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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锻造，张家界亮出“新名片”
迎客300余万人次，魔术大师打造出的特效音乐剧《天门狐仙》已成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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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背后的故事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影中唯美场景很多，比如
浩瀚唯美的东荒俊疾山、人
间仙境十里桃林、不食人间
烟火的青丘、气势磅礴的大
紫明宫。武隆作为电影的官
方取景地，基本上都可以还
原这些美不胜收的景色。

大紫明宫是最大反派
鬼君擎苍的“老巢”，隐秘在
深坑之下而自带神秘色彩。
电影中凤凰折颜助力白浅，
飞跃天坑和白浅一起与玄
女激烈的打斗场面，正是取
景于武隆天生三桥。 实际
上，大紫明宫原型地天生三
桥实景更加震撼，三座世界
独有、气势磅礴的天生石桥
坑巧夺天工。此外，三座天
然石桥还刚好可寓意三生
三世的爱恨纠葛，冥冥之中
的缘分让导演决定将白浅、

夜华、 墨渊3人同时出现的
拍摄画面选择于此。

桃花灼灼, 枝叶蓁蓁,
十里桃林累世情缘。桃林虽
美，却远在虚幻仙境，回望
人间，自有大美无数。在武
隆火炉筏子村拥有一片原
始的十里桃林， 和戏里白
浅、 夜华立于灼灼桃林之
下，许下三生三世情深不悔
一样，真实的人间也有那么
一个地方， 可远离尘嚣世
俗，执子之手，闲看云卷云
舒，静看花开花谢，年复一
年，和爱的人在此一起把光
阴拉长，日子过成诗。

取一地，与相爱的人不
问世事， 隐居清翠山林，你
织衣我作画， 相视而笑，应
该很多人都憧憬能有白浅
夜华在俊疾山神仙眷侣的
日子吧。 经济信息

在武隆看《三生三世》唯美风景

技术创新让
“狐仙”脱俗

在张家界天门山脚下，
大型实景音乐剧《天门狐
仙》每天都在几千名观众的
尖叫和欢呼声中落幕。这台
以湖南家喻户晓的民间故
事和花鼓戏《刘海砍樵》为
基础的音乐剧，以流畅细腻
的表达方式通过数百名演
员的歌舞表演和丰富的多
媒体手段在高山奇峰为舞
台背景、山涧峡谷为舞台的
环境下，将观众引领到美丽
的神话爱情故事当中。

据主办方介绍，由福茂
精艺郑超先生带领的舞台
特效团队对该剧进行了技
术改造，演出效果得到了观
众的肯定。舞台特效成了这
台实景演出的亮点之一。

郑超是一名从美国回
来的年轻魔术师， 他的团
队是世界唯一一支利用顶
级科技制作舞台特技的团
队， 自幼在美国学习魔术
的郑超表示， 他要做的是
将魔术效果变成一种情境
的载体， 而不再是让观众
想解密的结果。 他和他的
团队不再是表演者， 而是

致力于完美表达导演意
图， 为观众展现电影特效
般的场景。

八年来迎客超300万

据悉，自2009年9月开
演以来，《天门狐仙》已演出
两千多场，接待海内外游客
300余万人次。 除了每年冬
季停演以外，其他时间无论
刮风下雨，《天门狐仙》演出
人员都倾情奉上这台大戏。

音乐剧由山水实景演
出创始人梅帅元担任总导
演，由获得奥斯卡音乐奖的
华人作曲家谭盾担任音乐
总监。 不论是演出节目，还
是那群美丽的狐仙，都已经
成为张家界的别样风景。

剧场的灯光分外吸人
眼球，也将狐仙与刘海感情
故事的跌宕起伏烘托得恰
到好处。近年来，天门狐仙
公司投入70多万元，在原来
400盏4千瓦探照灯的基础
上， 增加了20盏7千瓦的探
照灯， 保证了演出效果。不
仅如此，舞台中央的LED屏
幕也进行了更换， 更新的
LED屏幕具备防水功能，清
晰度更高，使得雨天观看节
目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

白天游天门山或武陵源，晚上看《天门狐
仙》，来张家界的很多游客都会选择这样的行
程安排，甚至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只为观看一
场《天门狐仙》大戏。

从2009年开演以来，《天门狐仙》收获了
很多荣誉： 世界首台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高
山峡谷实景音乐剧、第四届湖南艺术节“田汉
大奖”……

八年来，《天门狐仙》精心锻造，已成为张
家界旅游的闪亮名片和金字招牌， 成就了演
艺行业的一段传奇， 今年还以优异的成绩获
得湖南首届创新奖。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丁文娟

《天门狐仙》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