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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去了最多的去了300300多次……多次……622622亩的亩的““戏剧幻城戏剧幻城””全国圈粉儿全国圈粉儿
河南博物院门前排出河南博物院门前排出““蛇蛇””形长队形长队，，36003600年城墙下的巍巍亳都演绎古今传奇年城墙下的巍巍亳都演绎古今传奇

郑州文化郑州文化DNADNA里藏着里藏着““精神故乡精神故乡””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郑
州的交通版图上，2小时航空圈覆盖
全国90%人口与95%的GDP，2小时
高铁圈串联起4亿人的生活半径。

一面是千年古城，一面是青春
之城。这座城市的野心，在于将交
通网络的“物理连接”转化为文化
共鸣的“情感连接”。

城市品牌如同一个人的气质，
需兼具厚度与温度。如何有效地
将郑州的“厚重文化”与现代的“人
情味”相结合，让游客既能感受到
历史的深度，又能体会到城市的温
暖与活力？

郑州给出了它的答案——不
再“伸手要历史”，而是“主动造传
统”，以共情替代说教，用持续创新对
抗审美疲劳，从“景点打卡”跃迁至“精
神共振”，文旅产业的最高境界，是让

远方来客在异乡找到故乡的温度。
站在郑州航空港区的观景台

俯瞰，中欧班列与银翼航班在天地
间划出经纬。我们看到，河南博物
院将四神瓦当制成饼干，电影小镇
用实景演艺重现发生在老郑州火
车站的风云往事，3600年的商城遗
址与21世纪的戏剧幻城同频共振。

当城市成为可沉浸体验的文
化综合体，传统文化不再是沉重的

“包袱”，而是可以轻量化传播、情
感化连接的“超级 IP”。

据统计，2024年郑州全市接待
游客量近 1.7亿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文旅3.0时
代呼啸而至，郑州用一场文化共情
的实验证明：流量狂欢终会退潮，
唯有精神认同能穿越周期。
记者 张晓璐

2 月 14 日早上 8 点
半，21岁的开封男孩丁
梓宸准时来到位于郑州
市区与中牟县交界处的

“ 只 有 河 南·戏 剧 幻
城”。他要在这里做一
名“情人节活动”的志愿
者，这也是他的第 200
多次“回家”。

丁梓宸不是个例，
与其相似的人还有很
多，他们是“只有河南”
的超级粉丝。这些超粉
里，有打卡 300 多次的
郑州本地学生，有从杭
州来了20多次的“周末
特种兵”，有每月从广州
打“文化飞的”的金融精
英，还有跨越3000公里

“N刷”剧目的新疆戏剧
爱好者……这座占地
622 亩的戏剧幻城超越
了物理边界，成为一群
人的“精神故乡”。

郑州，曾以“火车唤
醒 的 城 市 ”被 人 们 熟
知。但如今，当游客在
地图 APP 标记它时，坐
标点已悄然位移，不仅
是“只有河南”——

河南博物院门前排
出“蛇”形长队，中牟“幻
乐之城”叫响全国，二七
塔下的百年德化街化身
国潮秀场，3600 年城墙
下的巍巍亳都演绎古今
传奇……中原文化的现
代表达，正在重新书写
郑州人文地标坐标系。

年轻力“造浪”“新河南圈层”形成

丁梓宸的手机相册里存着数千张戏剧幻城
的照片。从 2021年国庆初见百亩高粱地的震
撼，到如今能准确报出每个剧场的灯光切换时
间，他早已不是普通游客。

“第一次看到高粱地时的场景，在我心里留
下了一个印子，让我从此对它念念不忘。河南
是农业大省，但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像在

‘只有河南’一样，深切感受到粮食的重要性。”
丁梓宸说。

从视觉震撼到文化觉醒，给他印象最深的
除了那片高粱地，还有《李家村》剧场中老人们
集体赴死的那场大雪。这个在短视频时代长大
的年轻人，突然读懂了奶奶总说的“不能糟蹋粮
食”，借此完成了对农耕文明的精神溯源。

像丁梓宸这样的超级粉丝并非孤例，幻城
老友专享的“红庙校友群”成员，人均来过几十
次，自称“只有河南”的“精神股东”。

有人自制周边发放给入园的游客，有人将
秋收的高粱穗花束和中秋的手写明信片寄给异
地“同好”，有人自发运营“只有河南”相关主题
的自媒体账号，更多人把入园称为“充电”——

“外面的世界越卷，越需要这片能让人平静下来
的磁场。”连续 3届入选“只有河南超级粉丝”的
王组歌说。

年轻力“造浪”，形成以文化为纽带的“新河
南圈层”。杭州姑娘董思琦的行李箱里，永远装
着幻城的文创布袋。在澳大利亚看过很多世界
优秀话剧的她，如今更热衷带朋友来“只有河
南”体验她所体验过的一切。

第一次在幻城看《李家村》剧场
时的情景，让董思琦至今记忆犹新。

“上山的老人、唢呐、漫天的雪
花，牺牲、抉择、家国、血脉，所有元
素在那一瞬间将情绪引爆，我站在
剧场中间号啕大哭，为剧里的老人
们，也为终于找到了挖掘中国文化
的戏剧作品。”董思琦说道。

3年间，她组织的跨省观剧团，
把数十位沪杭白领变成了河南文旅

“自来水”，甚至吸引了她的舅妈带
着90多岁的母亲，“特种兵式”狂刷
两天剧。

作为观众，董思琦要的不是走

马观花式的观光，而是能引发深度
共鸣的“文化深潜”。

她说：“‘生生不息’这4个浸透
黄土的鎏金大字贯穿‘只有河南’
所有剧场，也正是中华文明绵延至
今的核心。这种文化的传播相对
于其他单纯讲故事的作品来说更
有高度，也更有意义。”

当游客走出幻城时，带走的不
是手机里的打卡照，而是重新校准
过的文化DNA。这不仅是那么多
粉丝对“只有河南”深度精神依赖的
重要原因，也是文旅融合最深刻的
时代命题。

在“只有河南”的数据统计中，
约有50%外省游客是因为“幻城”第
一次来到河南，来到郑州。不少游
客又从这里出发，前往郑州的少林
寺、洛阳的龙门石窟、安阳的殷墟等，
更深入地了解河南、了解中原文化。

“‘以点带面’的城市文化品牌
传播效应已初步形成。”建业文旅
总经理姚培认为，在助力城市人文
建设方面，“只有河南”提供了可供
参考的样本——

一方面，通过内容，将深埋地
下的厚重文化资源转化为鲜活的、
可触摸、可共情的体验，为城市注
入新的文化生命力；另一方面，通
过运营，给游客带来的真诚、善意、
共情、包容、年轻化、有人味的情感

体验，为郑州城市品牌带来“温度
和时尚度”。

“我曾因误解对河南抱有偏见，
但这座城市的人们改变了我。”不少
网友在社交平台写下过类似留言。
更微妙的变化发生在认知层面——
曾抱怨“河南人嗓门大”的外省阿
姨，在“只有河南”刷完一天剧后跟
女儿说：“真好，下次带你爸来。”

当产品“以文化人”，当运营
“以情动人”，五湖四海的客人，
在真正实地游览郑州的各个景
区后，收获的不仅有审美体验，
更有郑州这座城市的善意。多
种因素的叠加，给观众带来的是
满满的文化认同感、身心归属感
和安全感。

带走的不是手机里的打卡照，而是重新校准过的文化DNA

“共情让城市营销从‘资源展示’变成了‘情感连接’”

文旅产业的最高境界，是让远方来客在异乡找到故乡的温度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记者 李新华 图

“只有河南”超级粉丝合影 只有河南供图

外籍专家学者参观河南博物院外籍专家学者参观河南博物院 记者记者 周甬周甬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