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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篇

“咚咚锵、咚咚锵……”粤港澳大湾区馆前，激

昂的鼓点声响起。在观众的簇拥下，登上蛇年春

晚舞台的广东普宁南山英歌队惊艳亮相。队员们

边走边舞、翻飞跳跃，鼓槌声、踏步声、呐喊声，震

耳欲聋。

在同一展馆内，英歌舞机器人 2.0 版本同样引

人注目，灵活的动作和刚劲的舞姿吸引不少观众

驻足。人工智能与非遗民俗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成为大湾区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引领潮流 创意点亮生活”

为主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展区。60余家人工智能

企业组成“创新方阵”：AI会展助手“文小博”，依托

大模型对参展各方做到有问必答；书画机器人挥毫

泼墨书写“文化自信”；观众戴上脚踏，挥动两根鼓棒

“敲击”空气，即可沉浸式体验打架子鼓……文博会

现场，一幅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新图景正在展现。

从蔚然成风的“考古热”“非遗热”“文创热”，

到跨界又出圈的“国潮”“国风”“新中式”，近年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

兴未艾。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的应用，千年文脉在时光的流转中掀起一股澎

湃的创新热潮。

数字技术赋能下，拥有 700 多年历史的山西永

乐宫“现身”文博会。观众只需戴上 VR 眼镜，便

可瞬间置身仙气飘飘的山水画中，不但能跟随吕

洞宾的脚步腾云驾雾，与永乐宫的“五脊六兽”对

话互动，还能拿起手中的压力感应笔，在元代画师

朱好古的协助下“共创”永乐宫壁画。

科技不仅为古建筑注入活力，还让更多文物

在数字世界“重生”。文博会现场，一家企业带来

最新的 AI 三维重建技术。只需用普通相机为文

物全方位拍摄图片并输入电脑，几分钟后便能生

成清晰的三维模型。“我们可以为博物馆馆藏快速

构建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孪生体’，精准还原文物

的几何形状、纹理细节和材质光泽。”展位工作人

员介绍。

从故宫博物院完成 92 万件院藏文物的数字化

采集，到敦煌壁画通过数字化技术“复活”，再到国

家博物馆推出国内首个博物馆数智人“艾雯雯”，

科技赋能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中华优秀文化资源

与符号的永久性保存、年轻化表达。这些古迹古

建的保护与“活化”实践证明，科技赋能与人文传

承的双向奔赴，正是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中“活

起来”、在创新中“火起来”的关键密码。

传承与创新双向奔赴

大熊猫“驾驶”敞篷跑车在广东深圳环海公路飞驰，雕塑大卫“乘坐”直升机
掠过深圳中心区，孔子和莎士比亚在图书馆畅谈古今，三星堆青铜人模仿游客
动作来个自拍……

这不是奇幻大片里的场景，而是一场文化盛会的创意“开场”——5月 22日
至 26 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
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宣传片《向文博出发！》从剧本创作、角色建模
到画面渲染、动效制作全流程均由AI完成。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的驱动
作用日益凸显。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哪吒 2》、舞剧《咏春》等现象级文化
IP持续“破圈”“出海”，我国文化产业在科技助力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如何让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怎样让传统文化“老树生新芽”？作为“中国
文化产业发展第一展”，21岁的文博会以创新为纽带，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中
国与世界，让千年文脉在科技的赋能下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数智赋能：千年文脉涌新潮
—从第二十一届文博会看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写 在 前 面

“既有踏碎凌霄的热血，又有叹为观止的特

效，更藏着国漫工业化进程的期望。”今年开年，

“四川造”动画电影《哪吒 2》创新演绎东方美学，屡

创票房纪录，实现中国电影的历史性突破。这背

后凝聚着 4000 余名主创、近 140 家中国动画公司

的创意和心血。

在本届文博会四川展区，电影《哪吒 2》上下游

企业参展。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哪吒 2》系

列创新产品，还可零距离接触国漫“顶流”的创作

密码。

四川成都锦城湖畔，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坐

落于此，这里是电影《哪吒 2》的诞生地。以天府长

岛数字文创园为坐标，从出品制作到视觉特效，从

美术设计到动态分镜系统，《哪吒 2》制作链上的关

键企业大多相距在百米之内。这种地理集聚加强

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催生了高效协作的产业模

式，串联起动画产业链的上下游。

《哪吒 2》是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数字创意、微短剧、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本届文博会吸引超过 12 万件文化产品、4000 多个

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参展，催生文化新业态、消费

新体验，折射出文化产业的融合升级。

科技赋能，文化新业态组团亮相——

一座由 6 面 LED 屏幕构建的“穹天玉宇”中国

藻井数字艺术体验空间里，灿若繁星的斗拱化为

光影，生动再现“一井观天下、一井纳万象”的美

景；VR 视觉叙事作品《版画中轴》、借助三维全景

技术打造的《中轴长歌》，生动展现北京中轴线上

15 处遗产风貌；依托 AI 大模型，观众走进虚拟世

界里的盛唐街市，与诗人李白“对话”……

创意加持，文化新消费活力强劲——

在“文创中国”展区，累计销量突破百万件的

国博文创“凤冠冰箱贴”，引起一波抢购热潮；敦煌

研究院的飞天系列丝巾、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

仕女盲盒，展现地域特色；在甘肃展区，圆头圆脑、

憨态可掬的小神兽“兰小五”，成为备受观众喜爱

的文创产品……

“我们新认识了超 20 家潜在合作伙伴。文博

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新业态的发布会，更是

一个提供文化产业商机的平台。”一家科技企业的

负责人说，在今年的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上，该

企业与敦煌市政府就沉浸全感 XR（扩展现实）产

品“大梦敦煌”项目签订合作协议。

本届文博会还开辟了新品首发、项目路演、供

采对接多元交易场域，拓宽专区发布、展位发布、

“云”上发布等多条首发首秀渠道。展会期间组织

了近 200 场包括新品发布会、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等在内的活动。仅开幕式当天，广东展团就有 18

个重点项目在现场签约；湖北省有关企业也完成 6

个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签约。

文化与产业融合互促

打开屏幕，选择一块唐代石碑，历经千年风

霜，石碑上的汉字已经模糊。不过没关系，只需点

击一旁的“微痕修复”“数字拓片”等功能按钮，高

清的石碑图片瞬间映入眼帘，连古人的笔锋力度

都能被感知。

在文博会现场，观众不仅可以化身“文物医

生”修复文物，还可以体验考古现场的乐趣。

这是一扇通往定陶王陵汉墓沉浸式考古的

“时空传送门”——在山东展区打造的沉浸式互动

空间里，观众可“置身”陵墓的不同分层，“触摸”木

椁纹路，亲手揭开千年古墓的神秘面纱。

展位工作人员介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耗时数年完成墓室高精度数据采集，通过数字复

原和裸眼 3D 技术，构建了陵墓数字影像数据库。

“这种沉浸式参观，让考古从田野发掘拓展到公众

体验，解锁文旅新玩法，在景区很受欢迎。”展位工

作人员说。

数智技术赋能，极大拓宽了文旅产业的边界。

智 能 导 览 、实 时 交 互 、直 播“ 云 ”游 、3D 建

模 …… 眼 下 ，科 技 与 文 化 的 深 度 融 合 ，正 推 动

文 化 旅 游 从 传 统 的“ 静 态 观 赏 ”向“ 沉 浸 互 动 ”

转 变 ，使 文 化 成 为 可 感 知 、可 参 与 、可 创 造 的 鲜

活存在。

“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

自 信 的 过 程 ”“ 把 文 化 旅 游 业 培 育 成 为 支 柱 产

业”……近年来，我国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 进 文 化 和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 2025 年 1 月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的《关 于 进 一 步 培 育 新 增 长

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到，推出

沉 浸 式 文 旅 新 产 品 新 场 景 ，建 设 空 间 型 虚 拟 现

实 体 验 项 目 ，打 造 演 艺 新 空 间 和 数 字 展 览 新 空

间。

以创新为笔，各地勾勒出更多“诗与远方”的

新画卷。低空文旅项目“上新”、古建筑变身文化

展演空间、博物馆化作时空剧场……如今，越来越

多地方加快发展文旅新业态，带动文旅市场愈发

火热。此外，文化还进一步拉长旅游的产业链。

穿汉服、抽盲盒、逛主题街区……文化因素的叠

加，提高的是旅游的附加值，产生的是更大的“乘

数效应”。

立足于守正，着眼于创新，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脉传

承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科技与文旅催热市场

图①：5 月 23 日，学生在

文博会上观看机器人表演英

歌舞。

图②：5 月 23 日，观众在

文博会现场体验 VR 修复永

乐宫壁画。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①①

②②

夏季的洞庭湖畔，微风拂面，游人如

织。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联展吸引了大

批游客驻足——

唱念做打间，巴陵戏演员演绎着经

典剧目；岳州扇制作老师挥毫泼墨、绘制

扇面，寥寥几笔，洞庭湖的烟波浩渺跃然

纸上……

5 月 24 日至 26 日，第四届湖南旅游

发展大会在湖南岳阳举办。作为重要配

套活动之一，第七届湘鄂赣皖非物质文

化遗产联展同步开展。在展览现场，湘

鄂赣皖 4 省 200 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亮

相。

当古老非遗技艺融入日常生活，创

新的非遗体验项目和产品吸引了更多年

轻游客的目光。

湘绣团扇、岳州青瓷、巴陵油纸伞等

传统手工艺品结合时尚设计，成为年轻

人争相购买的“潮品”。一旁的数字互动

屏前，非遗数字人“小玉”带观众穿越时

空，来到千年前的洞庭湖畔。这些体验

让观众见证了岳阳在“文化+旅游”“文

化+科技”融合下的蜕变。

“咚咚锵——”随着锣鼓声响，在岳

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的排练厅里，一

声锣鼓开场、一句戏剧念白、一个轻盈飘

逸的转身，演员的一唱一念间，剧情起承

转合，散发着独特的韵致。

巴陵戏于 2006 年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是湘北地区

戏剧的代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舞

台语言、剧目、声腔、表演等承载着大量

与岳阳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岳

阳乃至湘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的

“活化石”。

在巴陵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政红

看来，剧团在创作中始终坚守传统巴陵

戏的声调、身段和唱腔，近年来还加入岳

阳花鼓戏等地方戏剧的元素，增加音乐

的丰富度和旋律的变化性。许多老戏新

拍如《秋江》《女装疯》等，深受年轻观众

的喜爱。

在非遗联展上，“守艺人”们携手论

道、切磋技艺，游客也从项目体验中增进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原来非遗不是挂在墙上的画，而是

流动在生活里的诗。”正在观展的游客刘

心说道。

在这里，非遗不再是“老古董”，而是

可听、可看、可玩的鲜活体验。岳州扇制

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岳军介绍，

他们结合当下岳阳火热的“熊猫游”、江

豚湾景区、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等特

色景区景点创作，在扇面绘制、扇骨雕刻

中加入了时尚元素，销售火爆。

除了艺术创作，刘岳军还正在参与

设计研学课程，希望通过手工体验，让年

轻一代能够亲身感受传统岳州扇技艺的

魅力，理解“守艺”与“传承”的深刻内涵。

站在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水奔涌

而来。当非遗老技艺搭上文旅融合的

“快车”，千年古城里的烟火气息再次被

点燃。

（新 华 社 记 者 阮周围、张格、余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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