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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阿来：

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封面新闻：今年关于“文化生态”
“文化产业”建议的提出，背后有怎样
的生成契机？

阿来：2020 年全球性疫情发生
以来，世界经济普遍下行，我国传统
的外贸产业受到巨大冲击。经济恢
复，面临很大考验。尤其是一些外向
型经济，恢复起来更是比较困难。我
就想到，我们的文化产业，将是加速
国民经济尽快恢复的重要突破口和
增长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
疫情期间，很多落地活动不能开展，
但是线上仍然很活跃。通过互联网
平台流通的文化产品都是通过文字、
音视频的方式在线上传播。不受制
于不畅通的物流，其生产端也不像制
造业那样受产业链的牵绊与影响。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有了更高
的网速，更多的带宽，云技术、人工智
能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
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国内就有很大的
潜在消费空间，其消费主要靠国内市
场消费，对国外依存度小，加之互联
网文化产品的国外消费，受物理空间
和相关外贸条款的限制性小，也是文
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优势所在。也正
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希望能提出
自己的建议，以助于我们的文化产业
有一个更良性的发展。

封面新闻：人们经常会说，技术
是把双刃剑。很多人的时间，被社交
平台的碎信息和质量不高的娱乐文
化产品挟制，难以自拔。

阿来：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个反
应时期，面对技术浪潮带来的东西，
很多人来不及适应它、真正用好它。
互联网这种无限大的空间、无限快的
速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
问题是怎么进入这个空间，用什么样
的方式进入这个空间，我想肯定也有
相当一部分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在适
应这个问题。

封面新闻：不少知识分子提醒我
们警惕技术对人的异化。作为人文
学者，您觉得技术跟人文之间应该怎
么样调和？

阿来：我觉得不能一味哀叹技术

对传统文化某些魅力的损伤。事实
上，技术的力量太强大了，它也不会
停止进化的脚步。这是人类无法改
变的。这时候可能我们要采用一种
新的姿态，我们基于互联网，基于今
天的云技术，基于今天的人工智能技
术，要对技术有一个欢迎的态度。或
者我们要考虑今天有哪些文学、文化
艺术的东西，可以借助这个网络，借
助这种巨大的现代性的技术。首先
是找到它新的传播方式。因为我们
大部分文化的产品，其实都是可以借
助网络更有效地传播的。

封面新闻：表达媒介对艺术内容
的影响是很大的。

阿来：我们基于这些技术的可
能，进行新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这种
新的文化产品会跟过去旧有的文化
产品有一些区别，因为它已经变了。
它基于这种新的技术也可能出现一
些深的审美的要求。过去有些旧的
审美的东西可能会失效。技术又给
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艺术呈现的可
能。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一定
要寻找，因为书写的媒介、表达的媒
介永远是会变化的。

而且，我们总是倾向于看到的，
传统的东西被伤害的一面，可能没有
太看到它又给新的东西、新的艺术成
长提供了空间的一面。很多年前有
些学者就注意到过这个问题。比如
美国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就提
到，“培养新的感受力”。因为新的时
代到来，新的媒介到来，它一定会提
出新的审美的要求。如果我们还在
传统里转圈，那可能我们就永远走不
出去。因此它也要求我们从事文化
艺术工作的人，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审
美有一些新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要
培养我们新的感受力，因为有了崭新
的感受我们才会想去表现。我们希
望创造一些面向未来的，如果一时不
能成功，大家要去探索。这个探索基
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创作者要去探
索，二是国家在政策层面有一种管
理、引导方式。

“我来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将办
证资料提交后，一会儿就办理好了，真
是太便捷了。”近日，在广元市苍溪县
行政审批局，前来办理业务的任杰对
工作人员点赞道。

行政审批越来越快，办证越来越
方便，这是很多群众的普遍感受。满
意的背后，折射出苍溪县行政审批局
严作风强服务的典型成效。

该局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推行提前
介入、靠前服务、网上办理、智能服务、创

新服务、延时服务多种方式，惠企惠民。
协调县发改、生态环境、水务、人防

等部门窗口，帮助建设项目尽快办结
各项审批手续；推行“网上办、快递送、
预约办、电话办、不见面”工作模式，提
供1.3万多件（次）的审批服务；同时创
新工作方式和坚持“延时服务”“预约
服务”等举措，使办事更方便、快捷。

作风换挡提速，让群众少跑腿、数据
多跑路，苍溪县行政审批局打通了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何朝友杨飞）

广元苍溪：以群众满意为标尺 严作风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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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在北京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
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认真拟好一份建议，将向大会提
交。这份跟“推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促进生成健康的文化生态”相关的建议，凝结着阿来

的深入调研、认真思考和缜密建议。
阿来的核心建议是：构建出“政府主导，社会企业、个人力量参与”的合力

平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促生数字时代的文化艺术精品，讲好中国故
事，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多方合力，形成多声部的大合唱，构建真正有影
响的文化内容生产与交流体系，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为了写好这份建议，在前往北
京开会之前，阿来深入文化企业调
研，尤其是腾讯公司，“近年来，一些
互联网头部企业提出的新文创，强
调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良性循
环，要通过文化IP全产业链发展联
动，来创造代表中国的超级文化符
号。这是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不
管是新闻、短视频、网文或者是基于
社交的微信、微博，很大一部分的年
轻人，其精神文化产品消费，都是在
网上。像腾讯这样的企业，旗下拥
有游戏、影视、视频、动漫、音乐、文
学、电竞等多个内容超级平台，具有
很强创新能力，在年轻人中具有很
大的影响力。”

提到网络文学，身为四川省作
协主席、资深作家的阿来，有自己的
观察。“虽然网络文学现在已有了一
定的声望，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
值。但从内容品质上讲，我觉得还是
有待提高的。如何摸索出一个符合
文学规律的网文发展道路，是值得深
思的。”阿来还提到，“文化产品不同
于其他产品，不能一味注重商业价
值，必须把精神价值提到首位。”

文化产业的繁荣离不开优质内
容。阿来建议，对于新兴的数字文
化龙头企业，可以鼓励他们，更好地
发挥好优势，鼓励他们用创新的技
术与方式，生产出当代数字创意内
容精品。

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文化平台
上，有不少年轻人利用自己的特长
和手艺，如视频制作、网络写作、音
乐作品，自发性地生产不同形态的
文化内容，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全世
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好
评。对于此类的“李子柒现象”，阿
来认为，“民间个体自发的行为，这
些受欢迎的作品，是从传统文化和
民间文化里生长出来的，效果很
好。对这样的尝试和内容生产，我
们应该鼓励、表彰，继续发扬。”

近些年来，中国的移动互联网
创新能力都走在世界前列。阿来提
到，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数字
内容平台、移动互联网，进行全产业

链发展，从文学、动漫、影视、戏剧、
游戏，甚至旅游线路开发，利用数字
技术和新的科技手段，对经典文化
IP进行内容转换、创新，做大做强文
化产业。

阿来提到，讲好中国故事，要发
挥好文化大IP的作用，对于群众喜
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作
品，应该鼓励改编改造和各种方式
的融合创新，以游戏、视频、动漫、音
乐等不同形式去展现和构建。“百花
齐放，万紫千红才是春。用数字技
术和互联网平台，鼓励不同的文化
主体参与，让政府与市场、社会形成
合力，将独唱变成合唱，让中国故事
变得真实、立体。”

鼓励互联网技术创新
促进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

鼓励不同主体加入大合唱
发挥文化大IP能量

技术给我们提供了
新的艺术呈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