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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动珠帘，古琴声声入耳，一座虚实难辨

的光影长廊映入眼帘。游客仿佛步入万花筒

中，斑斓的千里江山画卷迎面而来。

这是重庆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正在展

出的“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

展览用数字技术将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

色画《千里江山图》重新呈现。该展览由故宫

博物院、凤凰卫视和重庆两江新区联合推出，

是“画游系列国家宝藏数字艺术 IP 研发计

划”的一部分。

青绿山水与数字技术
交融

廊腰缦回，吸引着游客不断前行，转过几

道弯，眼前豁然开朗，进入蓝色光影世界。这

里，讲述着少年王希孟的学画经历。

从动笔到画作完成，王希孟脑海中的山

水是什么样子？设计者对王希孟研习的绘画

课程与文化课程内容进行了充分挖掘与元素

提炼。

“我们将山、水元素提取出来，感受千里

江山浩渺。”顺着展馆负责人张英手指方向

看去，朦胧的山水意象，仿佛丹青涌动。数字

艺术的演绎，在这里还原出光影“宣和画院”。

“来之前，还以为仅仅是画面‘动’起来，

没想到，是这样充满文化韵味的展览。”市民

易先生感慨道。

文化长廊、画境万千、丹青剧场……1000
余平方米的投影面积，营造了东方意境美学

感官盛宴。一幅长卷中，青绿山水与数字技

术交融，充满了探索和新奇的味道。

一景一体验，展览中是随处可见的文化

表达。“琴弦幽深”处，随着缓步走动，古琴韵

律流淌耳边。

“利用红外技术，游客每走一步，便如拨

动一根琴弦，连续走过便可奏响古琴曲。”在

张英看来，这样的设计不仅仅是希望游客能

够看到艺术展品，更希望能够全方位传递艺

术的瑰丽色彩。

具有同样效果的，还有丹青剧场。这个

“全景体验沉浸式剧场”的四周布满星光，不

少游客席地而坐。“太棒了，有一种在画中穿

梭云游的体验。”观众江莹第一次看到这种展

览，举着手机不停拍照。屏幕上，光影颗粒缓

缓移动，重新展现画作绘制的细节过程。

设计者赋予展品更多创新内涵。一幅长

26 米、高 5 米的长卷，是昼夜变换的《千里江

山图》。船随江水而动，太阳喷薄而出，山河

披上霞光，这是“日出—蝶舞翩跹”；不一会

儿，空中下起了阵阵小雨，画间着上黛色，一

幅“晨雨—水墨龙翔”展示在观众面前。从晴

日到静夜，从花雨纷飞到流萤星光，昔日绢本

墨笔幻化为溢彩流光，由目入心。

交互式体验为展览增
添意趣

游客在长卷前驻足，脚下早已悄悄汇聚

起点点流萤。每每移动，流萤便追随游客脚

步，汇聚成光影之花。

“快看！花瓣会跟着我走。”一旁的小朋

友兴奋起来。在长卷旁，每当有人靠近，便会

出现片片花瓣，并随着游客前行。

人影掠过，水流跟随涌动，拍拍成群的小

鱼，鱼儿会四处散开。

数字投影、虚拟影像的运用，将传世名画

立体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交互式的体验，让游

客沉浸其中，为展览增添意趣。

巧思背后，是设计者的不断钻研。“展馆

中主要使用了实时渲染技术，比如观众走在

长卷的画面前，会有花瓣跟随；根据时间的不

同，长卷会有昼夜的画面切换。”凤凰数字科

技项目总监程小龙说，“在传统展示行业中运

用较多的是离线渲染技术，这种技术每次渲

染一帧画面的时间很长，而实时渲染技术在

应用中需要考虑实时性。”相比离线渲染，实

时渲染能够让观众和作品进行实时交互，从

而产生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和体验。

不 过 ，想 达 到 这 样 的 技 术 效 果 并 非 易

事。在制作过程，技术团队遇到了难题。展

馆中有大面积的实时渲染应用，要达到良好

的现场效果，计算机每秒都要渲染出 30 帧

以上的画面。“在较高精度的美术素材堆积

下，大量的内容会使计算变得很慢。”程小龙

说，克服的办法就是不断尝试，“对素材进行

优化，对内容进行取舍，对渲染方式做升级，

直到内容和效率都达到能接受的平衡。”

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在变幻长图中放飞

风筝。“手机就是风筝线，可以把风筝放到任

何想放飞的地方。”这样的交互式体验吸引着

不少家长和孩子。而这背后也是实时渲染技

术的应用。

不仅如此，在实时交互渲染技术上，团队

也下了不少功夫。“场馆内很多技术都运用了

实时音频和流体模拟。”程小龙说，基于这些

技术，团队能够赋予山水更多内涵，“我们看

到人触摸墙面时，会有类似水墨的效果向上

流动，就是用了这种技术。”

让游客把文化带回家

交互是贯穿整个展览的设计思路。想完

成一幅自己的“千里江山图”，只需要轻触屏

幕。观众可以拖拽、任意组合原作中的山水

亭台，再刻上一枚专属的印章，在画作上盖个

戳，一幅“定制版”《千里江山图》就完成了。

最终通过扫码，就可以把这幅作品“带走”。

“通过充满科技感的画作创作过程，观众

能够近距离感受《千里江山图》的艺术风格。”

张英告诉记者。

如何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不仅在观

赏中有“画中游”的观感，在文创展区，不少小

朋友也流连忘返。扫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各

种不同的灯笼、扇子等充满宋韵的产品。想

要带走，则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

琦琦和妈妈正在不停忙活，没多久，一个

小兔子灯笼在琦琦手中成型。“有新知，有趣

味，这样的展览我们希望能多来几次。”琦琦

的妈妈说。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一场展览，重

新认识了《千里江山图》。“对于孩子来说，这

种方式能够吸引他走进艺术世界，以更生动

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张英介绍，这个展览

将持续一年。接下来，团队将对《清明上河

图》进行制作展览。

上图为展览现场。

张 廉摄（影像中国）

青绿山水染黛色 溢彩流光化斑斓

看！千里江山图“动”起来
本报记者 常碧罗

■文化市场新观察R

沉浸式剧场、交互式
观 展 、定 制 专 属 纪 念 品
……重庆两江新区礼嘉智
慧公园展出的“画游千里
江 山—— 故 宫 沉 浸 艺 术
展”，用数字技术将北宋画
作《千里江山图》重新呈
现，让人们以更生动的方
式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核心阅读

“ 心 上 人 ，我 在 可 可 托 海 等 你

……”2021 年，动听的歌曲《可可托海

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成为年轻人向

往的旅游地。

前不久，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的学生用舞剧重新讲述了“可可托海”

的故事：这里不只有牧羊人凄美的传

说，更承载着一段关乎民族精神和国

家命运的共和国往事。舞剧《可可托

海》讲的是发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

一段真实历史：上世纪 50 年代，为发

展新中国核工业，“可可托海”的地名

被编号“111”取代。一群优秀的地质

专业学生汇聚至“111”，从此隐姓埋

名，为国家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剧中，独轮车的反复出现，展现了

当时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当地恶劣的交

通条件，也隐喻着独立自主的奋斗精

神；远山、星空、白云、蓝天等舞台布景

体现了可可托海各族人民内心的纯

洁、无畏和赤诚；红色绸带贯穿全剧，

是每个可可托海地区人民爱国情怀的

象征……这些形象是一个个文化符

号，在传播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

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形象在符号传播

中 彰 显 ，民 族 精 神 在 符 号 共 享 中 凝

聚。可可托海是中国的一个地域符

号，也是蕴含着中国精神的民族文化符号。舞剧《可可托海》

用民族舞蹈语言进行艺术化叙事，将地域文化进行符号化

升华。

当今中国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民族文化符号也需要

不断创新。但创新绝不是从传统符号到现代符号的简单更

替，而应更加丰富充实。这就需要寻找和树立一批体现中国

精神、展现时代特色、具有文化内涵的形象符号，用这些饱含

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符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舞剧《可可托海》做出了一次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期待今

后有更多的“可可托海”，推动民族文化符号的时代创新。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文
化
符
号
创
新
，多
些
﹃
可
可
托
海
﹄

臧

宁

当今中国经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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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创新。但创新绝不
是从传统符号到现代
符号的简单更替，而
应更加丰富充实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郑海鸥）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22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上获悉：2022 年，文化和

旅游部将统筹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建立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

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将精心组织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

文艺创作，做好主题性文艺创作、演出、展示等工作。还将举

行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重大文艺演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拟于 2022 年下半年举办，并将首次由文旅部与京津冀三地

联合举办。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将集中呈现近年来创作的优

秀作品。

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了 27 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示 范 区 、183 个 2021—2023 年 度“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之

乡”。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第六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国务院公布

了第五批 325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保护单

位 445 家。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深入实施，各地建立非遗

工坊近 1100 家。浙江余村、安徽西递村入选首批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继续统筹推进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张贺）中宣部出版局近日在

京召开“规范使用汉字工作座谈会”，针对当前汉字使用中存

在的不规范问题，就出版、影视、媒体等领域加强用字管理进

行座谈交流，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

会议提出，将从六个方面着手，开展汉字使用的规范和管

理工作。一是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加强

沟通联系、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汉字使用的规范管理。二

是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网络

出版物、媒体、影视作品中用字不规范的情况，指导字库企业

开展自查自纠。三是加强行业引导，指导相关行业协会联合

发出规范用字倡议，遴选推荐优秀字体，引导出版、影视、媒体

领域提升规范用字的自觉意识，落实好规范用字的各项要

求。四是突出重点领域，发挥中央媒体和宣传文化单位示范

带动和引导监督作用，促进行业用字规范化建设。五是完善

法规规章，配合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工作，对《出

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等规章进行修订。六是加强标准研

制，指导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研究，推动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立项、编制工作，为规范用字提供技术支撑。

规范使用汉字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上海 1月 12日电 （记者巨云鹏）“打造人民城市建

设的上海样本——城市更新最佳案例展”近日在上海杨浦滨

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开展。此次展陈浓缩了近年来上

海城市更新的诸多生动案例，首批展出包括苏州河南岸滨河

公共空间（东段）景观提升工程、“红色小径”经典步道、武康大

楼精细化修缮、杨浦滨江“工业锈带”变“生活秀带”等在内的

55 个城市更新最佳案例，覆盖居住环境改善、历史文化保护、

公共空间提升等多种类型。

2021 年 9 月，《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施行，明确提出了上

海城市更新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遵循规划

引领、统筹推进，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数字赋能、绿色低碳，民

生优先、共建共享的原则。

上海城市更新最佳案例展开展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每逢假期，河南博物院都会成为热门“打

卡地”。观众纷纷前来，一睹贾湖骨笛等国宝

的风采。

作为领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华夏文脉

的重要窗口，河南博物院近年来与时俱进、守

正创新，在陈列展览、信息化建设、社会教育、

对外交流、文创开发等方面下足功夫，不断出

新出彩。

夜幕降临，贾湖骨笛被吹响，沉睡的唐俑

相继苏醒，穿梭在莲鹤方壶等国宝文物之间

……这是 2021 年爆款节目《元宵奇妙夜》的

场景，通过 AR 等现代科技，河南博物院里的

文物“醒了”。

科技赋能优秀传统文化表达方式，河南

博物院持续打造特色文化 IP，将互联网的变

量变成博物馆发展的增量。黄河流域博物馆

联盟，演绎新时代黄河文化大合唱；《唐宫夜

宴》《元宵奇妙夜》等节目，让优秀传统文化

“出圈”；“考古盲盒”系列文创走红，激发青少

年探索热情。创新，让博物馆更具魅力，让文

化更加自信。

同时，河南博物院利用 5G、VR 等新技

术，将文化遗产内容可视化、历史信息情景

化。将基本陈列展览延伸到舞台，重点打造

的“华夏古乐团”成为河南知名文化品牌，不

仅“复活”了馆藏文物，还重现了古代一幕幕

鲜活的音乐歌舞场景。

2020 年 9 月，河南博物院主体建筑以新

的姿态向社会公众呈现，同时推出了“泱泱华

夏 择中建都”基本陈列。以“中”道出河南数

千年文明的核心特质，以“都”构成中国历史

的血脉筋骨，以新理念、新技术创新发挥博物

馆展示和教育职能。

在河南博物院一楼展馆西侧的文创区，

经常能看到年轻人在体验挖掘“考古盲盒”。

截至目前，河南博物院开发的文创产品已达

720 余款，先后推出了国宝系列冰淇淋、饕餮

纹乳钉四方杯等文创产品。

“传统”与“新潮”的有机融合，让厚重的

历史变得新奇有趣。河南博物院负责人说，

河南博物院会不断找寻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

生活之间的契合点，让更多人看得懂、感兴

趣、想参与、有收获。

利用新技术、推出新文创，河南博物院——

历史文物 现代表达
本报记者 任胜利

1 月 11 日，山东省高密

市第四实验小学开展“写百

福、迎寒假”活动，孩子们在

书法老师的指导下，书写了

百余“福”字，营造迎新春的

热闹氛围。

图为学生正在展示自己

写的“福”字。

李海涛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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