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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在文化遗产不断受到重视
的当下，人们该如何保护好、传承好文化
遗产资源，让文化遗产焕发时代生机呢？

5月24日，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深圳文
博会）第二日，一场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
讨论正在进行。

当天上午，2024文化强国建设高峰
论坛举行，作为分论坛之一，“加强文化
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分论坛”也
正式开启。来自考古、文博、非遗等领域
的专家学者齐聚，将视线放到了中国锦
绣山河所遍布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共
话如何保护中华文化遗产，赓续民族历
史文脉。论坛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亮相并带来了主题演讲，引发现
场掌声如雷。

“敦煌女儿”亮相文博会
“要讲好文物的故事”

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
……当樊锦诗出现在深圳文博会的论坛
现场时，观众们发出阵阵惊叹。长期从
事石窟考古、保护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奉献
了一生心血和精力的樊锦诗，被称为“敦
煌女儿”，她也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科
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我是给敦煌做了一点事。”在演讲
中，樊锦诗提起了她在敦煌的60余年光
阴。“我在敦煌待了61年，从工作开始一
直到现在。但这个事我觉得不能都放在

我一个人身上，是我们几代人在接续努
力。”她说。

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成立于1944
年，到现在是80周年。在研究院成立之
前的400年，敦煌是无人管理，被破坏得

很严重。直到1944年后，常书鸿和段文
杰等人到来，才开启了对敦煌的保护和
研究工作。“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
没电没水，在古庙里、土房子里工作。新
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才有
了后来我们这些人取得的成就。”

对于樊锦诗而言，莫高窟能说的东
西太多了，总结起来应是三个方面：开
拓精神、共生精神以及人文精神。同
时，她也表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做
她该做的事，尽到了责任。“今天在座的
同行们，虽然是在文物保护的不同领
域，但我希望大家都要讲好文物的故事，
特别是要面向青少年讲好故事。文化强
国，文化就是‘以文化人’，就是要触动人
的灵魂。”

樊锦诗说，在许多年以前，有人觉得
文物保护是没用的。可如今，敦煌之所
以旅游那么热闹，靠的就是莫高窟，靠的
是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它、管理它，靠的是
文物被保护下来、研究出来，所以敦煌才
能“火”。

同时，只有把文物保护好了，才能不
断地研究它。“我研究不了，下一辈研究，
再下一辈研究，越研究越深。我们研究
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关着门搞，是要
弘扬，要一代一代地把故事传下去。”樊
锦诗说。

人类起源、长江文化……
专家大咖共话文化遗产守护

论坛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故宫博物院故宫

学研究所所长王军，厦门大学建筑与土
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
等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从自身从事的
领域出发，谈到了考古研究、古城保护等
话题。

作为长期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
术与文化、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的学
者，高星带来了题为《华夏族群与中华文
明的远古根脉》的演讲。他表示，中华文
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是非常独特的。中
华文明的独特性，在旧石器时代，在远古
就开始出现。“具有特质的文化传统从华
夏大地旧石器时代开始，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加速发展，并最终发展出中华文明。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该将‘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向更久远的史前时期推进。”

方勤也带来了主题演讲，他围绕长
江文化，谈到了如何保护好长江文物和
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他
说，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延伸
了历史轴线，活化了历史场景，增强了
历史信度。从长江上游出发，乘船顺流
而下，中华文明亦如滔滔江水不曾断
流，其发展的连续性，文化的创新性和
包容性造就了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深厚
的历史底蕴。

“我们要通过长江沿线研学考察活
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
公众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普及文物保护
意识，依靠群众的力量，将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方勤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深圳报道

5月23日至27日 ，第二十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
深圳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封面传媒科技作为国家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代表参展，展示智媒发展
新成果，带来风格化人物智能体、“小封
智作”等先进文化科技融合产品，展示文
化科技融合的无限可能。

风格化智能体
一个能了解苏轼朋友圈的对话式AI

“风格化智能体”是一个高度个性
化、智能化的对话式AI，支持2D/3D自
定义个性化人物模型形象、用户个性化
聊天交互页面定制、对话内容连接到本
地私有知识库、语音模型驱动等功能，拥
有多个创新亮点。

封面传媒科技打造的风格化智能
体，依靠《华西都市报》和封面传媒近30
年的采编实践积淀，积累有海量垂类数
据蓄水池，强化主流价值导向，瞄准融合
转型的痛点难点，植根传媒生产应用场
景，利用智能技术重塑生产传播流程。

2023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9路
记者开启“寻路东坡”之旅，在此过程中，
采集了大量与苏轼相关的公共数据和垂
类数据。在封面智媒云大模型的训练
下，一个带有苏轼“人设”风格化智能体
诞生了。它可以吟诵苏轼的所有诗词，
可以为你讲述苏轼的生平，甚至连苏轼
的朋友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通过万物
互联的形式，风格化智能体在多种智能

终端上面进行呈现，广泛服务于文化、旅
游、展览、企业及城市宣传等众多领域。

在展位上，不少参观者现场体验了
“苏东坡智能体+”，向东坡先生“提问对
话”，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交融的魅力，收获现场体验者好评。

小封智作
一个内容生产者的智能工具集

集内容理解、内容生成、智能交互为
一体的智能化内容创作平台——“小封
智作”，正赋能泛媒体行业内容和经营模
式创新，正成为内容生产者的智能工具
集。“小封智作”包括了智文、智图、智审、

智编、智搜等多个功能模块，涵盖大纲生
成、自动写作、标题推荐、文章配图、智能
评论、风格化文案等丰富的功能。同时，

“小封智作”还提供敏感审核、智能纠错、
音文互转等智能化工具，有效提升内容
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此外，它还支持智能化的媒资检索，
从标签和语义等多个角度高效理解用户
意图、精准匹配内容，也以更有效的方式
链接企业私有知识，为企业内容生成提
供可靠的依据和参考。“小封智作”以融
媒行业大模型为基础底座，遵循安全治
理、依据参考、价值引导的原则，融合了
企业私有知识，深度适配媒体业务体系。

除了“小封智作”，封面传媒科技以
大模型为核心驱动力，还进行了AI绘
画、AI名人堂、文生视频等产品的探索，
研发的文本、图像两大领域产品应用入
选了中国信通院《2023大模型和AIGC
产业图谱》。此外，封面科技成为信通院
AI绘画平台评测标准核心参编单位。
封面AIGC内容创作平台入选了中国报
业协会首届报业传媒元宇宙应用大会

“元宇宙技术创新应用案例征集活动”优
秀案例。

封面传媒自成立起就自建核心技术
团队、自研拳头技术产品、自创特色技术
品牌，不断研发数字传媒技术、拓展数字
化服务新空间，全方位驱动内容创新、赋
能智媒生产、助力产业升级，加快构建

“传媒+科技+文化”生态体，让技术不断
变得更有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车家竹

聚焦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

“敦煌女儿”樊锦诗亮相深圳文博会：

“文化就是要触动人的灵魂”

樊锦诗在进行主题演讲。主办方供图

观众体验“小封智作”。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强 摄

观众体验“苏东坡智能体+”，与东坡先
生“对话”。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强 摄

智媒云大模型赋能传媒行业新发展

封面传媒科技两大产品亮相深圳文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