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滋养的村庄，如果再被文学滋润，

会“长”出何等模样？“富口袋”“富脑袋”相

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湖南益阳市清溪村。

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

是他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地。周立

波在小说中写道：“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

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

园……”作家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对故乡

发生的巨变惊讶不已——现在的清溪不但

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而且还成了闻名遐

迩的乡村书房、村民们的创业平台和乡村

文化建设的典型。

闲时看书“富脑袋”、文旅接待“富口

袋”，成为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新山乡巨

变的愿景正在成为现实。去过清溪村的人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巨变的背

后矗立着这样一个关键词——文学，是文

学助力清溪振兴，赋予其强大动能。在新

时代山乡巨变中，文化如何赋能振兴，乡村

如何彰显人文，怎样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清溪村的建设实践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让软实力有硬作为

文学属于软实力，在乡村全面振兴实

践中，清溪村偏偏要让软实力有硬作为，在

文学这个平台上大显身手。不得不说，他

们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精彩。

清溪村潜心培育周立波故里这一文

化资源，在中国作家协会支持下，利用民居

改建了红色基因清溪书屋、儿童文学清溪

书屋、立波清溪书屋、王蒙清溪书屋等 21
家书屋，形成一片集中的乡村书屋群落。

这里还建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

藏馆，目前入藏签名版图书 5 万册，打造中

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收藏展示平台和创作交

流平台。

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景，吸引众多文学

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打卡”。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山水间的家》、湖南卫视《新山乡巨

变》等知名文化栏目纷纷走进清溪，喜马拉

雅等网络平台、携程等旅游品牌与清溪村

达成文旅项目战略合作，湖南开通长沙至

益阳的高铁文旅专列，吸引更多游客到清

溪感受文学魅力，感受新时代山乡巨变。

清溪村这种以文学为名片、打造乡村文化

地标的做法收到令人欣喜的效果。 2023
年清溪村共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旅游收

入 1200 余万元，同比增加 40.3%，村集体收

入达到 120 万元。

在乡村文化诸多方面中，文学资源的

转化利用难度无疑不小，但文学蕴含的潜

力被清溪村挖掘出来，经营成一道别致的

乡村景观。大江南北，万千村庄各有特色，

乡贤遗存、老字号、地方美食、风俗传说等，

一乡一品，一村一格，把地域元素发掘出来

擦拭一新，作为文旅特色加以发扬光大，乡

村全面振兴的场景会变得更加生动活泼。

以文培元，彰显人文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

之义。清溪人深知这个道理，他们把人的

提升当做振兴的关键，通过文学载体以文

化人、以文培元，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素养、

提振村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水

平，不仅让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同时也

力求乡村全面振兴的可持续。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是人气旺、

有生机。最是书香慰人心，清溪村书屋群

落散发出的书香味，带来温暖的烟火气，烟

火气又增添浓郁的田园风，从而构成一幅

文学标识鲜明的新时代乡村社会风俗画。

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无形的吸引力和凝聚

力，许多离开清溪的年轻人纷纷返回村里

投身家乡建设，让清溪出现了难得一见的

人口“回流潮”。

邓旭东是一名 90 后返乡青年，受邀担

任“山乡有理·清溪一课”思政课堂主讲人

后，热心传播优秀文化，把清溪村山乡巨变

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他热爱家乡、宣传

家乡的情怀感动了许多中小学生。鲁胜兰

是外地嫁到清溪村来的，她为“清溪媳妇”

这一身份感到自豪，每次娘家来人，她都要

带去景点游玩，到书屋打卡。她还表示要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做一个正能量

的榜样，为文学之乡贡献力量。周宾兴是

作家周立波的堂侄，他深受伯父思想和精

神影响，退休后主动把党员组织关系转回

清溪村，积极参加村里的党组织活动，希望

为家乡建设发挥余热。人气是最有说服力

的数据，近年来清溪村吸引各类人才返乡

创业，这个户籍人口 7000 多人的村庄，常

住人口达到了 9000 多人。

清溪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方向正确

的前提下，要抓住机遇、借力造势、乘势而

上。清溪人知道，要做好文学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这篇文章，仅靠自己的力量不行，必

须借智引力才能达到目标。为此，他们在

中国作家协会精心谋划推动新时代文学

融入大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

积极寻求专业支持，把清溪村发展思路与

中国作协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计

划部署相衔接，将这篇文章越做越大、越

做越好。2022 年以来，中国作协陆续在这

里举办“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

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启动仪式、“作家活动

周”和“益阳文学周”等全国性重要文学活

动；组织广大作家深入清溪村采访创作、讲

座授课、发布新书；帮助清溪村策划组织读

书 会 、朗 诵 会 、文 学 沙 龙 、演 讲 比 赛 等 活

动。现在的清溪村，小歌剧、小话剧、读书

分享会、朗诵比赛、露天电影等文化活动接

连不断，热爱文学、崇尚文化在当地蔚然成

风。清溪村已然成为知名的“文学村庄”。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让文学在乡村全面振兴相应环节发挥

功能，让文学价值成倍数在时代中延展，清

溪村的经验无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清

溪村的建设者们借助文学平台，在短时间

内改变了村风村貌，提振了村民精神，增加

了村民收入，让近者悦、远者来，为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做出了有益探索。

乡村文明建设离不开坚实的文化内

核。要让这个文化内核拥有较强的生命

力，有效的组织和运行机制是基础，清溪村

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清溪村党总支

以及下设的 5 个党支部、200 多名党员在凝

聚村民思想上起到排头兵的作用。正是党

员们在不同岗位上积极作为，广泛联系并

影响身边群众，清溪村以文培元，彰显人文

的倡导才形成共识。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焕发乡村文

明新气象，离不开村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清溪村村民们用心培育“立波故里 文约

清溪”文旅品牌，拓展清溪书屋功能和业

态，在书屋基础上建设充满文学魅力的书

香民宿。采取“公司+集体+农户”管理模

式，为村民提供清溪书屋管理员、讲解员、

电瓶车司机、保洁员等近百个就业岗位。

村民办起大大小小的擂茶馆、农家乐，500
多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以书屋群落为基

础，清溪村举办“花鼓戏剧节”“清溪村晚”

等特色文化活动，持续提升文化旅游热度；

植入生态观光游、农耕文化体验等多元农

旅业态，开发文学研学实践基地、户外露营

基地、产学研开心农场等“微旅游”市场，形

成多条旅游服务产业链。走进清溪村，与

优美田园风光相映衬的是村民的笑脸和络

绎不绝的游客。时尚传统相交映，书香荷

香两相宜，有村民骄傲地说：“一不小心，我

们的家竟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

创新创造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

之路，新时代乡村文明新形态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清溪村的成绩让我们有理由

相信：村庄虽小，只要有大气魄就不愁没有

大气象；文化滋养，只要挥汗耕耘终会硕果

满枝头。

（作者为作家）

题图分别为湖南益阳市清溪村风光、

红色基因清溪书屋外景。

熊 晖摄（益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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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村的文旅品牌
滕贞甫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圆

满闭幕，给观众留下美好的冰雪

记忆。与往届不同，本届冬季运

动会启用数字人技术，让吉祥物

蒙古彩娃“安达”和“赛努”活灵活

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身着

特色服装，外形逼真，动作自然，

在信息播报、场馆介绍等多个场

景中出现，以亲和的形象、有趣的

互动、十足的科技感提升了观赛

体验，再次引发人们对数字人的

关注。

数 字 人 是 借 助 计 算 机 图 形

学、动作捕捉、人工智能等前沿科

技开发设计的，具有“人”的外形、

表情、语言、行为的可交互虚拟形

象。除重大体育赛事外，近年来，

数字人还活跃在影视、媒体、游

戏、文旅等领域，凭借丰富的表现

力、突出的互动性和广泛的应用

场景，为大众生产生活带来全新

体验。这些数字人或在文博场所

化身讲解员，或担纲微电影、微短

剧主角，或主持电视节目，成为文

化传播新使者。值得注意的是，

随 着 形 形 色 色 的 数 字 人 走 入 生

活，用户已不满足于新奇好玩的

初体验，而是更注重文化获得感、

体验差异性和情绪价值。这提醒

我们，数字人作为人类形象的模

仿和延伸，不仅要“形似”，更要

“神似”。通过文化赋能实现数字

人的“内外兼修”，既是满足观众

深度文化体验的需要，也是推动

文化数字化的内在要求。

激发数字人潜力，要善于从

文化宝库中汲取灵感，精心设计

形象。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数

字人在形象、动作、语言、思维等

方面愈发逼真，体现出越来越强

的科技属性。另一方面，数字人

又是文化的产物，要想避免千篇

一律，让观众眼前一亮，其形象必

须具有鲜明的文化辨识度。敦煌

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的原型

来自莫高窟壁画中的妙音鸟，舞

姿动作编排也参考传统舞蹈。源

于历史的真实细节，赋予人物鲜

明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美感。浙江

卫视打造的数字人“谷小雨”是一

位从南宋临安穿越而来的柔美少

女，团队对“谷小雨”的服装精心

设计，既运用褙子、宋抹等传统服

饰元素，又进行转化创新，在似与

不似之间平衡传统审美与现代时

尚。根植中华美学传统的形象设

计，更易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韵

味，让数字人出新出彩。

激发数字人潜力，要厚植文

化内涵，让角色形象有“颜”、有

“脑”、更有“魂”。数字人要想真

正成为向大众普及知识、传递文

化的使者，还需依托性格喜好、才

艺技能、价值内涵等人物设定形

成持续吸引力。以“敦煌飞天”为

蓝本打造的虚拟数字人“天妤”集

文化讲解、线上互动与才艺表演

多种本领于一身，其出演的系列

短剧《千壁寻踪》令观众领略到濒

临失传的巾舞、“反弹琵琶”的绝

活、围棋文化的深邃，收获超 4 亿

播放量。数字人的开发，不应满

足于传统文化的简单呈现，还要

与传统文化建立深度连接。中华

书局通过数字资源，将苏东坡跌

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与广博浩瀚的

精神世界置入“苏东坡数字大脑”

中，为其“凝神”。团队的目标是

让数字人具备苏东坡认知、思考、

表达的部分能力，尽可能还原一代

文豪风采。由此可见，数字人的文

化吸引力来自其所接通的文化资

源，应努力让“内在的灵魂”释放出

独有魅力。

激发数字人潜力，要注重情

感表达，发挥潜移默化的价值引

导作用。数字人可以依托人工智

能等技术与人类进行信息交换，

但与人类交流交往的情感属性尚

显匮乏。尤其是非语言的表情、

姿态、手势等在表情达意方面的

作用，尚未完全激发出来。未来，

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数字人应更

有温度，贴近人类的情感世界，这

不仅取决于技术，也取决于数字

人的文化设定与其接受的文化训

练、文化熏陶。2021 年，“梅兰芳

孪生数字人”现身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与台下观众深情互动：“距

离我上一次登台已经过去了 60
多年，没想到我们又重逢了。”数

字 人 打 通 时 空 阻 隔 ，复 刻 戏 曲

大师的一颦一笑。2023 年，亮相

四川绵阳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

的数字人“少年李白”，以 18 到 24
岁求学时期的李白为蓝本，展现

意 气 风 发 、洒 脱 豪 迈 的 人 物 气

质。这个活力、魅力、创造力并在

的形象，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力

量。这说明，数字人不仅能传播知

识，更能以情动人，在引发心灵共

鸣中传导正向价值。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层

出不穷的数字人要想更好满足人

们精神文化需求，离不开研发者在

形象气质、文化内涵、情感传递等

方面的精心塑造。期待闪耀着科

技智慧与人文之光，融汇传统元

素与现代科技，贴近广大受众尤

其是年轻一代的数字人，成为文化

传播的新使者。

让
数
字
人
成
为
文
化
传
播
新
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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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赋能实
现数字人的“内外兼
修”，既是满足观众深
度文化体验的需要，
也是推动文化数字化
的内在要求。

一首经典歌曲可以道出怎样的故

事？音乐文化传承节目《声生不息·家年

华》，把音乐与家庭联系起来，在对年代

金曲的重新演绎中讲述感人的家国故

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无论是

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守护的“大家”，

还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小家”，

节目依托“家”的意象展开音乐编年史，

在一首首熟悉的歌曲中打开叙事与演绎

空间。

《送 别》《英 雄 赞 歌》《一 封 家 书》

《朋友》等，一段段旋律，浓缩着人们的共

同记忆，显示出中国音乐独有的精神气

质；一个个故事，讲述着时代发展，带观

众感受音乐所承载的社会气象和人文景

象。从“港乐季”到“宝岛季”再到“家年

华”，《声生不息》通过主题设定将音乐文

化不断拓展至更广泛人群的生活故事，

引起共鸣共情。

（焦 阳）

年代金曲点亮共同记忆

发烧是怎么回事？小碗和圆筒哪个

能装更多冰淇淋？恐龙是怎么消失的？

好奇是孩子的天性，如今能够回应孩子

好奇，兼具科学严谨与生动有趣的高质

量科普产品依然不足。科普动画《土豆

逗严肃科普》以严肃的科普态度和幽默

的讲述风格，受到小朋友欢迎。

从天文学、物理学、生命科学等自然

科学，到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人文

社科领域，近 200 集的动画片都有所涉

猎。作品中丰富的知识点由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把关，保证内容的准确性。每集

都以有趣的小故事开篇，一个圆眼睛、厚

嘴唇的大土豆从儿童视角一路发问，在

这个过程中，作品将宏观的科普话题拆

分成若干细小问题，让孩子沿着“线头”

找到答案。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孩

子的好奇心、想象力、探索欲，需要更多

科普工作者的创新尝试。

（王大勇）

幽默动画激活严肃科普

隔辈亲，亲在心。网络微短剧《拜托

啦奶奶》以祖孙两代人视角展开叙事，讲

述城市少女与农村奶奶日常相处中的生

活趣事。作品通过反差的角色、反转的

剧情，以及祖孙俩因观念分歧、性格差

异、习惯不同碰撞出的火花，刻画两代人

不断增进了解、走进彼此内心、以包容弥

合代沟的真实情感。

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戏剧冲突，还原

了城市少女悄然成长的心路历程，既传

递了脉脉温情，也触及了诸如代际沟通、

留守老人、原生家庭等社会热点话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会经历，代沟或许

客观存在，但亲情纽带弥足珍贵。整体

上，作品叙事简洁明快又体现一定的人

文关怀，营造出笑中有泪的观看体验，故

事内容也较为贴近生活，引导观众换位

思考，尝试让小体量的微短剧观照社会

现实。

（戴林峰）

温暖故事展现隔辈亲情

图为网络微短剧《拜托啦奶奶》海报。

一乡一品，一村一格，
把地域元素发掘出来擦拭
一新，作为文旅特色加以发
扬光大，乡村全面振兴的场
景会变得更加生动活泼

通过文学载体以文化
人、以文培元，不断提升村
民文明素养、提振村民精
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
明水平，不仅让乡村全面
振兴提质增效，同时也力
求乡村全面振兴的可持续

让文学价值成倍数在
时代中延展，清溪村的经
验无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
义。创新创造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新
时代乡村文明新形态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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