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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

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

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

线上演播等产业。”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全

面赋能文化产业，推动供给侧和消费端深刻

变革，一批文化新业态应运而生。这些新业

态成为文化产业中最富活跃度和成长性的力

量之一，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强了

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也深刻改变着文

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推动着文化产业

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
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动力

沉浸式展览、沉浸式演艺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全方位调动观众感官；在音乐、绘画、设

计及视频制作平台上，人工智能创作成为一

种新型内容生产模式；活跃在文化娱乐领域

的虚拟主播、虚拟歌手、虚拟导游，改变着人

们的欣赏习惯和交互体验；不需要任何高端

处理器和显卡就可以畅玩的云游戏，受关注

度持续攀升的数字藏品，城市青年热衷的剧

本推理游戏……蓬勃发展的文化新业态种类

丰富、特色各异，但都呈现出以数字技术为支

撑、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动力的基本特征。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大数据、物联

网等数字技术共同构成推动文化创新的技术

矩阵。其中，虚拟现实极大提升了文化的表

现力，人工智能促进了文化体验的交互性，

5G 连接起海量的文化数据资源，大数据实现

文化内容的图谱化和可视化，物联网使文化

场景更具感知力。文化新业态凭借这些数字

技术的应用，打破时空限制，为受众带来全新

文化体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2 年全国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显示，

文化新业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文化新业态

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 2022 年实现

营业收入 43860 亿元，其中，数字出版、娱乐

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文化娱乐平

台、增值电信文化服务和可穿戴智能文化设

备制造等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表现亮眼。

实践证明，文化新业态能够为文化产业提质

增效提供新动能，有力推动着文化产业的结

构优化与迭代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

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

与此同时，文化新业态还催生出文化消

费新模式，激活文化消费新体验。近年来兴

起的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数字虚拟景区

等消费新样式，以及交互性体验消费、知识产

权衍生消费、虚拟文化符号消费和数字社群

消费等消费新特征，都得益于数字文化创作

生产的探索。“爆款”产品“敦煌诗巾”以敦煌

元素为基础，借助定制合成算法，为消费者提

供“千人千面”的丝巾定制服务，实现线上定

制设计需求和线下个性化产品供给的贯通。

朝 向 智 能 化 、体 验
式、场景式的发展趋势

智能化。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应用，

使文化产品越来越智能化，全方位、动态式满

足消费者多种需求。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中，破冰而出的冰雪五环、60 米高的

冰瀑、数百名演员与雪花共舞等视觉奇观，带

给观众强烈的感官冲击。这场视觉盛宴的背

后是全息投影技术、5G、裸眼 3D、三维仿真、

人工智能、运动追踪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再

以网络视听行业为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进一步成熟，视听作品在生产、分发等环节的

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快速剪辑、自动编

排、无缝连接等制作流程更为顺畅。智能工

具的易用化和普及化，将极大提升创作效率，

迎来视听内容生产的“众创”时代。

体验式。沉浸式文旅消费借助数字技

术，通过内容创新、故事线构建、互动活动设

计和场景塑造等手段，为观众提供特定的艺

术氛围和丰富体验，成为文旅产业的热门内

容。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整个演出空间包

括 90 个房间，有 3000 多个道具抽屉可供观众

探索。观众进入戏剧空间后可以随处游走，

戏剧情节时时上演，不同的入场时间与行动

路线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观剧体验。 2021 年

“发现·北京中轴线”展览，综合应用全息数控

影像、联动 720 度环幕、空间定位声场等多种

数字技术。公众可以在展览中通过虚拟现实

互动，登临虚拟钟鼓楼，远眺南北中轴线，并

且通过 50 余张数字卫星照片直观感受北京

中轴线与北京城市空间的发展变迁。

场景式。场景强调的是现场感和文化元

素的丰富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场景化包括两

种途径：一是通过数字技术和虚拟引擎等赋

予虚拟空间以真实的现场感；二是将现实场

景虚拟化，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虚拟场景和现

实场景的交互融合。例如，应用 5G、云端图

形处理器实时渲染、数字孪生等多种融合技

术的“张家界星球”，就在网络云端构建了一

个虚拟世界，还原张家界景区的秀美风景，为

用户带来真切震撼的游览体验。又如，在一

些虚拟演唱会中，观众戴上虚拟现实设备能

看到歌手在虚拟空间中的动作，聆听环绕身

边的音乐，还能实时看到其他观众的反应，享

受足不出户的“现场音乐会”。

既要内容和技术的
双重赋能，也要主体和环
境的内外兼修

数字技术是催生文化新业态的主要动

力，但文化新业态仍需秉持“内容为王”的理

念。数字技术只有和优质文化内容相结合，

才能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实践来

看，文化新业态能否为市场所接受，关键在于

内容的质量和魅力。基于新技术进行内容开

发是文化新业态发展的必由之路。位于西安

曲江新区的“长安十二时辰”街区，主打唐风

古韵，通过在现实空间注入相关影视元素，打

造由“热门剧集+沉浸式娱乐+主题餐饮+国

潮产品”组合而成的新消费综合体。深圳龙

岗区的甘坑“客家小镇”，依托特色客家文化

资源，推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旅项目。

通过文创产品、虚拟现实体验、古镇生态旅游

和旧城改造，“客家小镇”跨界融合餐饮、影

视、动漫、游戏等不同领域，带动了当地 3 个

客家村落的发展振兴。

培育文化新业态，不仅需要内容和技术

的双重赋能，也需要企业主体和外部环境的

内外兼修。企业是产业主体，也是创新主体，

要发掘企业内生动力，为发展文化新业态培

育丰厚土壤。与此同时，要营造良好外部环

境，重视数字内容版权保护，通过不断完善版

权体系，调动文化企业和创作者的积极性。

如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等措施的

陆续出台，就体现出针对文化新业态更加灵

活有效的制度安排。创新文化治理，必将更

好地为文化新业态的发展保驾护航。

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呼唤更高

质量的文化供给。期待更多力量加入新型文

化业态培育中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图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大雪花”。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图②：“云上张家界”三维 VR 地图截图。

祁述裕供图

图③：观众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成果展”上欣赏放大两倍的《千里

江山图》灯光特效图。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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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一

名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几十年

的戏曲演员，我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作党的二十大

报告。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党和

国 家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高 度 重 视 ，我 倍 感 荣 幸 、

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和大

家 一 起 把 河 北 梆 子 这 一 地

方 剧 种 坚 守 好 、传 承 好 、发

展好的信心。

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蕴藏着中华民族赓

续至今的思想观念、文化传

统、审美追求，也是世界了解

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河北

梆 子 至 今 已 有 近 300 年 历

史，是一门古老、厚重的传统

戏曲剧种。作为河北梆子从

业者，传承骨子老戏，创作时

代新戏，让文化瑰宝在舞台

上绽放光彩，是我的光荣职

责和使命。

我的父亲是一名琴师。

自幼的耳濡目染让河北梆子

这 门 艺 术 深 深 融 入 我 的 血

液 。 我 从 11 岁 开 始 跟 随 老

师学艺，走上从艺之路。前

辈们的经验告诉我，要想把

戏演好，必须付出大量心血

和努力。为了这份热爱，我

全力以赴。还记得在排演一

部传统戏时，有大量“跪步”

“搓步”等传统程式，以此表

现主人公舍生取义的动人形

象。河北的冬天寒气逼人，

我在刺骨的水泥地上反复练

习，膝盖破了、结痂、再破，戏

服被血粘在膝盖上，我就把

衣服扯开继续练。当演员真

正进入角色时，就感觉不到

疼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凭

借这部戏，我获得了第二十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9 年 前 ，我 开 始 担 任 北

京 市 河 北 梆 子 剧 团 团 长 。

从 那 时 起 ，我 既 要 准 备 演

出 ，又 要 管 理 团 里 各 项 事

务 ，随 时 在 两 个 角 色 中 切

换。2020 年初，我们策划了

一场线上演出。活动策划、

节 目 编 排 、演 员 排 序 、指 导

排 练 等 各 项 工 作 准 备 就 绪

后，我到团里盯排练。那天

大 雨 倾 盆 ，我 不 慎 崴 了 脚 。

因 为 从 小 练 功 难 免 磕 磕 碰

碰 ，便 没 将 这 事 放 在 心 上 。

第二天因为脚肿，不得不去

医院拍片子，才发现是脚踝

骨裂，需要坐轮椅。直播当天，我坐在轮椅上主持活动，还

应观众要求清唱了一段折子戏。这次演出观众反响热烈，

整体效果远超预期，大大鼓舞了大家通过线上方式传播艺

术、服务观众的信心。

如何更好地推广剧团和梆子戏，是我一直思考的问

题。我多次组织剧团到外地演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

次在甘肃兰州演出，我担心地域文化差异会影响观众欣赏，

但大幕一拉开就有人叫好。演出结束后，我的顾虑彻底被

打消。很多观众第一次听河北梆子，却感叹道：“原来河北

梆子这么好！这个团我们记住了。”在河南，我演唱河北梆

子，邀请同样获得梅花奖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唱豫剧，

二人同台演出，观众喜闻乐见：“一场戏能看到两朵‘梅花’，

值了！”交流演出不仅开阔剧团成员眼界、扩大剧团影响力，

也让河北梆子唱得更响、传得更远；不同剧种之间的同台演

出、交流互鉴，也对戏曲本身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我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的认识。作为党员，要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作为演员，要塑造人物打动观众，讲好中

国故事；作为剧团的“服务员”，要谋团结求发展，带着大家

一起把艺术传承好、把观众服务好。我将继续坚持守正创

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同仁一道推出更多紧

跟时代步伐、反映时代主题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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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春节”受

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网上拜年送

祝福成为新的社交方式；借助网上直播、云

上展厅等，博物馆、图书馆开展多彩线上活

动；各大景区开展线上旅游，向人们提供沉

浸式游览体验……精彩纷呈的网上活动沉

淀为新年俗。其中，网络春晚更是通过网络

化、年轻态表达，展现了朝气蓬勃、青春激扬

的精神风貌。

文艺创作要坚持守正创新、传递精神力

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网络春晚以“一

起开新，共造未来”为主题，以“开新图鉴”为

串场线索，将一个个充满时代感的故事呈现

在舞台上，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当代中国青年

的昂扬风貌和奋斗姿态。活力唱跳开场秀

《开新无限》汇聚青年代表，以视频通话形式

瞬间热场。《我的家乡最闪耀 3.0》用传统民

族舞、潮流街舞等多种舞蹈形式，充分彰显

民族文化魅力和地域发展活力；《潇洒走一

回》聚焦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瞬间，分享普通

人奋斗圆梦的故事；《五秒钟》则借由魔术形

式，让网络热度颇高的人工智能绘画登上舞

台，讲述“5 秒钟有百万人通过互联网下单，5
秒钟有 4.3 万枚中国芯片出口海外”的斐然

成就。

晚会体现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

程中对时代化表达的不断求索。新型京剧视

听秀《红妆》将中华戏曲与交响乐深度融合，

让京剧表演更具震撼力；花腔音乐秀《雾里》

实现花腔与青春流行的跨界交融，彼此相辅

相成，助推艺术“破圈”；情景文化舞蹈秀《醉

墨淋漓》从故宫博物院与央视网共同孵化的

“国子文脉”展览汲取灵感，以刚柔并济的古

典舞来讲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夺笔”故

事，演绎书法名作《三希堂记意图》背后的文

脉传承；兵器创意展演秀《出招》为观众艺术

展现了唐刀、汉剑、单手扇、三截棍与子午鸳

鸯钺等，表现中国兵器文化的博大精深。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出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文艺作品在

活力四射的创新表达中，拓展着中国气韵的

艺术想象。

晚会通过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放大审美

共情和社会正能量。科技进步给文艺创作

带来新的可能。这台网络春晚通过人工智

能作画、跨屏视觉互动秀等技术呈现开放式

空间，运用舞台升降装置、超宽幅开合屏、数

控放射灯阵打造震撼人心的舞美，在科技范

儿十足的舞台上演绎赏心悦目的节目……

网络春晚通过“艺术+技术”的融合创新，网

聚正能量，共绘同心圆，实现与观众之间的

共情共鸣。

从对时代风貌与平凡生活的匠心呈现，

到传统文化与当代元素的有机融合，我们期

待看到更多文艺作品，在网络舞台上别开生

面地精彩呈现时代气象，展现当代青年的奋

斗精神，为奋进新征程加油鼓劲！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

在网络舞台上精彩呈现时代气象
潘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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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演出不仅开阔剧团成员眼
界、扩大剧团影响力，也让河北梆子
唱得更响、传得更远；不同剧种之间
的同台演出、交流互鉴，也对戏曲本
身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核心阅读

人 工 智 能 、虚 拟 现 实 、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
术共同构成推动文化创新的
技术矩阵。文化新业态凭借
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时
空限制，为受众带来全新文化
体验。

沉浸式文旅消费借助数
字技术，通过内容创新、故事
线构建、互动活动设计和场景
塑造等手段，为观众提供特定
的艺术氛围和丰富体验，成为
文旅产业的热门内容。

数字技术是催生文化新
业态的主要动力，但文化新业
态仍需秉持“内容为王”的理
念。数字技术只有和优质文
化内容相结合，才能产生持久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图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网络春晚

海报。 潘鲁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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