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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家参展单位、21572件展品、近万名海外采
购商……11 月 16 日到 20 日，第十六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以下简称文博会） 首次
以“云上文博会”的形式在线上举办。

从线下到线上，从“面对面”到“屏对屏”，今
年文博会虽然办展形式发生了改变，但“中国文化
第一展”的成色却丝毫未减。截至 11月 20日 12时，
共有1416万人次在云端享受了这场文化盛宴。

新技术带来线上观展新体验

11 月 17 日晚上 20 时，刚吃完晚饭的深圳市民张
沛坐在餐桌前打开手机，开始了自己的文博会之旅。

张沛说，文博会虽然年年都办，但他却很难每
年都到现场观展。“常常是我下了班，文博会就闭馆
了。今年可以 24小时在线观展，对普通市民反倒是
件好事。”

利用 5G、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
用，云上文博会将线下展会完全转移到了线上，实
现5天24小时展览不间断。

云南展区中，建水紫陶散发着古典的气息；山
西馆内，可以把玩“山西三宝”珐华器、推光漆、
澄泥砚；深圳龙岗展厅里，“深之情”瓷器套装可以
720度进行全景3D展示……

今年，多个展厅采用了 3D 虚拟展厅搭建技术，
让观众获得“沉浸式”线上逛展体验。该技术将全
景图与三维模型结合，不仅具有空间感和细节，也
兼顾了导览的流畅度。

通过线上展厅，无论是海南三亚中廖村的街头
打击乐表演《敲击棒》、云南大理杨丽萍大剧院的民
族音乐剧《阿鹏找金花》，还是来自深圳龙岗大芬油
画村的演画艺术表演，让各地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
受到祖国各地多彩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

“欢迎来到第十六届深圳文博会北京云上展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著名的前门大街，也是北京中
轴线上的文化地标……”进入北京云上展区，“小春
妮”的语音介绍迎面而来。

除了3D虚拟展厅，北京展区还贴心地为游客设
置了虚拟人智能客服。在情绪动作模拟等技术的加
持下，“小春妮”不仅对展馆相关问题应答如流，还
能配合场景作出生动的情绪、动作反馈，为观众提
升“交互式”观展体验。

创新“沉浸式”“交互式”观展模式让今年云上
文博会获得众多点赞。“我本以为，今年的线上展会
肯定不如线下直观、方便，但没想到观展体验这么
好。”来自广州的观众胡敏哲说，“虚拟展厅做得很真
实，‘小春妮’也是个惊喜。观展体验完全不输线下。”

新平台开启文化交流新模式

今年的云端办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壁垒，让
一些因成本限制无法线下参展的文化精品，得以在
文博会的舞台上，展示精湛技艺和深厚历史积淀，
并通过线上展向海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青绣、烙画、彩绣等
中国传统工艺在全国各地非遗中心、非遗项目发展
企业及机构参展的保护和转化利用下，呈现出创新
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走进创意设计馆 IP 衍生品授权展区，一件件珍
贵文物，通过充满创意的设计，以骆越套杯、官瓷
茶具、敦煌纹样桑蚕丝围巾等文创衍生品的形式，
更加鲜活地融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中。

11 月 19 日下午，经过 3 天的线上对接，深圳市
廖达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廖达，与土耳其默罕
默德·阿里·阿尔通公司总经理阿卡伊尔德斯·默罕默
德，就锡器工艺品及家居产品的出口项目合作进行
了“云签约”。廖达认为，这次签约在把锡器工艺传
播到世界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海外。“多亏
有文博会，为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提供了平台。”

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日12时，本次云上文博
会境外总访问量累计达29716人次，达成多项中国文
化产品出口协议。

文博会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平台，
也是海外文化走进国内的重要窗口。日本的细十草
陶瓷盘、韩国的青瓷黄金杯、印度的铜瓶和手绘木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海外参展商带来诸多困
难，但仍有 30个国家的文化企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
障碍，在云上文博会展出各自的特色产品。

法国深圳投资促进会副会长王语介绍，今年是
该协会第四次参加文博会，通过文博会平台不仅能
够展示法国各类纯天然薰衣草产品和法国文化，也

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
“非常感谢文博会，让我们在疫情之下也能享受

一 场 文 化 盛 宴 。” 来 自 立 陶 宛 的 参 展 商 Aivaras
Zilvinskas 表示，很遗憾今年不能到中国参加文博
会，但“云上文博会”用数字和信息技术为大家重
新建立了联系。“我们也期待尽快与大家再次见面。”

新业态体现产业发展新亮点

手机扫码打开 AR 图书，“猴王出世”、“拜师学
艺”等四大名著中的场景在屏幕上活灵活现……这
是安徽出版集团在本次文博会上新推出的《AR四大
名著》。书中单一的文字变成了动画流畅、人物细
腻、场景精美的AR场景，为读者生动展现了原著的
人物故事。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今年文博会继续
发挥全国文化产业发展风向标作用，进一步提升新
型文化业态企业参展比例，一大批“文化+科技”

“文化+旅游”“文化+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型文
化业态成果纷纷亮相。

进入广东展区，无人机、4K相机等展示科技强
省的魅力；湖南展区的“云直播”，吸引全网超过
632万人次参与，带来销量破千万元；中国出版集团
展出的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 数字影像展，为观众
带来胜过影院的裸眼3D视觉体验。

在深圳盐田展区，则使用全新的视觉展示技
术，通过多彩的舞台灯光、炫酷的数字特效，充分
体现山峦、海浪、栈道、港口等盐田丰富的“山、
海、港、城”优美风光，从观感上真正实现了“文
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本次文博会还新设了电影工业科技
馆和互联网馆，重点对数字创意与文化科技发展最
新成果进行展示。

11月18日，59岁的深圳市民老邱在儿子的帮助
下，体验了一把来自电影工业科技馆的“AI照片增
强技术”，将泛黄的老照片翻拍、上传至云端服务
器。短短几分钟后，一张色彩鲜亮、图像清晰的老
照片便出现在了手机里。“现在的科技真是神奇，这
简直是变废为宝啊。”老邱感慨。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合运认为，
今年以来，不断涌现的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整个文
化产业发展的最大亮点。“我们要通过办文博会来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提振文化产业业内发展的信心。”

数据显示，今年云上文博会充分发挥网络方便
快捷、不受时空限制、互动性强等优势，积极创新
撮合方式，努力促成交易。展会期间，共策划投融
资推介、项目签约等各类活动238项。

▶很多学员进鲁院，想得到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想学到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技巧，鲁院可以满足学员的这
种愿望。但这不是鲁院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教学的灵
魂。鲁院教学的灵魂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
实作为一名作家的基本建设，即人格建设，是为何写、
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的核心价值理念。鲁院致力于
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
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
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人民意识、祖国意
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

——作家白描在祝贺鲁迅文学院建院70周年时表示

▶流失文物追索不仅牵涉极其复杂的法律难题，

还往往涉及民族情感和国际关系，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懈
努力的系统工程，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20多年前 3000
余件文物的追索返还，经历了艰辛曲折的过程，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当时英国尚未加入“1970年公约”，缺乏政
府间返还的共同法律基础。从更深远的历史维度来看，
经过 25 年的不懈努力，这批流失文物最终全部顺利回
归，具有重要案例价值与国际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介绍 68件流失英国文
物成功追索回国有关情况时表示

▶一些流布地域较小、方言特色较强的剧种，其

艺术特点外地人并不熟悉而且很难掌握，它们的创作
和发展主要依靠本地人和本剧种的人。近年来，各地为
了更快地见成效，常常邀请全国知名编剧、导演来帮助
创作，这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把培养本剧种的创作人
才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只有将熟悉本剧种的艺术人才
培养起来，才是艺术发展的长久之计。为不熟悉的剧种
进行编剧和导演的艺术家应首先存敬畏之心，认真向这
些剧种学习，彰显这些剧种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
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王安奎在
2020年戏曲百戏 （昆山） 盛典研讨会上表示

▶无论是对电商平台还是主流卫视媒体来说，未

来的“双 11”晚会如何平衡市场营销的商业逻辑和文艺
创作的价值追求，是应当着力思考的问题。除了翻新花
样煽动购物热情之外，晚会还应向公众传达什么样的文
化价值？这显然不是简单地堆砌明星和流量，也不是在
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强行插入公益短片，更不是通过网红
主播或明星主持人串词的生硬表述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主创团队，尤其是作为合作方的卫视媒体有责任回归电
视文艺创作的价值主线上来，在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绿
色消费，做负责任的消费者方面多做文章。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典林近日
评论7台购物狂欢晚会时表示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
刷得更漂亮……”这天是星期日，在湖北省巴东县野三
关镇麻沙坪村“少儿文艺示范点”，伴随着老师的钢琴节
奏，孩子们唱起了童谣，气氛温馨。

文化志愿者田建梅说，去年麻沙坪村“少儿文艺示
范点”配备了古筝、腰鼓、葫芦丝、电钢琴等文化体育
器材，“每到周末免费开放，许多小朋友都愿意过来。不
仅改变了他们整天玩手机的坏习惯，充实了课余的生
活，还实现了艺术启蒙。切入点小，但一举多得。”

巴东位于湖北西部，是国家重点贫困县，典型的山
区县。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县有少儿 52453
人，其中留守儿童5051人，占总人数的9.63%。由于长期
与父母分离，缺乏家庭教育和亲情关爱等原因，部分孩
子出现了情感冷漠、自卑孤僻、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

“给山里的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打好成长底色，
公共文化机构也能做出努力。”巴东县委书记单艳平表示。

瞄准问题，坚持务实管用，巴东县将其作为全省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创新工作，以全县12个乡镇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60 个村 （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农村中小学为基地增扩场地，增加设备创办了“少儿文
艺之家”和“少儿文艺示范点”，并统一配备了适合少年
儿童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的文化设施设备，形成了“有
牌子、有制度、有场所、有人员、有资金”的运行体系。

硬件设施有了保障，软件服务也迅速跟上。“巴东有
田建梅在内的一大批文化志愿者，有热心也有能力。发
挥这个优势，当地组建起 1 个县级文化义工服务队和 12
个乡镇文化义工服务小分队。”巴东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谭勇介绍。157名有少儿文化艺术服务经验和特长的志愿
者积极走到基层一线，不仅成了孩子们的贴心陪伴，还
开展起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文学阅读等活动，为山里
的孩子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少儿文艺之家”逐渐成为贫困地区孩子们充实课外
生活、种下文艺种子的“第二个家”。健全的公共文化阵
地更是广大群众的精神乐园。“自从建了文体活动中心，大
家伙儿常来跳舞、健身，身体好了，心情也舒畅多了。”
清太坪镇清平街社区居民周俊跳着广场舞，高兴地说。

单艳平说，巴东积极发挥公共文化阵地在宣传党的
理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广大群众形成向上向善的精
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目前，全县所有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都建有文化
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培训辅导室，多功能活动厅，文
体活动广场和少儿文艺之家；322个村 （社区） 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实现了有文化活动室、有图书阅览室、有文体
活动广场，广播电视综合入户全覆盖，并统一配置篮
球、乒乓球、健身器材、村村响喇叭、视频音响一体
机、民间传统打击乐器等器材设备。

看书、跳舞、打球、健身等文化活动，内容健康向
上、形式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广大群众参与其
中，愉悦了身心，增进了了解，关系更加融洽，乡风更
加文明。单艳平说，我们将继续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服务的质
量和效益，更好服务基层、惠及百姓，充分发挥文化凝
聚人心、增进认同、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

纪实节目 《功夫学徒》 第二季——《功夫学徒
之走读中国》 日前正在热播，节目由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对外推广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
管理司、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湖南省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特别指导，芒果超媒、芒果TV、Dis-
covery联合出品。

作为一档跨国职业体验类节目，《功夫学徒之走
读中国》 邀请 10名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职业和
专业背景的国际青年，深入观察体验中国农村脱贫
致富实践，共同见证 2020 年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成
果，向全球观众勾勒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

发展，奔向全面小康的活力形象。
“走读”成为节目最重要的关键词。从沿海到内

陆，高原到盆地，山区到草场……“功夫学徒”们
走进湖南、浙江、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宁
夏、内蒙古、福建等地的9个已脱贫地区。在湖南宜
章县，他们体验了一把“网红新农民”的生活，让
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化身“新农活”；在云南
红河哈尼梯田，他们探索当地特色旅游扶贫模式，见
证农业文化遗产“活”起来；在宁夏西海固，他们亲
身体验“中国西部冷凉蔬菜之乡”称号的来之不易。

随着节目的推进，9个已脱贫地区逐一亮相，一
幅由点到面的中国脱贫图景也被徐徐打开。在异国
青年的视角之下，观众见证了中国精准扶贫的累累
硕果，了解了中国在振兴乡村之路上是如何因地制
宜，根据不同地区的优势与短板，量体裁衣制定脱
贫措施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人民决战脱贫攻坚、
共创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与非凡力量。

本报电（邱雨濛） 由中华书局发起，中国出版集
团、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五
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及系列活动日前在
北京启动。大赛分为“绝句”“律诗”“词”“古风”4
个组别，广大诗词爱好者自11月17日起，可在大赛官
网、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注册和投稿。

“诗词中国”是全国首个高规格、大规模、全媒体
的古典诗词文化普及推广活动，举办4届以来，共收到
当代人的原创传统诗词投稿41万余篇，存档作品63万
余首，自发存档的民间诗人突破4.6万人。组委会在全
国各地举办公益讲座、采风及文化活动近20场，出版

“诗词中国”普及读物及丛刊、《诗词中国》 优秀作品
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诗词中国”创作基地及
定点合作单位。2017年，“诗词中国”获得吉尼斯世界
纪录“最大规模的诗词竞赛”称号。

当天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原创音乐剧 《诗经·采
薇》演出。音乐剧以 《诗经》 为题材，讲述了一个有
关爱与家国情怀的唯美故事。创作团队将中国传统
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相融合，采取古文与白话并行
的方式，既突出 《诗经》 语言特点，又兼顾剧情的
推进。独特的艺术表达带给现场观众中国古典诗词美
的新体验。

国际青年“走读”

体验中国脱贫
周 悦

国际青年“走读”

体验中国脱贫
周 悦

第五届“诗词中国”大赛启动第五届“诗词中国”大赛启动

湖北巴东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

孩子们有了“第二个家”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湖北巴东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

孩子们有了“第二个家”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国际青年在节目中感受电商直播“新农活”

图 片 从
上 至 下 为 ：
第 十 六 届 文
博 会 的 山 西
参展团 VR 云
上 展 厅 、 工
艺 美 术 类 部
分 展 品 、 新
闻 出 版 类 部
分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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