灯展
等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梦廊坊营销
公司副总经理肖锋说，预计今年春节
期间，梦廊坊国际戏剧公园接待游客
可达20万人次。

人体感应互动投影灯将迷你足球
场“建”在广场上，小朋友们追逐着光
影足球玩耍；绿化台阶上，星球灯营造
出科技感十足的“未来世界”……2月
7日傍晚，华灯初上，雄安新区容东片
区陆续被璀璨的灯光点亮。春节来临
之际，雄安新区容东管委会在容东片
区围绕重点河道、商圈打造精品亮化
区，为城市打造一批新的夜景打卡点，
让居民出门在街角就能遇见美。

“宝宝，快看，这里有一架钢琴！”
在容东片区望淀下沉广场，人体感应
互动投影灯投射在地面上的黑白钢
琴键吸引着居民的目光。家住附近
的居民李宁带着两个女儿跳跃在“钢
琴”上，舒缓的音乐随即流淌而出。

“今晚出来逛一下，年味儿十足，家门
口的灯光秀科技感很强，我和孩子们
都很喜欢。”

投影灯还能变幻出跳房子、足球、
打地鼠等多种互动游戏场景，让各年
龄段人群嗨玩儿。

漫步容东片区富家河、槐香河沿
岸步道，河道墙体上光影交汇，河道边
的步道上用投影灯营造出四季变化之

美，吸引不少市民举起手机拍照记录，
定格下流光溢彩的城市画卷。

在容东片区，像这样的景观亮化
区共有五个点位，分别为：依托水心
公园心形河岸，以萤火虫灯为点缀，
打造具有自然浪漫氛围的“森灵光
语”主题空间；以富家河沿岸原有树
木作为天然立杆，通过投影灯、水雾
门装置在沿岸步道营造的“四时之
美”和“波光掠影”主题漫步道；通过
人体感应互动投影灯，在望淀下沉广
场营造的“奇趣空间”主题空间；通过
七彩灯光变换，在槐香河沿岸打造的

“水岸臻境”主题空间。
“此次景观亮化使用了发光人体

感应互动投影灯、音乐互动装置、水雾
门装置，将自然风景与光影效果相结
合，让置身其中的居民沉浸式体验未
来之城的时尚、活力和动感。”雄安新
区容东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景 观 亮 化 项 目 围 绕“ 光 影 共 霓 裳
寻梦向容东”亮化主题，打造“容东两
河夜间五景”的节日景观灯光体系，为
群众提供更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提
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璀璨灯光点亮雄安之夜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刘光昱

“大年三十熬一宿，大年初一走一
走。”2 月 10 日是甲辰龙年大年初一，
京城各处都是赶会的市民，有的携家
带口、有的约上三五好友，在农历新年
的第一天来到龙潭、厂甸、大观园等京
城久负盛名的庙会现场，体验那热气
腾腾的年味。

“四年了，终于恢复了，我们全家
定了闹钟，早早起床来赶会。”2 月 10
日，暌阔四年的第三十八届龙潭春节
文化庙会在龙潭公园重装开场。早上
八点半，龙潭公园西北门外就来了逛
庙会的市民。家住东城区的周先生带
着一家老小，早早就来赶会，言语中透
着兴奋、盼望。

在人头攒动的龙潭公园四门，装
饰分别以“祥龙献瑞”“龙腾盛世”“龙
翔万里”“飞龙在天”为主题，迎面就是
龙年的吉祥话，节日氛围拉满。

园子里，还设置了很多龙年拍照
打卡点，例如北门附近的“龘龘祈福朤
朤迎春”主题节点、可爱 IP“龙东强”
形象拍照打卡点、月亮湾的“龙腾贺
岁”等，都很“出片”。

本届龙潭庙会将从大年初一
一直延续到初七，开园时间为每

天早上 8 时 30 分至晚 5 时。
门票不用网上预约，可直

接在现场购买。
市民在这

里 可 体 验 传 统
花会表演、文化

展 览 展 示 、综 艺 演
出、体育大擂台、冰雪娱

乐等活动，同时，还可以在
这里品尝各种地道的北京小

吃，欣赏非遗展览和演出。
相比于龙潭庙会，西城区厂甸庙

会充分突出“文市”特点。记者了解
到，本届庙会以“漫步古都中轴，共赏
百年厂甸”为主题，于正月初一至初五
在琉璃厂东西街举办。

具体来说，今年的厂甸庙会推出
了三大主题活动板块，包括“妙游·城
市‘书’房”“遇见·宣南名士”“雅游·非
遗展览”。

其中，“妙游·城市‘书’房”之“旧
书新知”书市，于正月初一至初五在中
国书店琉璃厂店重张，万余种古旧图

书在中国书店展卖，图书种类涵盖北
京史主题、中外文学主题、历史资料主
题、中医保健等。

“遇见·宣南名士”通过琉璃厂东
西街的沉浸式演出《盛世如你所愿》，
邀请京剧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化群
体，在主活动街区扮演曾在宣南地区
生活过的历史名人志士，以街区沉浸
式快闪独幕剧的形式，营造文士先贤
回归东西琉璃厂、与市民朋友同游厂
甸庙会的景象。

“雅游·非遗展览”以“百年厂甸”
历史文化展、“赏年画，过大年”年画展
两大展览，让观众深入体验百年厂甸
的传统文化魅力。此外，本届庙会还
推出了“厂甸研选”新春好礼系列文
创。荣宝斋、中国书店、一得阁、戴月
轩等老字号都带来了具有各自特点的
文创产品。

今年，北京大观园庙会于正月初
一至初五在园内举办，打造全域浸入
式的游园观赏体验，共分为四大板块：
鲜花着锦红楼戏（文艺演出）、奇思

“庙”想童乐汇（儿童游艺）、西城惠礼
来此购、书香为引阅红楼（旧书新知、
猜灯谜）。

“元妃省亲”是大观园庙会必不可
少的重头戏。该表演队伍华贵气派，
生动再现了书中省亲情景。本届庙会
以“元妃省亲”演出为主，同时上演宝
黛成亲、贾母贺寿等系列红楼情景剧，
再现家庆团圆的场景。

今年庙会，大观园搭建了“贾府戏
班”，再现红楼梦中人点戏场景，包括
京剧、杂技、红楼人物互动（宝玉作诗）
等综艺演出。初五当天，推出宝玉黛
玉“木石前盟”演出，以“多重戏”打造
完整的舞台演出。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庙会，北
京大观园联合正定荣国府、廊坊市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设置庙会
文创市集，包括红楼文创产品展览及
销售，打卡集章等活动。而在省亲别
墅内，将举办“中轴西望 年味非遗”
市集。

猜灯谜是春节一项传统活动，庙
会期间，大观园制作了通俗有趣的灯
谜，游客可瞬间化身为文人雅士，参与
灯谜闯关互动。

京城庙会拉满节日氛围
北京日报记者 张 骜

大年头一天，津城处处欢。天津
关于“年”的记忆，最深、最浓，还数津
门故里古文化街。正月初一一大早，
装扮一新的天津古文化街迎来客流小
高峰，游客们逛庙会，听相声，享美食，
品津沽年味儿，赏古韵流芳。

火红的灯笼挂上古色古香的门
楼，泥人张世家、杨柳青木版年画、果
仁张、耳朵眼……一众老字号店铺鳞
次栉比，吸引八方来客。古街上年味
儿十足，一派节日气象。

“天津除京韵大鼓外，还流行‘梅
花大鼓’‘京东大鼓’‘西河大鼓’，各自
都有著名的流派和‘名角儿’，你看呀，
这津腔津调，最是好听。”在宫前广场，
戏楼上演出的鼓曲吸引了里三层外三
层的游客驻足观看，一位天津口音的
大爷绘声绘色地给周围的游客讲解其
中的门道。春节期间，戏楼每天都有
精彩演出，为来往游客奉上一场文化
盛宴。来自邯郸的游客小优听得津津
有味：“过年听天津话、用天津鼓曲讲
天津故事，还得是咱天津大爷。”

“津味儿相声有味道，让人流连
忘返……”春节期间，古文化街上的
几家相声茶馆热闹非凡，各家的吆喝
声此起彼伏，打起了“擂台赛”。在名
流茶馆，大年初一推出了“新活”专
场，《新年大吉》《新说评书》《新灯
谜》……一连串新段子亮相，逗得观
众笑得前仰后合，馆内洋溢着欢
乐气氛。北京姑娘李静是
第 二 次 来 天 津 过 年
了：“这次专程来
西北角吃早点，
到古文化街
听相声，来

天津过年会上瘾。”
“春节期间，我们每天安排了 4

到 5 场演出，分不同的主题，像初一
是‘新活专场’，初二是‘过个传统
年’，初三是‘123 过大年’，初四到初
六则是‘新春大 PK’。”名流茶馆总
经理朱涛介绍，春节期间，名流茶馆
的相声票需要提前选购，上座率接
近 100%。

年画、龙灯、泥人张、灶糖、茶汤、
吹糖人，老街里好逛、好玩、好吃，“熬”
出最浓的年味儿，酿就最甜的“日
子”。在天后宫和祥禾饽饽铺的“祈福
联名店”，板栗馅和芝士山楂馅的小点
心分别做成醒狮和钱袋的形状，因为
讨喜的样式和吉祥的寓意，成为店铺
最受欢迎的单品。“这两个糕点一个叫

‘醒狮大脑袋’，一个叫‘福满钱袋袋’，
在春节期间特别受欢迎，每天都能卖
个几千块。”店员介绍。

“过年买点传统点心送亲友，感
觉还是现场买更有仪式感。”游客陈
静采购了祥禾饽饽、果仁张、崩豆张，
全部选择了快递服务直接送到家，

“这里人气旺，年货品种多，服务也
很好，‘一键快递’把天津的
年味儿分享给亲朋
好友。”

“来天津过年会上瘾”
天津日报记者 廖晨霞

数 百 人 蹦 迪 热 舞 、“ 高 杆 不 倒
翁”奇妙互动、非遗“打铁花”绽放夜
空……邢台七里河畔东由留码头今
年首次举办的春节庙会，主打一个好
玩好看、热闹新鲜。时尚潮流闯入传
统庙会，混搭风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

2月 8日晚 8时，劲爆的音乐响彻
东由留码头夜空。现场主持人通过十
几台音响向游客发出邀请：“蹦迪时间
马上开始啦……”听到“集结令”，一群
群年轻人纷纷向中央广场上的红色舞
台汇聚。

“有别于传统庙会，今年码头庙会
主打年轻、时尚、潮流。庙会场景整体
设计为‘一街一河一岛’，白天网红情
景打卡，晚上是活力满满的秀场，让欢
乐全天不打烊。”邢台文旅源麒城市运
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铁岩介绍，“不
仅是河畔的码头、街区，七里河上也安
排了特别的节目，大家春节期间可以
嗨个够。”。

码头中央广场上，每晚有40分钟
的蹦迪时间，成了庙会上最热闹、最受
年轻人追捧的项目。

舞台中央，两名领舞者正在招呼
年轻人上台。他们身着戏装、颊戴长
髯的扮相格外引人注目。“国潮混搭太
有范儿了，我要发个圈！”趁着蹦迪还
没正式开始，18岁小伙儿小尚忍不住
一手捋起领舞者飘洒在胸前的长髯，
一手拿起戏曲道具马鞭摆起姿势让伙
伴给拍照。

“我们是‘哼哈二将’，来自开封。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吧！”蹦迪正
式开始，随着领舞者的指令和动作，满

场数百人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广场外
更多游客闻声而来，纷纷主动参与其
中，将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

“庙会上蹦迪，戏曲演员领舞，混
搭得奇异有趣。我们一家都跟着跳，
挺过瘾。过大年光吃不动不行，跳一
跳身体放松了，心情更畅快。”家住七
里河边清山漫香林小区的梁竹说。

不远处，游客欢呼声突然传来，
“高杆不倒翁”表演开始了。街区一
角，一根高杆下端固定在地面，一位身
着红色唐服、妆容精致的美少女站在
高杆上。只见她随着音乐摇摆，手中
轻摇罗扇，飘飘曼舞，不时跟游客打招
呼。奇妙的互动方式，获得了游客的
热情回应。

“码头庙会每天进行9项兼具艺术
性和群众性的互动主题展演，包括国
潮快闪、提线木偶、高杆不倒翁等。”邢
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东由留码头春节文化活动主打“时
尚与活力”，旨在吸引更多游客到邢
台，活力满满地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

“快看，河里怎么会有烟花？真漂
亮！”人群中一名游客忽然喊了一嗓
子。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艘停在七
里河中间水道的船上，正在进行“打铁
花”表演，火花飞舞宛如烟花绽放。“除
了劲歌热舞，还有灯展、滑雪、非遗项
目‘打铁花’，我家孩子特别感兴趣。传
统庙会要传承，得先用年轻人喜欢的
方式把他们吸引来，才能接续传播传
统文化。”市民张延芳女士和家人逛完
庙会仍恋恋不舍，“这样的庙会既热闹
又有趣，有创新有传承，非常棒！”

▲2月7日晚，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水心
公园，“森灵光语”主题空间点亮璀璨夜色。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

▼2月 10日，“只有
红楼梦·戏剧幻城”演出
剧照。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雨桐摄

▶ 2 月 8 日在邢
台市东由留码头庙会
上进行的提线木偶表
演。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贺婷摄

邢台码头庙会混搭风
吸 引 年 轻 游 客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