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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线上新风潮

最近，中华老字号同仁堂旗下“知嘛健
康”品牌在北京开设线下体验店，推出咖啡饮
品、中药铺子、问诊抓药、健康咨询等服务，
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这种面向年轻消费群体
的新零售做法，以其十足的“反差感”吸引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信息爆炸和注意力稀缺的
时代，这一网红式的“出圈”行为，无疑给同
仁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曝光度。

是尝鲜猎奇，还是创新突破？消费者对此
态度不一。许多网友点赞同仁堂与时俱进的跨
界玩法，认为它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老字号的古
板印象，展现了同仁堂年轻、时尚、现代的一
面。与此同时，同仁堂瞄准大健康产业，定位
年轻化健康消费市场，很好地满足了都市年轻
人工作压力大、追求“朋克养生”的心理需
求。尽管也有消费者担心业态的混搭是否会稀
释同仁堂固有品牌形象，但从目前市场反馈来
看，好评还是占据了主流，可以说初战告捷。
尽管如此，与所有企业发布新品一样，“知嘛健
康”能否在商业模式上精耕细作，进而推而广
之，仍然需要接受市场的长期考验。

实际上，有关老字号品牌联名或跨界经营
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老字
号与“文创”“时尚”“艺术”“科技”“社交”
等频频互动，跨界玩法不拘一格。无论是制造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感，还是
脑洞大开玩“旧元素，新组合”的产品创意，
抑或是摇身一变，成为时尚与潮流的“代言
人”，老字号的跨界尝试总能自带话题，成功
吸睛。可问题是，老字号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认
同、信誉和品牌，更因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
技艺或服务而受到青睐，需要玩跨界当“网
红”吗？

答案是肯定的。老字号虽是一块“金字招
牌”，却不是一块“免死金牌”。时代在发展，
老字号的处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一些缺
乏管理、营销、技术、人才的老字号而言，选
择跨界不失为拓展市场、创造记忆点、增强品
牌曝光度的一种策略。而年轻人“快时尚”的
消费偏好，以及对“国潮风”“怀旧风”的追
逐，也多少为老字号跨界提供了“风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跨界和“出圈”只是
一种手段，不应当作目的。对于老字号而言，
跨界创新的前提是不忘初心，时时刻刻精益求
精，坚守“工匠精神”。正如同仁堂以“炮制虽
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
古训，只有世代遵循，做到屹立 300 多年而不
倒，如今跨界才有了更足的底气。

另外，跨界创新切不可跟风模仿，图一时
新鲜。截至目前，经商务部审核的中华老字号
数量有 1128 家，涉及餐饮住宿、食品加工、零
售、医药、工艺美术、居民服务、加工制造等
多个行业。不同行业属性和品牌差异，意味着
跨界这剂“药方”并不能包治百病。所谓“知
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单纯为了求新而跨
界，很有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品牌的贬值。

最后，跨界创新要登高望远，心存敬畏。
老字号与普通品牌不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品牌的重
任。因此，老字号在选择跨界前，要认真谋篇
布局，树立长远眼光，不能只要“流量”，不重

“质量”，只想“入局”，不顾“大局”。好的跨
界除了要有天马行空的创意，还应该是严谨、
可持续和有价值的，如此才能真正为老字号带
来新的气象。

（作者单位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由故宫博物院、新华社全媒编辑中
心与腾讯集团携手打造的“数字故宫”
小程序日前正式上线。

此次发布的“数字故宫”小程序
全面整合了故宫在线数字服务，不管
是游故宫、逛建筑，还是赏文物、看
展览，“数字故宫”小程序都可以一站
式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可以通过小程
序快速定位，浏览“数字文物库”“故
宫 名 画 记 ”“ 全 景 故 宫 ”； 还 可 以 在

“相识大考验”趣味答题中了解文物知
识，分享与文物的“缘分”。未来，用
户将可以在小程序“一键查询”故宫
所有的数字资源。

此次“数字故宫”小程序中有一
项重要升级体验内容，即“畅游多宝
阁”。该专题选取 600 件故宫博物院藏
珍贵器物，基于数字科技深度学习大
量器物表面的纹饰，识别出多种装饰
艺术中频繁出现的传统纹样，首次实
现数百件文物通过纹样“串联”的独
特体验。用户通过浏览这些器物，可
以发现各式各样的精美纹饰，并根据
文物不同的“串联”路径，发掘文物
间 的 历 史 关 系 。 还 可 以 通 过 社 交 分
享，展示自己在“文物接龙”收集到
的文物，大大增加了“云游”故宫的
趣味性和深度参与感。

“数字故宫”小程序上线，标志着
故宫博物院在新文创、新技术领域迈出
重要步伐。从数字化工作到“数字故
宫”的建设，故宫在数字资源采集、管
理与应用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已有 20 余
年，形成了海量的数字资源。近几年，
故宫博物院不断加大“数字故宫”建
设，力求将故宫数字资源以一种更为智
能贴心的方式，呈现和服务于公众。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数
字时代、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展
示和传承方式，我们紧紧抓住‘数字故
宫’建设机遇，以更多的数字化传播形
式来传承、弘扬故宫所承载的中华文
明。未来，我们会联合专家学者和腾讯
这样的合作伙伴，与数字技术密切结
合，加大数字故宫建设，实行一种创造
性的转化，向广大公众提供更多数字化
成果。”

故宫博物院与腾讯的合作已有 4
年，双方在动漫、音乐、游戏等新文创
业态中，进行多次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
新 性 尝 试 。 2016 年 ， 双 方 基 于 Next

Idea 腾 讯 创 新 大 赛 平
台，推动传统文化与数
字创意的深度结合，打造
了 《故宫回声》 主题漫画、

“古画会唱歌”等深受年轻人
喜爱的现象级案例。2017年，故
宫博物院与腾讯宣布成立“联合创
新实验室”，推出“玩转故宫”智慧
导览小程序、《故宫：口袋宫匠》 建筑
主题小程序游戏等产品。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
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表示：

“去年，故宫博物院与腾讯深化战略合
作，计划在3年内，完成包括10万件文
物高清影像采集精修在内的深度数字化
探索。‘数字故宫’小程序是双方深化
合作后的首个阶段性成果，通过这个

‘人人都可随身携带的国宝箱’，让文物
在指尖即可赏览。我们期待用数字科
技，让文物在数字时代迸发新的能量，
让传统文化得到创新传承。”

据了解，未来故宫将与腾讯继续
深化合作，聚焦科技创新，通过“数
字化+云化+AI 化”，在文物数字化采
集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共同推动“数
字故宫”建设，打造面向下一个 600 年
的“数字故宫”，为文博行业数字化提
供样本。

国家大剧院实现全球首次舞台艺术“8K+5G”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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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跨界登高更须望远
宗祖盼

8 月 8 日，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
演出首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指

挥家张艺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了中
外多位作曲家的经典篇章。当晚，与音乐厅同步演

出的还有国家大剧院花瓣厅、金融街购物中心、海淀
展示中心会议中心颐和厅、王府井步行街中环广场、三里
屯太古里南区中央广场、中关村步行街、华熙 LIVE北京
时代美术馆门口、亦庄经济开发区大族广场一层等8个8K
直播点，市民通过8K电视、5G手机等显示终端实时观看了
本场音乐会。这也是全球首次舞台艺术“8K+5G”直播。

首次在演出中启用“8K+5G”转播车

“华彩秋韵”系列演出首场音乐会“8K+5G”直播由
国家大剧院主办，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商务局

指导，超高清视频 （北京） 制作技术协同中心、中国
移动北京公司协办，是“北京消费季——炫·彩生活

月 百屏联动新消费”的重要活动。
作为全球首次舞台艺术“8K+5G”直播，

本次音乐会成功实现了多个“首次”：首次在舞
台艺术类演出中启用“8K+5G”转播车，该转
播车为全球首台“8K+5G”超高清视频全业
务转播车；首次实现面向消费终端领域的大规

模 8K 超高清网络云分发，将“8K+5G”应用
从点对点示范应用，扩展到面向 8K 电视和 5G

手机的消费级应用；首次将“8K+5G”技术呈现
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上，让广大市民在消费终端体验

高新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
音乐会演前导赏环节，主持人白岩松登上全球首台

“8K+5G”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与北京市经济与信息
化局总工程师顾瑾栩对话，带领观众全方位了解转播车内
的奥秘，探讨“8K+5G”技术给人们消费生活带来的影响。

顾瑾栩表示：“清晰的细节、观演

的沉浸感与临场感，是人们欣赏舞台艺术时永恒的追求。
8K 的显示技术满足了这一点，而 5G 技术恰好可以为 8K
技术进行支撑，‘8K+5G’的应用，对老百姓家庭影音娱
乐体验的提升是巨大的。”

科技感和现场感十足的视听享受

当晚音乐会于 19 时 30 分正式开始。在张艺的指挥
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奏响了巴赫《D小调恰空》开头
著名的和弦。与此同时，后台的“8K+5G”转播车上，国
家大剧院影视节目制作部的导播团队，也开始了音乐会直
播工作。

导播田晨是首次操作“8K+5G”转播设备。她在直播
镜头中为8K“定制”了一些细节：“8K摄影机对光的需求
更高，景深更浅，另外 8K 镜头呈现的画面中，很多之前
看不到的细节会被放大。为了突出这些特点，这次拍摄特
别设计了一些与之前直播不同的角度和局部镜头，希望让
观众通过这种临场感，更深入地感受音乐的魅力。”

巴赫的音乐结束后，音乐会继续奏响了挪威作曲家格
里格的 《抒情组曲》、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 《我的祖国》
中的著名片段 《沃尔塔瓦河》，以及中国电影 《上甘岭》
中的经典旋律 《我的祖国》。两部 《我的祖国》 交相辉
映，尽显音乐中的家国情怀。

12年前的今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为了纪念北
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每年8月8日也是“全民健身日”。为
此，国家大剧院特别邀请前中国女排运动员惠若琪在花瓣
厅通过 8K电视屏幕欣赏音乐会，享受“8K+5G”的超高
清演出，感受科技带给艺术生活的巨大改变。

“歌曲 《我和你》 唤起我对北京奥运会的记忆。很高
兴能代表体育工作者在此欣赏‘8K+5G’直播，感觉很新
奇，科技感十足。希望未来这一技术也能在体育比赛中得
到更多运用。”惠若琪表示。

探索“8K+5G”在文化产业的应用

在谈到观看“8K+5G”直播的感
受时，观众纷纷对观演的临场感和
沉浸感表示惊叹。在金融街购物
中心直播点观看“8K+5G”直播
的市民贾先生说：“8K的显示效
果太清晰了，连演奏人员的头
发丝儿都看得很清楚，特别有现

场观演、身临其境的感觉。”
“国家大剧院始终致力于一流

的演出、一流的呈现，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我们都希望
带给观众最完美的艺术享受。”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诚表
示。正如他所说，国家大剧院近年一直致力于推动超高清
视频技术在艺术传播推广领域的应用创新。2019年，国家
大剧院成功实现原创民族舞剧 《天路》 全球首次“4K+
5G”影院直播，拍摄制作全球首部 8K 全景声歌剧电影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今年，在北京加速推动建设 5G 通讯基础网络的背景

下，国家大剧院经过 3 个月的建设，于 8 月初建成 5G 网
络，并完成了此次“8K+5G”直播。此举不仅有力推动超
高清视频技术在艺术传播推广领域的应用创新，更为

“8K+5G”在文化产业的应用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引领
了“艺术+科技”传播发展的新方向。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智欣喜地表示：“此次音乐
会克服了很多技术难题，实现了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今晚不仅是‘华彩秋韵’系列演出的第一场，更是
一次革命性、标志性事件，是‘艺术+科技’‘产业+市
场’的革新。”白岩松说。在他看来，此次音乐会“8K+
5G”直播，将对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故宫”界面

图片从左到右分别为：

全球首台“8K+5G”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
车、转播车内、亦庄经济开发区大族广场直播点、
笛子演奏家陈悦与乐团合作演绎竹笛协奏曲 《新柳
水令》 国家大剧院供图

引领艺术传播革新
本报记者 郑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