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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走进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在互动展览中感受“科

幻照进现实”；聚焦科技前沿，科学

家与科幻作家共同畅想未来……近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共同主办的“《哥德巴赫猜想》

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在

北京举行。

据了解，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

协倾力打造的重要文学活动。“希望

让广大作家感受文学大家庭的亲切

氛围，凝聚起‘文学一家亲’的蓬勃

力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张宏森表示。

活动周期间，“科学与文学共助

新质生产力”座谈会、科学题材文学

创作座谈会、“AI 语境下的文学创

作与接受”座谈会、“文学科学双螺

旋：作家、科学家汇客厅”对谈以及

参观采风等文学活动接连举办。

“科学和文学有许多相通之处，

科学的激情和文学的激情、科学的

想象和文学的想象、科学的向往和

文学的向往，都是密切相连的。”“人

民艺术家”王蒙表示，《庄子·逍遥

游》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

而为鸟，其名为鹏”，这是一种瑰丽

的幻想，也是庄子的哲学寄托。从

古人的奇思妙想，再到《哥德巴赫猜

想》乃至《三体》，文学与科学的结合

始终令人兴奋。

在作家刘慈欣看来，中国科幻

文学正面临关键的发展节点。首先

是来自 AI 的冲击，“这个巨大的变

化会对传统文学作家甚至科幻作家

提出严峻挑战。”其次是科幻读者群

的变化，“以前预设很小众、很独特

的科学领域，其实有很多相关领域

从业者和读者，这对科幻作家的知

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科幻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科幻作家一定要忠实地面

对‘变化’本身。”刘慈欣透露，他近期创作的重点与当下的科

技热点和《三体》等作品都不一样，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想象

空间。

“鲜活的生活经历，是造就顶级文学家的必然条件，目前

AI还并不具备。”作家王晋康说，应该将 AI视为一种工具和伙

伴，用它来辅助我们更好地挖掘内心世界，表达独特的情感和

思想。

“以 AI 为镜，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

持续追问。”作家陈楸帆正尝试在戏剧排练中使用 AI 生成人

物角色、创作台词模本，开拓 AI协同创作的探索实践。

《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认为，人类文学创作中，最宝贵

就是个性化与差异化，“未来，或许 AI 会取代 90%甚至以上的

作家创作，但仍有一些作家作品无法被取代，这也迫使作家们

不断努力，成为不可取代的那 10%。”

“ 蛟 龙 ”号 深 海 探 测 的 故 事 ，被 记 录 在 报 告 文 学《第 四

极 ——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中。“蛟龙”号海试现场总指

挥刘峰提到，海底 3500 米处，“海铃计划”正捕捉着中微子带

来的宇宙信号，科幻故事般的场景已经走入现实，“大国重器”

背后的故事值得期待。

国庆假期，全国科技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接待观众初

步预计超 300 万人次；《2024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 11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1%……

公众对科普的蓬勃热情，中国科幻产业的巨大潜力，为科幻文

学繁荣发展注入活力。

2022 年，中国科协与中国作协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

弘扬科学家精神、推进科学文化素质建设、推动科普科幻作品

创作、加强国际交流等方面深入加强合作。此次活动期间召

开的“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座谈会上，发布了《科学与

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2024 年至 2027 年，

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将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建立科学家、作

家日常联络机制，实施科学文学共创计划，推出讴歌创新发展

的文学精品，共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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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村民刘欣

元爱养花草，她家后院花丛角落，一台废旧的

“电视机”颇为别致——红黑相间的电视机壳

里，铺着苔藓、缀着石头，几株植物“长”了出来。

“里面有小灯，晚上还能亮呢！”刘欣元

说，“这件‘花园电视机’，是美院学生的艺术

作品。”

今年“关中忙罢艺术节”举办期间，一批

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走进这座秦岭脚下的村

庄，与村民合作开展艺术创作。刘欣元家来

了 3 名西安美院学生。学生们与刘欣元聊起

“养花”，一番合计拆了废旧电视机，去山里挖

来苔藓，在河边找来石头，一起动手创作，“花

园电视机”就此诞生。

“美院师生常来我家，他们说‘前屋是柴

米油盐，后院是诗和远方’。”刘欣元告诉记

者，师生们会对花草造型、位置摆放等给出建

议，“平时，我靠自己的感觉来打理花草。美

院老师的肯定、鼓励，让我对自己的审美越来

越有信心。”

除了“花园电视机”，去年创作的艺术作

品“共生植物园”同样让人难忘。几名美院学

生在村里用劳动“交换”村民家里不用的物

件。栽葱、收麦、晒菜籽，一番忙活，换来了锅

盖、竹筛、草帽、奶粉罐、旧鞋子，还有各式各

样的锅碗瓢盆……

准备就绪，几个人邀请路过的游客来种

花：挑选一件心仪的旧物，去山脚下、田野间，

搭配喜欢的草木，回来培土浇水，最后与作品

合影留念。

旧物做花盆、众人来种花，半天时间，刘欣

元家门口，摆起了 30多盆艾蒿、谷子、玫瑰花、

狗尾草……“植物园”里各具特色，引来街坊、

游客参观点赞。1个多月后，两名游客还重访

蔡家坡，专程来看望自己种的那盆花。这件事

让刘欣元很感慨，“乡村生活里本来就有美，重

点在于发现它、挖掘它、用心感受它。”

自 2023 年发起以来，“家庭美术馆”活动

共有 160 名师生参与，覆盖蔡家坡等附近村

庄的 60 个家庭。与村里的阿姨们一块放风

筝、与养蜂的爷爷奶奶一起写诗、给村内的面

馆设计招牌商标、制作音乐专辑记录村民生

活……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与村民一起开展

了许多具有想象力的艺术合作。

“大家通过共同创作、联合表演等形式，

形成居住新场景、美学新空间，进行独特的艺

术表达。”在西安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系教

师、“关中忙罢艺术节”总执行崔凯敏看来，这

正是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一种探索，

很多村民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天分，“我们做

的，更多是一种激发、带动，通过艺术的方式，

展现乡村原本的美。”

对此，刘欣元感触颇深。后院里，她手握

剪刀、修剪花枝，和记者分享自己的理解——

“好好生活，就是艺术。”

图为蔡家坡村美景。

鄠邑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陕西西安蔡家坡村，美院师生与村民进行艺术共创

村 里“ 长 ”出 家 庭 美 术 馆
本报记者 高 炳

■艺术改变乡村R

本报海口 10 月 7 日电 （记 者周亚军）近 日 ，“ 深 蓝 宝

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开幕，曾经沉睡在深海 1500 多米的 408 件（套）

出水文物首次公开亮相。

此次展览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成果

国内首展，分为“探渊寻珍”“水府琳琅”“巧缮焕新”3 个部分，

全方位呈现考古发现、发掘过程、科技应用和成果，打造沉浸

式深海考古之旅。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存文物数量庞大、品类丰

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展览的“明星展品”珐

华彩瓷器，总共有 13 件（套）精品展出。考古发现珐华彩瓷器

十分罕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珐华彩瓷器，在沉船中属于首

次发现。这些考古新发现，证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彩瓷

器外销，为寻找窑址、厘清来源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丙寅

年造”款红绿彩碗也证实一号沉船属明代正德时期，对研究南

海贸易航线具有重大价值和贡献。

展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海深海考古研究

院）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主办。

408件（套）南海沉船出水文物首次亮相

本报北京 10月 7日电 （记者顾仲阳）近日，在广东省广

州市举办的广州电影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由中视农影（广州）影

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出品，“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电影《回农村干大事》首次发布。

《回农村干大事》记录了 4 个不同类型农村创业群体的故

事，关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热点话题。影片通过展示撂荒

地复耕的成功案例、农业与农村的多元化发展路径、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建设模式等，对乡村全面振兴热点话题进行回应与探索。

纪录电影《回农村干大事》发布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世涵 董映雪

版式设计：蔡华伟

文博场馆，展览讲座丰富多彩；影院剧

院，文艺作品精彩纷呈；古城古村，民俗展演

各具特色……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领略

大好河山，品味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

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

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折射旺盛的文化需求，

也照见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文旅业态
持续升级迭代

国庆假期，广大群众走进革命圣地、红色旧

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国家博物馆推出“风展红旗如画——馆

藏红色经典文物展”，系统展示了革命年代的

红旗、新中国成立后的五星红旗和党旗等红

色文物，以及 100 张新时代以国旗为主题的

高清照片，并首次以裸眼 3D 技术动态展示国

旗。鲜艳的中国红，扣人心弦的故事，吸引参

观者驻足。

“64 年前，30 万林县人民一锤一钎，在悬

崖 峭 壁 上 修 成 了 全 长 1500 公 里 的 红 旗 渠

……”河南安阳红旗渠纪念馆内，游客们听讲

解、看演出，体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贵州贵阳，前来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参

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这里每天演出

9 至 11 场，日均接待游客超 6000 人次。山东

济宁金乡县羊山景区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国庆假期迎来众多自驾游参观者，当

地组织志愿者耐心引导往来车辆有序排队。

许多人走进乡村社区，在乡村旅游节、音

乐会、艺术展等活动中拥抱自然、

寻味乡愁。

旧 墙 老 屋 、窄 巷 房 顶 变

成展览空间；村民与作为

“文化产业特派员”的

艺 术 家 共 同 创 作 融

入本地文化元素的

艺 术 作 品 ；竹 编 装

置 现 代 舞 巡 游 邀 请

社区舞蹈队参与表演

……国庆假期，广东佛山

南 海 区 丹 灶 镇 罗 行 社 区 的

“罗行艺术墟”活动，共计接待

游客约 14.7 万人次。活动不仅为

社区居民带来一场艺术盛宴，还向游

客开启一扇深入了解当地文化的窗口。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各地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

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文化和旅游部产

业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持续提升传统业

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跟着演出去旅行”

“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

非遗去旅行”持续升级迭代。

湖南醴陵，2024 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

业博览会推出了 3 个大类 18 个主题活动，丰

富游客的体验；山东枣庄冠世榴园景区设置

“山野雅集”集市、古筝演奏、石榴采摘、汉服

表演等多种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夜幕下灯光与水雾交织，音乐和流水共

鸣，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在贵州安顺黄果树

瀑布前缓缓展开。借助数字技术，夜游项目

正成为景区的一张新名片。“一码游贵州”平

台于今年 8 月全面升级上线，汇聚了贵州全

省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旅游攻略等。近年

来，贵州大力推进智慧景区建设，加快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依托数智技术打造

的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旅游新业态，持续

助力贵州多个景区“出圈”。

亲近传统文化
融入日常生活

“乡土情深”农民画作品展、“书时代精

神”书法展、“童心迎国庆”青少年现场书画大

赛……笔下有文化传承，纸上有时代风貌，在

浙江嘉兴，广大文艺爱好者以笔墨色彩描绘

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畅想。“这个假期欢乐、祥和，充满文化

气息。”市民姜文硕说。

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传承实践

活动，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天津举办京津冀非遗联展，以二十四节

气为主线，展示京津冀三地近百个非遗项目；

广东开展粤鲁两地非遗交流展、专场演出等

活动，以南北非遗演出“碰撞”出文化交流的

火花；贵州举办“多彩贵州游·非遗伴你行”系

列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

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今年 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

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

庆假期，许多市民游客“打卡”北京中轴线，在

行走中感受北京城市特色与文化底蕴。

漫步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宸桥，桥东岸

的运河文化广场上游人如织；桥西岸的“大

运河新三馆”以信息化手段全景展现运

河前世今生……随着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扎实推进，文物和文化资源

家底不断夯实，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融入

日常生活。

经过近一年的闭馆修

缮，北京西城区的梅兰芳纪念

馆在今年国庆节前重新开放，带

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视听呈现。“今

年国庆假期的观众比往年大幅增加。”

梅兰芳纪念馆副馆长王兆仁说。

景中看戏、戏中赏景，脚下是青砖、抬头

有黛瓦……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风貌的基础

上，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

街区接连推出新颖活动、特色文创，让游客充

分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与“苏轼”对诗，和“李清照”合影，江西南昌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一城烟火·半城诗”

主题 IP原创特别展演活动，受到了市民游客的

欢迎。“游万寿、赏古风，再加上诗词文化的魅

力，我们有满满的参与感。”南昌市民邹艳说。

身着汉服、手持团扇，在河南洛阳的洛邑

古城，游客们沉浸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伴着

华灯游园，品味古都文化。国庆假期，洛邑古

城亮灯时间延长至午夜零时，九州一梦、洛水诗

画等国潮演艺不断，总客流量达 90.2万人次。

增加优质供给
提升服务水平

台上，群众当主角，歌唱祖国；台下，观众

齐捧场，氛围热烈。一连 7 天，“群众大舞台·
有才你就来”活动在陕西旬邑县举办，群众文

艺团队带来舞蹈、合唱、秦腔、器乐、诗歌朗诵

等，节目连场、精彩不断。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升质

量、加大供给，广大群众到图书馆、文化馆、美

术馆等文化场所学习充电、放松身心。

“从 10 月 1 日起，苏州图书馆的图书借阅

册数提升为每位读者最多借阅 20册。”江苏苏

州市民吴静雯一大早便带着孩子来到图书

馆，“和家人一起多读书、读好书。”

走进博物馆感受中华文明，是许多人假

期出行的首选。国庆假期，“大道之行——儒

家文化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能看到儒

家文化的脉络、感悟儒家文化的理念，收获很

大。”来自江西的参观者卫新建说。此外，五

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佳作荟萃，观众如云。

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开展了 24 场主题

研学课程，“孔博寻珍记”将文物知识与寻宝

游戏相结合，“食礼和德”“指尖上的技艺”主

题研学内容丰富。“一次参观就是一场学习。”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臧筱珂说，“博物馆

为我们提供了走近孔子、学习文化的机会。”

数据显示 ，我 国 已 建 成 公 共 图 书 馆 超

3300个，文化馆、博物馆超 1万家，建成近 4万

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广大群众得以享有更加

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街头巷尾，同样有精彩演出。2024“情系

长江·放歌荆楚”湖北省群众合唱示范展演，

为武汉市民游客带来假期观演新体验——75
支合唱团在黄鹤楼、东湖绿道等景区以及大

街小巷放声歌唱，游客常常与合唱队不期而

遇，并参与其中。

神州大地，节庆氛围浓厚，奋进精神勃

发。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各地推出

优秀文化产品、优质旅游产品，人们在文旅发

展中丰富文化生活、在时代气韵里更加坚定

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朱磊、李刚、黄娴、李蕊、张文

豪参与采写）

图①：安徽宣城宣州区水东镇，游客正在

体验皮影戏。 李晓红摄（影像中国）

图②：山东临沂郯城县郯国古城景区，游

客在观看表演。 张春雷摄（人民视觉）

图③：江苏昆山锦溪古镇景区游客众多。

杨惠新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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