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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理论视角下“古田会址+红色剧本杀”文旅融合研究
刘依玲，尤思瑜，孔旭红，吴剑豪

（福建商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摘 要：为促进古田会议会址红色革命景区的活化与资源转化，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在回顾古田旅游区概况的基础上，

分析古田会议会址常规旅游存在的问题，继而尝试从 4I 理论的视角对“古田会址+红色剧本杀”的文旅融合分析，针对古田会

址目前状况提出红色剧本杀建设促进古田会址旅游景区文旅融合的建议。上述研究将加强红色剧本杀独特的精神价值、文化

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古田会址的体现；上述建议可达到红色革命景点的转型和“红色文化”既入眼又入脑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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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Gutian Conference 
Site + Red Script Mu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4I Theory

LIU　Yiling，YOU　Siyu，KONG　Xuhong，WU　Jianhao
（School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red revolutionary Gutian Conference Site scenic resources and to rejuvenate the 
red culture， we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conventional tourism at Gutian Conference Site based on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Gutian tourist areas， and then try to analyze the approach to integrate culture and tourism by "Gutian Confer⁃
ence Site + red script mu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4I theor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utian tourist site，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red script mu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t Gutian tourist 
site. Our study will reinforce the unique spiritu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s of red script murder plus Gutian Confer⁃
ence Site， and our suggestions can help to transform red revolutionary scenic spots and to have “red culture” received in 
heart and soul by people.
Keywords:4I theory； red script murder； Gutian Conference Site tourist ar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0 引言

红色旅游文化蔚然成风，游客对红色旅游的需

求也上升到体验、沉浸等深度游层面。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近年来，随着剧

本杀的兴起，全国各地景区涌现了一系列以沉浸式

体验为主的剧本杀项目，以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形

式为革命景区赋能。但目前，古田旅游区的红色旅

游发展中仍存在着说教较多、形式单一、体验性不

足等现象，不适应年轻人求新求变的心理，不利于

红色文化的宣传。因此，本文拟在分析古田会议会

址旅游体验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试在 4I理论的视

角下就“剧本杀+革命景区”的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

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古田会址红色革命景区的

活化与资源转化，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1 古田会议会址概况

古田旅游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梅花山自然保

护区南麓。景区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类型繁多，

革命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辉映，以古田会议会址

为核心的红色经典景点熠熠生辉。

古田旅游区的核心景点——古田会议会址，位

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原为廖氏宗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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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万源祠，建于 1848 年［1］，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总占地 826 m2，紧邻 319 国道、赣龙铁路，紧靠上杭

火车站，境内有高速公路贯通［2］。1929年 12月 28—
29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

田召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

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建党建

军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革命最早的革命老区之

一，这里更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党的领导人，如

刘亚楼、杨成武、邓子恢等。在我国艰苦的革命过

程中，这些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在闽

西地区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些都形成古田

旅游区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形成了具有系列性的

革命遗址和纪念地。

龙岩市统计局测算数据显示，2019年龙岩市的

全市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 5 504.06 万人次，古田旅

游区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 613.88 万人次，占比约

11.15%。“红色教育研学旅行”是促使青少年认识革

命传统、感受革命精神，传承革命意志的有效途径

之一［3］。2020 年 1—10 月，龙岩市的全市累计接待

旅游总人数 3 147.95 万人次，古田旅游区累计接待

旅游总人数 114.86 万人次，占比约 3.65%。根据

2020年龙岩市统计局测算数据显示，古田旅游区累

计接待培训班次 653期、3.37万人次，接待研学班次

236 期、2.25 万人次［4］。古田干部学院自 2017 年 12
月开办运行以来，截至 2021年 1月底，已举办 1 474
期培训班，培训近 8.2 万人次，取得良好的政治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古田旅游区红色旅游体验的不足

2.1　文化功能消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田旅游区的历史价值逐渐

被淡化，很多年轻人对于红色文化的认识缺乏深

度，很难真正理解古田会议和古田精神所代表的意

义。古田旅游区作为革命历史遗址，传承工作也需

要得到重视，包括教育、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以确保

历史纪念的传承和延续。在营销方面，一些旅游商

品和服务的文化元素过于简化甚至消解，此类商品

和服务可能会导致游客的文化认同感降低，进而影

响旅游体验。

2.2　创新后劲不足

对于一些既有资源，如纪念馆等，开发方案过

于单一，在经营上还停留在参观一些简单的图片和

物品阶段，缺乏更具远见和创新性的思路。且由于

红色旅游同质化严重，游客们很难区分古田、瑞金、

井冈山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差别，进而产生了“游

一当十”的心理，大多数游客只是为了感受红色文

化的熏陶，并没有对古田会议会址留下深刻的印

象。在推广红色文化旅游时也缺乏科技手段的应

用，缺乏对于红色文化的新颖、独特的展示和呈现

方式，无法吸引更多游客，提高旅游收益。

2.3　产品类型单一

在旅游产品方面，古田旅游区的旅游产品相对

单一，仅针对革命纪念馆等人文景点，缺乏新鲜、多

元化的旅游产品和玩法。对于追寻红色旅游体验

的游客来说，红色旅游产品是非常重要的。缺乏新

鲜、多元化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产生旅游疲劳，游客

会觉得红色旅游产品缺乏吸引力，导致游客逗留时

间短。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日益成熟，各种形式旅

游产品层出不穷。旅游产品较少，会导致旅游地缺

乏竞争力，游客会选择更好的、有更多旅游产品、更

好品质服务的旅游目的地，进而降低景区的市场份

额和收益。

2.4　优质体验欠缺

在互动情感方面，没有与游客产生交互连接，

游客无法切身感受到古田的红色文化，而且由于官

方解释的偏重，游客在景区的参观中缺少自己的思

考和判断，依赖于“标准化”解说，同时还容易误导

游客，产生对景区的认知偏差。在了解游客需求方

面，古田旅游区的管理者过分关注游客行程的控制

和游览的安排，对于红色旅游的产品和服务方面缺

乏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从而忽略了游客的个性化需

求与体验。

3 4I理论视角下“古田会址+红色剧本杀”文

旅融合分析

“剧本杀”一词起源于西方宴会实况角色扮演

“谋杀之谜”，是玩家到实景场地，体验推理性质的

项目。红色剧本杀的剧本题材主要聚焦在革命战

争年代，有着扎实的历史背景依据，以红色旧址为

体验场地。红色剧本杀是一个集知识属性、心理博

弈属性、强社交属性于一体的娱乐项目，为古田会

议会址注入“年轻态”“沉浸式体验”，有助于促进学

习教育更加入脑入心，切实提升对古田红色革命历

史的深刻认识，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忠于理想、忠

于革命的崇高情怀。

4I理论是在 20世纪 90年代美国西北大学市场

营销学教授唐·舒尔茨（Don Schultz）提出的整合营

销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5］，强调从“以传者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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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到“以受众为中心”传播模式的战略转移，将传

播内容以趣味（interesting）原则、个性（individuality）
原则、互动（interaction）原则和利益（interests）原则

进行划分［6］。整合营销 4I理论适应了当下信息传播

形式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指引景区与消费者之

间建立更加长久的友好关系，为景区提供了关键的

指导作用。用 4I 营销理论构建顾客与上杭古田会

议会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剧本杀的方式实现景

区沉浸式游览，可以赋予景区更新鲜、更丰富的内

涵和意义［7］，进一步推动红色旅游业全方位发展，应

对目标群体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需求，提升革命景

区综合效益。

3.1　文旅融合中应突出趣味（interesting）原则

“趣味”强调营销过程中的娱乐因素，有趣、有

味是传播的前提。目前的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着

说教较多、形式单一、体验性不足等现象，不适应年

轻人求新求变的心理，不利于红色历史文化的宣

传。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及家长心理变化来看，活动

融入素质化教育，寓教于乐是教育行业的大势所

趋。在研学旅游盛行的时代，吸引住青少年的目光

就意味着在旅游市场上站住了脚步，而剧本杀的兴

起，为景区带来了新的启发与发展机遇。剧本杀作

为一种沉浸式游戏快速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广大青

少年对红色教育和剧本杀相结合的红色剧本杀接

受程度较高［8］，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存在，是当下的

发展新趋势。通过增强体验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将

景区红色文化巧妙包裹在体验情节当中，可以更有

效地抓住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群体的注

意力。

3.2　文旅融合应突出个性（individual）原则

相比于同质化严重、文化过多消解的景区，特

色、个性且极具文化性的景区显然更容易俘获消费

者的心。因为个性，所以精准；因为特色，所以诱

人。个性化的形式与产品，让消费者心理产生“焦

点关注”的满足感；个性化的营销更能投消费者所

好，更容易引发互动与购买行动［9］。“古田会址+红色

剧本杀”的提出不仅是立足于提升古田会议会址的

经济发展，更是将古田会议会址特有的红色历史、

古田精神等因素融入其中，以沉浸式体验红色剧本

杀的方式，将青少年带回革命历史时期，让青少年

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忠于理想、忠于革命的崇高

情怀。因此在景区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以创

新来带动个性化，激起受众的情感认同，使景区能

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3.3　文旅融合应突出互动（interact）原则

共情、共鸣是产生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增强文

化软实力的基础。受众是具有能动性、需要表达情

感和情绪的个体和群体，因此鼓励和吸引大众亲自

参与互动与体验，而剧本杀赋予消费者全新的角

色，从“观赏者”变为“参与者”，这样的形式更能激

发情感上的共鸣、理性上的共情。以“古田会址+红
色剧本杀”文旅融合的方式，沉浸式地带领消费者

重温峥嵘岁月，使参与者感受先烈的抗争史，主动

体验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而激起对当

下幸福生活的珍视，对国家建设成果的自豪，在大

脑皮层中刻下更深的印记。这样可以实现消费者

与景区之间的平等互动交流，从而增强认同感和使

命感，对红色文化有更深的体悟，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相传。

3.4　文旅融合应突出利益（interest）原则

利益原则是与传播受众之间形成忠诚、信任关

系的基础。在景区发展中给受众提供足够充分的

信息、资讯、功能、服务、心理满足、荣誉或者实际物

质、金钱利益都可以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古

田会议会址而言，一方面以消费者为中心考虑红色

剧本杀的体验活动，为消费者带来的利益主要为精

神利益方面，通过身临其境地感受古田的红色文

化，从而加深消费者对红色古田的情感，符合年轻

消费者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加入红色剧本

杀的活动，可以解决因红色旅游产业链条短、二次

消费少而导致的经济带动作用欠佳，不利于带动乡

村振兴、老城区发展等问题。

4 以红色剧本杀建设促进古田会议旅游景区

文旅融合的建议

通过分析古田旅游区红色旅游体验的不足，再

从 4I理论视角下对“古田会址+红色剧本杀”文旅融

合进行可行性分析，多层面多角度地探析后发现，

古田会址现状亟须通过新形式的手段进行改变，而

红色剧本杀独有的“年轻态”“沉浸式体验”，能够更

有针对性地解决其文化功能消解、创新后劲不足、

产品形式单一和优质体验欠缺的现象。针对红色

剧本杀如何促进古田会议旅游景区文旅融合提出

如下4点建议。

4.1　充分挖掘资源，做好文旅资源整合

通过对历史遗址、红色资源、自然景观等旅游

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利用红色剧本杀这一集知识

属性、心理博弈属性和强社交属性于一体的娱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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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将地方文脉、红色渊源、地方特产、各种资源等

巧妙糅进剧本杀剧情之中，为古田会议会址注入

“年轻态”“沉浸式体验”，代入旅游者潜意识，既有

助于旅游者更全面了解古田文化，认识认同古田文

化，又有助于促进学习教育更加入脑入心，切实提

升对古田红色革命历史的深刻认识，感悟先辈们无

私奉献、忠于理想、忠于革命的崇高情怀。

4.2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提高旅游者沉浸式体验

近年来，在文旅融合理念的引导下，旅游资源

开发进程不断加快，其中能够满足旅游者沉浸式体

验的旅游项目更是成为地区的宣传重点。此外，基

于文旅融合视角开发与整合旅游资源，给传统的旅

游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为游客带来新的游玩体验，

并将当地的文化宣传潜移默化地传达给游客，才能

够更好地满足当代游客多元化的需求。例如，红色

剧本杀剧本拥有极大的创新发展空间，通过与虚拟

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相结合，给参与者带来更高

层次的沉浸和交互体验。如可以第一、二、三角色

沉浸式体验古田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体验毛泽东同

志在莲花池边的所思所想等。红色剧本杀的背后

均蕴含别样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游客深度参与剧

本、完成“叙事传输”的过程；在情感沉浸阶段与红

色剧本杀主持人和玩家配合演绎，有效互动，产生

真正的“心流”体验［10］，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4.3　整合社区、社会力量，做好二次销售

通过为古田会议文化景区打造红色剧本创作，

用参与—体验—沉浸—升华的过程来提高红色旅

游体验度和教育效果，同时增加二次消费机会来创

收。例如，可以与景区内商铺进行合作，将红色剧

本杀产业不断推广发展，打造以商铺店员、景区服

务人员等成为剧本杀中的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NPC），引导游戏玩家与周边商铺互动，让

游客自发地为周边商铺宣传推广，同时在游戏过程

中输出自己商铺的品牌形象，引起潜在的客群或者

目标客群的注意，吸引他们对店铺持续关注，最终

完成二次消费。同时，通过互联网高科技手段，建

立特色和规模的剧本文化营地线上线下共享平台，

成为线下剧本活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商。

4.4　规范化管理，健康有序发展

文旅融合中红色剧本杀既要符合 4I理论，突出

其趣味、个性、互动、利益原则，但又要注意红色题

材的严肃性，严禁假借“人性化”之名，行消解崇高

之实，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

出现“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现象。在

2022年 6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等部门为规范剧

本娱乐经营活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出台了

《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11］等文

件规范剧本杀的运营。上述政策文件明确剧本娱

乐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登记为“剧本娱乐活动”，并实

行告知性备案；强化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主体责任，

明确内容管理、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诚信守法

经营和行业自律 5方面要求。在剧本杀市场的进一

步规范下，大大促进了“家国情怀”和“光辉历程”的

主题剧本发展，因此“古田会址+红色剧本杀”项目

应始终坚持规范化管理，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以

完善且正能量的形式走向文旅产业，为“古田会址+
红色剧本杀”文旅融合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结束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红色文化与

古田会址旅游紧密结合，这为古田文旅行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基于 4I理论的“古田会址+红色剧本杀”

文旅融合研究表明，红色剧本杀在趣味、个性、互动

和利益：4个方面都具备优势，能够为古田会址旅游

产业提供新的创新性体验，增加游客的参与度和互

动性。所以，在古田会址旅游开发中可适当引入红

色剧本杀等新型旅游体验，提升旅游景区的吸引

力。但同时需要注意，旅游体验的开发应该与古田

会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通过文旅融合创新赋能，古田可以走出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文旅+红色剧本杀”深度沉浸式

红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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