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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党的二十大

的重要部署，也是数字中国建设在文化领域的

重要体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

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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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沉浸式博

物馆、沉浸式体验馆、沉浸式展览，正是数字化

文化新体验的典型代表。

沉浸式文化业态的关键是沉浸式交互体

验。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智能

交互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内容创意的深度融

合，这一新业态营造独特氛围与情境，让人们

参与其中，获得高价值体验经历。当前，数字

沉浸应用到文化旅游诸多领域，是数字文化生

活的一种重要形态，也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探索方向。

代入感和交互性创造
高品质文化产品

数字化技术带来文化生产和体验方式的

深刻变化，作为需求侧驱动力的文化消费也推

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完善。随着文

化需求逐渐向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转变，人

们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和交互意愿

不断增强，深具代入感和交互性的沉浸式业态

因而受到文化市场青睐。

凭借数字技术，一些沉浸式展演或逼真

模拟现实、或创建全新虚拟世界，让观众在声

光影电中获得超越现实的真切体验。在一场

名为“‘纹’以载道”的故宫数字文物展中，360
度环幕展示故宫院藏国宝，高精度立体呈现

纹样细节与器物全貌，5.3 米高的裸眼 3D 文

物让观众体验在实物展中无法获取的细节震

撼。在一款名为《中国园林之旅》的 VR（虚拟

现实）游戏中，用户通过佩戴专业头盔，进入融

自然、建筑、工艺、书画艺术于一体的古典园林

中，仰观俯视、远眺近览，充分感受“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园林之美，踏入中华传统文化的

诗意之境。

除了代入感，交互性是沉浸式业态另一大

突出优势。在“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

字光影艺术展”中，参观者不仅能欣赏到齐白

石画作的数字复刻，亲见齐白石视角下的草木

鸣虫和他在画室中的挥毫点染，还可以走入经

由数字技术复原的齐白石书房，在画案上通过

智能绘画触屏桌泼墨书写，留下自己的作品。

许多类似的展览现场，都可以通过实时响应用

户的动作、声音和其他传感器数据，给予用户

更加即时的互动体验。交互技术还支持多人

同时参与，为人们带来更丰富的社交互动体

验，增强参与感。

研究发现，数字沉浸凭借强烈的视听冲

击，充分激发人们的感受力，进而通过生动、丰

富、情感化的体验，帮助用户形成情感记忆；

也可以通过模拟真实场景，帮助用户形成空

间记忆；还可以通过互动环节，帮助用户形成

交互记忆；根据用户具体兴趣、需求和偏好，

提供不同体验，帮助其形成个性化记忆。高质

量的数字沉浸展演，通过参与的互动性、过程

的愉悦性和内容的文化性，带给观众高品质的

精神享受。

技术迭代驱动沉浸体
验不断完善

数字沉浸带来的独特体验是由许多突破

性技术支撑的。在数字沉浸背后，许多令人惊

叹的技术正在不断发展和演变，推动数字沉浸

体验越来越逼真、细腻，同时推动更广泛的应

用场景的出现。包括语音识别、手势识别、头

部追踪、面部识别等多种技术手段在内的人机

交互技术，不断提升互动的丰富性和敏捷性；

3D 建模和实时渲染技术，如光线追踪、体积渲

染等，支撑创建逼真的虚拟场景和角色；云计

算技术通过提供弹性、灵活、安全的计算和存

储资源，支持海量的用户访问和数据处理，让

数字沉浸更加稳定和可靠；5G 技术的高速传

输和低延迟特性，为数字沉浸提供更加流畅、

快速、稳定的网络支持，完善用户体验。与此

同时，头戴式显示器、手柄控制器、传感器等虚

拟现实设备和其他硬件设备的升级迭代，也帮

助提升视觉和听觉等感官模拟水平。

数字沉浸是一个高度追求集成创新、应用

创新的领域。当前，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

网等数字技术已逐渐矩阵化和聚合化，各种原

创技术应用通过串联算力、共性技术等基础平

台形成技术矩阵，极大拓展了数字技术在文化

领域的应用空间。矩阵化的数字技术，也加速

着沉浸式场景的更新。例如，5G 与云计算链

接海量云上文化资源，扩展现实、新型智能硬

件等提升文化表现力，人工智能与基于位置服

务的应用促进文化场景的智能交互，大数据与

算法让知识图谱化，人工智能物联网使文化场

景更具感知力，等等。

在不断迭代的技术驱动下，越来越多沉浸

式展演进入公众视野，也引发人们思索：沉浸

式就是由声光影电制造的视听奇观吗？沉浸

体验是否只是一种依赖技术、追求特效的立体

包围式感官轰炸？随着一些技术“喧宾夺主”、

内容“似曾相识”的数字沉浸产品在市场反馈

上遇冷，行业内外逐渐认识到内容与技术深度

融合的重要性。创作生产兼具内容巧思与科

技含量的沉浸式产品，渐已成为业界共识。

数字沉浸激发文化创
新活力

经过读者征集、网友投票、专家和媒体评

选，《咬文嚼字》编辑部选出了“2022 年十大流

行语”，“沉浸式”名列其中。沉浸式产业被视

作从产品经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变过程

中产生的一种新型业态。瞩目未来，数字沉浸

将不断探索更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更融合的

业态形式和更多元的场景应用。

更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例如，组织一场

沉浸式音乐会不再需要依赖固定的实体乐队，

而是根据每场演出的具体定位和需求，通过

数字平台在全世界选择最合适的乐手同步演

奏、实时合成，再通过 5G 通信技术低延迟传

输，使音乐服务也能实现类似制造业的全球分

工模式。

更丰富的业态融合。当前的数字沉浸产

品多以在场体验为主。5G 时代的到来，为线

下的数字沉浸空间与线上的电商、游戏等业态

带来更广阔的融合前景，将有更多的线下场景

与互联网相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体验的入

口，带动更多新型消费模式的出现。

更多元的场景应用。数字沉浸作为提升

受众体验的有力手段，不仅应用于文旅产品，

还可用于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更新。

例如，上海的石库门、长沙的文和友等地方特

色街区，通过数字沉浸还原历史场景，营造独

特城市韵味与烟火气息，不仅成为城市名片，

更形成地域文化 IP。未来，数字技术助推下的

沉浸式业态将进一步成为城市空间的活力地

带、文化传承的创新载体。

数字沉浸只是当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

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新创造的澎

湃活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继续带动文化

产品提质升级，带来新的艺术维度和创造空

间，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期待沉浸式业态继续不断扩大优

质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供给，扎实推动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

图①：重庆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内的

“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

李洪波摄（影像中国）

图②：北京首都博物馆，“互联网+中华文

明”数字体验展引人驻足。

侯 宇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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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婺剧演员，能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现

场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我无上的光荣和一生难忘

的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让身

为文艺工作者的我们备受鼓舞，也更加认识到自己肩

上沉甸甸的责任。

婺剧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俗称“金华戏”，至

今有 500 多年的历史，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婺剧来自民间，接地气，音乐高

亢激越，动作夸张生动，表演风格粗犷有力，给人听

觉上的享受和视觉上的冲击。2006 年浙江婺剧团成

立 50 周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门

发来贺信，勉励浙婺把握时代脉搏，多出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艺术精品。

我 14 岁考入浙江婺剧团，主攻刀马旦，青春是在

练功房中度过的。跌扑滚翻的毯子功、刀枪剑戟的把

子功，从早到晚，除了演出就是练功，连双休日也很少

休息。歇下两三天，就心发慌，不知道腿还能不能抬，

手上的花枪会不会掉。每编排一个新戏，都要查阅大

量资料，从角色的造型、动作到内心，不停揣摩。在浙

江婺剧团，有一个优良传统：为了帮助新人成长，国家

一、二级演员甘当配角，不遗余力传授经验。我的老师

是婺剧名家陈美兰，她不仅将一身绝技倾囊相授，还在

艺术人生的顶峰期，就把舞台中心让给学生。她说，一

部优秀的大戏并不专属于某一名演员，年轻人能赋予

传统剧目新活力、新内涵。我的成长，就得益于老师们

真诚无私的“传帮带”。而今，我也有责任把这个接力

棒传下去。认真教学生带学生，帮他们编戏排戏，为他

们配戏，看到他们站上省级、国家级大赛的舞台，比我

自己站上去还要高兴。

作为传统剧种，婺剧想要开拓演出市场并不容易，

必须守正创新，打造具有时代气息的精品。拿婺剧经

典作品《白蛇传》来说，传承到我们这一辈时，就需要

在保留传统底色基础上融入当代人的审美趣味，根

据演员的艺术特长再度加工提炼，使剧情更加紧凑，

可看性更强。排演婺剧新剧目时，我们也注重吸收舞

蹈、体操、杂技等艺术形式优长，想方设法提升剧目艺

术性和观赏性，以增强对观众的吸引力。让婺剧这门

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青春，圈粉更多年轻观众，是激励

我前行的动力。

2007 年，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无

论排练还是演出，在鲜花和掌声背后，我意识到还有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的 使 命 责 任 。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39
名演员在戏曲节目《华彩梨园》中精彩亮相。大年初

一，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金华，因为初一到初四在中

国婺剧院要开展“迎新春婺剧惠民演出”，初五紧接着

就是送戏下乡，演出持续了整个正月。村民们说我们

是“才下春晚，就上‘村晚’”，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盼着

呢！2 月中下旬，我们在武义温泉小镇演出，4 天 10 场

戏，吸引了 15.8 万人次观看……

婺剧的根在农村，婺剧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广大戏

迷。有的戏迷朋友一直跟着我们，甚至翻山越岭走很

远的山路赶来看戏。可能有的戏已经看过几十遍了，

但每次看还是那么享受。作为演员，观众的喜爱就是

对我们的鼓励；持续培育新的观众群体，婺剧才会走得

更远。我们每场演出都保证有优秀演员参演，让村民

们在家门口看到精彩大戏。考虑到农民朋友喜好，我

们还精心改编、排练了一大批传统剧目，丰富了戏单。

同时，也为许多剧目打造了“农村版”，在阵容、布景、灯

光等方面进行调整，使之更适合农村的舞台。

我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也在持续深

入地学习领会，每一次学都有新的感悟、新的收获。

我会持之以恒，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和艺术风范，用

心用情打造更多艺术精品，塑造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文艺形象，为丰富百姓精神生活贡献自己的

力量。

（作者为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演员）

用心用情打造

更多艺术精品
杨霞云

东北振兴离不开人才。作家老藤长篇小

说新作《北爱》聚焦当代中国飞机制造业前沿，

以情感充沛的现实主义笔法，书写了一位来自

南方的技术人才如何在东北大地圆梦的故事。

作为长期生活在东北、关注东北振兴的作

家，老藤在《战国红》《北地》《铜行里》等长篇小

说中塑造了不少和东北有关的人物形象，《北

爱》是在此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小说中，来

自江南某著名高校的高材生苗青，为了父亲的

“执念”、为了导师的期盼、为了设计飞机的理

想，在毕业之际毅然只身去往东北，选择到鲲

鹏集团圆一场“造飞机梦”。

作品以我国飞机制造领域的发展历程为

叙事线索，塑造了一个敢于担当、不怕吃苦、勇

于创新的青年科技人才形象。苗青实现理想

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前三年因为没有设计任

务而来到一家新组建的无人机民企工作。在

这段蛰伏期里，她一直没有忘记父亲“要心存

高远之志”的教诲。在成长路上，同样从事飞

机设计工作的父亲，不仅教给了女儿科学知

识，还将朴素深厚的家国情怀传递给她。终

于，7 年之后，苗青在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时代

机遇下，受命主持了 G—31 项目，成功研制出

新型飞机，在科研实践一线绽放青春风采。

作者将对个人奋斗的书写融入时代背景，

以宽广视野为我们呈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在

振兴中焕发出的昂扬风貌。苗青能取得事业

成功，除了因为有坚定的个人信念，还有赖于

所在集体惜才爱才、奋斗创业的良好氛围。她

在新型飞机研制过程中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显

示出东北在经历过转型阵痛和体制机制创新

后，正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为年轻人实现理想

提供坚实土壤。由此，苗青个人的故事折射出

东北振兴的现实光彩，呼应着东北续写新辉煌

的时代脚步。

从创作角度来看，《北爱》探索了新时代文

学如何书写现实这一重要课题。作品以研制

国之重器为叙事动力，将讲述个人成长与传递

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人物的所思所为闪烁着理

想光芒。作品每章都以画作命名，画作主旨契

合章节意涵，既表达出作者对科技与艺术关系

的理解，也营造出较为宏阔的精神空间。以苗

青为代表的奋斗者和他们的故事，体现了作者

感悟时代脉动、提炼时代主题、书写时代精神

的努力，展现出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新认识、新

探索。当然，这种对时代的记录和思考还有文

学提升的空间，还可以更生动、深刻。

《北爱》起笔于 2012 年，十多年来，大国重

器的成功研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以此为对象展开文学创作，展示其精神内涵和

时代价值是作者的初衷。这样的题材分量和

创作自觉，也是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的原因之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不断涌现鲜活的文学

素材，期待更多创作者扎根时代，不断书写精

彩的奋斗故事和发展成果。

新时代文学书写现实的新探索
周景雷

“才下春晚，就上‘村晚’”。作为
演员，观众的喜爱就是对我们的鼓
励；持续培育新的观众群体，婺剧才
会走得更远。

《北爱》：老藤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数字技术催生新的文

艺形态和文化业态，带来文化观念和文

化实践的深刻变化。本版即日起推出

“聚焦文化数字化”专栏，共同探讨如何

利用数字技术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助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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