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署
科
技
与
标

准
综
合
重
点
实
验
室
区
块
链
版

权
中
心
主
任

刘天骄

◀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系
副
教
授
、中
国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研
究
会
产
业
发
展
部
部
长

胡 娜

◀
上
海
大
学
特
聘
教
授
、上
海
大

学
博
物
馆
馆
长

李明斌

◀
北
京
大
学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院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陈少峰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6月7日 星期二 编辑江亨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访谈嘉宾

当艺术撞上技术

文传的数字化“蝶变”未来在哪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的

文化传播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走进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戴

上MR眼镜（在现实场景呈现虚拟场景
信息），就能沉浸在虚实结合的古蜀奇
幻场景中，一边欣赏展览，一边观赏古
蜀元宇宙电影；点开游戏，走进一家古
色古香的戏楼，就能购买戏票观看《牡
丹亭》；打开手机，就能参与云端大合
唱，刷屏的弹幕代替了挥舞的荧光棒，
宅在家里也能听演唱会。

数字文传兴起，为当下公共文化生
活带来了什么改变？数字文传最热的
应用场景是什么？未来发展趋势如
何？多位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专家学
者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畅谈数字文传的未来。

行业风口
数字文传无处不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要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
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
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意见》提出，
到“十四五”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
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
合互动、立体覆盖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在这份关乎国家文化数字化全局
的战略部署出炉前，数字技术已全面融
入文博、演艺、会展、直播等多个文化领
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深远影响。

2020年9月，“光影浮空：欧洲绘画
五百年”画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幕，60幅
世界顶级艺术典藏惊艳亮相。与此同
时，成博在展厅里划分出60余平方米
独立空间，打造“以光之谜”沉浸式体验
空间，让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无缝衔
接。其中，复原在空间中的城市景观画
《罗马随想曲：斗兽场和其他古迹》重现
了18世纪罗马的景象，古罗马斗兽场、
塞维鲁凯旋门错落有致布置在空间里，
观众不仅能感受到画家高超的绘画技
巧，还能捕捉到普通画作中难以察觉的
小细节。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陈少峰看来，传统的文化传
播方式正逐步向数字化转型，新技术与
文化融合必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新趋
势。“云上展馆或会展数字化就是最鲜
活的例子，因为传播速度快、内容丰富、
更新速度快而得到观众认可。”他说。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物
馆馆长李明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相
较于传统文博展览，数字展览应用了

5G、VR、区块链技术，突破了物理空间
限制，在展品细节呈现、实体不便表达
的场景方面有得天独厚优势，“让文化
传播无处不在，体验不受时空限制，观
众能获得更好的体验感和满足感。”

李明斌最近在阅读历史学家王笛
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书中有一句关
于历史细节的阐述令他印象深刻：“那
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
史现场的定海神针。”无论是用像素过
亿的艺术相机放大馆藏文物之美，还是
三星堆考古中对文物细节的捕捉、对祭
祀场景的还原，都让人真切体会到，数
字技术发展对文化传播大有裨益。

科技助力
有效连接供给需求

罗大佑“童年线上演唱会”直播当
晚，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副教
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产业发展
部部长胡娜在朋友圈转发直播内容时
写道：“从西城男孩、崔健、张国荣、周杰
伦到今天的罗大佑，才发现视频号的野
心之一，是打造元宇宙版的‘乘风破浪
的哥哥’。”长期关注文创产业发展的她
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个方面分享了数
字文传带来的改变。

作为观察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胡
娜发现，由于对展品信息了解有限，普
通消费者在观看展览时很容易陷入走
马观花式误区，同时受限于主客观条
件，很多潜在的消费者也没机会到现场
观看演出。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线上展
览层出不穷，云端演唱会花样繁多，如今
观众只用动动手指，就能让展品旋转、放
大，也可通过弹幕分享观看演出的心情
和想法。消费者不仅体验更加便捷，也
有了深入了解文化艺术的可能性。

但数字技术对供给端更像是一把
双刃剑，既对现场消费、现场创作的文
化行业产生冲击，也促使原有业态相对
单一的文化企业主动转型，表现出参与
主体多元化协作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文化艺术机构与互联
网企业合作案例日益增多，例如广州大
剧院携手华为打造“5G智慧剧院”，利
用“5G+云+AI”等全新科技赋能传统
舞台艺术，开启“云剧院”加速模式；腾
讯利用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推出“国
宝全球数字博物馆”微信小程序，让近
300件全球顶级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
物珍品数字化回归，用数字技术实现
《康熙南巡图》第三、四卷跨越地域“合
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云游体
验；掀起国风热潮的舞剧《只此青绿》
推出行业首款数字藏品，开启了舞台艺

术数字藏品的探索。
不止于此，在胡娜看来，很多传统

文化行业在公共文化资源利用上还存
在不足，特别是在传播上存在短板，而
数字文传的兴起，短视频、直播的加入，
对传统文化领域是挑战也是机遇。覆盖
从文化资源供给端数字化转型到消费场
景端建设的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
施，各层级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平台建
设，将提高公共文化供应和需求端效能
匹配，让供给与需求的连接更有效。

未来趋势
线上线下交互联通

数字文传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下
一个赛道在何处？多位专家学者作出
分析并给出建议。

李明斌强调内容为王。他建议，文
化单位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时，
一方面要注重技术利用，另一方面也要
加强内容把控，让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
相得益彰。

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与标准综
合重点实验室区块链版权中心主任刘
天骄看来，不管是出版机构还是传媒科
技，在做数字文传时，最大的努力点应
是“把真正的商业模式、产业生态做起
来，打造成熟交易场景，把产品展示出
来，流通起来”。

刘天骄透露，目前出版界正努力探
讨元宇宙与出版相结合方式，把包括书
籍、音乐、游戏等出版内容放在元宇宙
空间中，“虚拟的信息内容如何与现实
相结合，这是数字文传发展中一个难
点，也是值得努力探索的方向。”

陈少峰对此表示认同，他也期待未
来在成熟元宇宙技术支持下，文化与科
技融合的“IP元宇宙”所产生的沉浸式、
交互式体验效果，实现内容丰富性、体
验互动性再次升级。他期待各地尝试
城市数字文化体验园，将城市文化提炼
成知识产权项目，然后用数字化技术包
装，以此吸引市民前去深度体验，打造
城市文化地标和旅游目的地。

尽管数字文传是一种趋势，胡娜依
然在思考文化传播的核心意义。“我们
一定要考虑中国特色的资源优势，例如
我们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是我们的
民族文化基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
凝聚力的表现，也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
的同时不能忘却的根本。”她坦言，数字
文传未来的发展一定要和国家特点、历
史文化背景相结合，用科技讲好中国故
事，让数字文传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载
体和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张杰

（紧接 02 版）会议要求，全省人防
系统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做好国防动
员体制改革工作，紧抓年度重点工作不
放松；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大力推进“数
字人防（智慧人防）”建设，推动人防转
型升级；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履行“战时
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职能使
命，积极响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与诉求；
不断提高协作能力，牢固树立“大人防”
理念，对标四个“深度融入”不断开创新
局面，提高人防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
基础建设、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入感、契
合度，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

阻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服
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会议提出，要增强做好金
融工作的政治性，强化政治担当，切实
提高金融工作执行力。要落实好金融
工作支持实体经济的任务，围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等重点
工作，支持用好货币政策工具，加大信
贷投入，常态化开展好融资对接，提高
直接融资占比，强化保险保障，争取更
多金融机构落户四川、服务四川。要推

进金融领域惠企利民纾困政策落地落
实，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对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三农、新市民等的金融服务，
促进消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底线，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省林草局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
要坚持林草事业、林草产业“两业并
举”，实施改革、创新“双轮驱动”，坚定
生态优先、保护优先，高质量建设大熊
猫国家公园，加快创建若尔盖国家公
园，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增量、
做优质量，提高林草的经济贡献率；全
面深入推行林长制，构建齐抓共管林草
资源保护、发展与安全的格局，积极发
展林草碳汇，探索林草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深入推进森林草原火灾、有害
生物灾害等常态化治理，着力构建稳固
的生态安全体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快推动四川
林草高质量发展。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婷 兰楠
伍力 李丹刘佳 赵荣昌 田姣王代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