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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好戏连台人气旺

打开投影仪、调整好幕布，准备好零食和
饮料，关上大灯，点亮小灯带……6月26日晚，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小蔡和同学们相约一场线
上的毕业歌会。这天，人民日报新媒体举办

“追光向未来”毕业云歌会，在歌声里，为青春
见证、为未来祝福，吸引了许多网友线上观看。

防疫期间，越来越多的文艺演出走上“云
端”，越来越多观众也习惯于“隔屏”观赏“云演
出”“云剧场”。

6 月 12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迎来 70 岁
生日。镇院之宝《茶馆》当晚首次实现8K技术
录制、超高清实时直播，线上观众得以与现场
观众同步收看。据悉，北京人艺 70 周年纪念
版演出名家云集，成为连日来社交平台上刷屏

的讨论话题。
北京人艺的系列线上“经典剧目放送及导

赏”活动，不仅让未能抢到票的北京观众得以
观赏到人艺经典剧目，也让全国各地的剧迷们
足不出户就能看到优质话剧。“几年前去北京
出差时，朋友带我看过一次人艺的现场话剧，
今日重温，回味无穷”“周末晚上通过屏幕就能
看老戏骨们‘飙戏’，非常享受，希望这样的活
动多一些”“在家也能过一把戏瘾”……直播间
里，不少观众留言表达对人艺作品线上直播的

喜爱之情。
如今，打开视频平台，很多话剧、音乐

剧、电影、演唱会等文艺演出可以在线观看，
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在线观看人数也屡创新
高。以国家大剧院为例，从2020年4月11日
推出首场线上演出开始，国家大剧院至今已
推出 120 余场线上演出，包括音乐会、歌剧、
舞蹈、话剧、戏曲等多艺术门类。截至目前，
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全网总点击量累计
超34亿次。

内容形式有新意

与线下实地观看演出不同，“云演出”不只
是用摄像机拍下来、把舞台搬到线上那么简
单，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也都有新的转变。

点击屏幕上的节目单，可以了解整场演出
的内容和进度；点进线上演出的链接合集，能
跳转到其他正在进行戏剧直播的账号，在不同

的演出中切换选择；5G 和超高清视频技术的
运用，让交响乐团悠扬的旋律犹在耳畔；在线
上“智慧剧场”里，拖动屏幕，就能从任意角度
观看表演、欣赏细节……得益于新的技术，网
友的线上观影体验不断升级。

不少观看了北京人艺《茶馆》直播的观众
表示，线上呈现的画面非常清晰，能看清楚演
员们妆容，还有非常细微的表情、动作，像是坐
在最佳观影位置。此外，近景和全景的切换，
让观众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视角，可以全身心体
验话剧的魅力。

线上演出的互动性也让观众参与感满
满。观看线上演出时，网友可以随时给主播留
言点赞，还能与评论区的其他网友交流互动。
国家大剧院为每期的线上演出策划了演前导
赏，从专题记录式、直播式、访谈式，到探秘式、
导览式、多语种导赏，结合网友的欣赏喜好，不
断创新导赏内容与形式，形成线上艺术普及的
个性化服务。

推进文化数字化

专家认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线上演
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首先是打破时空限
制，降低文化消费成本，让随时随地观看文艺
演出成为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线上演出
的流行，也让更多文化内容被看见。不少人
在观看线上直播后对相对小众的戏剧形式产
生兴趣，还有许多年轻观众喜欢上了戏曲等
传统艺术。

对于“云演出”“云剧场”的走红，天津音乐
学院艺术管理系副教授马广洲认为，作为演出
业的分支、新兴业态，线上演出并非线下演出
的衍生品，也不是替代方案或辅助手段，而是
创造了演出业的新空间、新场景、新模式，既能
直接面向传统观众，也能吸引新的受众群体。

业内人士说，线上演出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作为传统的舞台艺术，文艺演出历来注重
让观众在现场感受舞台的氛围，但线上展演的
新形式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更广阔
的发挥空间，从业人员应该抓住机遇，做好数
字化内容，将更美更精湛的艺术呈现给观众。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
见》，提出创新文化表达方式，推动图书、报刊、
电影、广播电视、演艺等传统业态升级，调整优
化文化业态和产品结构。鼓励各种艺术样式
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表现形态、丰富数字内
容。培育以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
态，创新呈现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瑰宝活起
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
授王学斌认为，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
径，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求，更好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
和文化自信。

音乐会、演唱会、戏剧、展览等纷纷走上“云端”

“在家也能过一把戏瘾”
本报记者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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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现场的感觉

流连于三星堆不同的祭祀坑，邂逅造
型可爱的跪姿铜人、震撼的金面罩铜头
像、顶尊蛇身铜人像；步入古蜀王国，驻
足欣赏流水潺潺、芦苇依依，观看人们在
祭祀台前虔诚祈祷……这样仿佛亲临现场
的沉浸式体验，来自数字交互空间 《三星
堆奇幻之旅》。观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答
题进入交互空间，就能进入三星堆考古发
掘大棚、三星堆数字博物馆以及古蜀王国
等场景，沉浸式探索三星堆考古现场，近
距离观察文物细节。

像沉浸式考古三星堆这样的创意产品
有不少，给人们带来了崭新数字生活体
验。例如，敦煌研究院利用 1：1 数字化高
保真技术，在“云端”复现敦煌莫高窟第
17 窟藏经洞；河南春晚创作团队运用 5G+
AR （增强现实） 技术，推出虚拟场景与现
实舞台融合的舞蹈演出《唐宫夜宴》；舞台
剧 《又见平遥》 综合运用声、光、电等数
字技术，探索沉浸式演出新形式。有网友
称，多媒体、虚拟现实、全息投影、三维
实境等数字技术在舞台上的应用，让人耳
目一新。

专家认为，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全息投影、智能交互等技术的成熟推
广，沉浸式购物、演艺、展览、观影、用
餐、旅行、娱乐等为代表的沉浸产业正成
为一种新数字消费业态，释放出鲜活生命
力。沉浸产业一改传统商业场景被动体验
的方式，通过各类个性化模拟，以带入式
情景、多感官包围、互动型叙事等方式，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场景化、数字
化的消费体验。

产业链快速搭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齐骥认为，数字化文
化消费新场景是在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
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
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契合人们追
求高品质、多元化、互动型、沉浸式体验消费
的空间，不但能够满足年轻群体对个性化、
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而且能够解决老龄群
体、残障群体传统文化消费受身体条件、装
备设施条件等制约的问题，可以全方位创造
新的文化体验。

近年来，沉浸式数字消费更被拓展到电
商购物、文旅项目等多个产业，展现重要的
商业价值。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沉浸式数字
文旅产业链正在快速搭建，产业链上游的服
务支撑方提供创意设计、软件技术和智能硬
件设备的支持，中游的服务提供方主要提供
全息餐厅、VR（虚拟现实）酒店、沉浸式旅游
演艺、沉浸式主题公园、数字体验展、AR 旅
游纪念品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下游的服务应
用方主要包括酒店、景区、主题公园、博物馆
等文旅机构、企业，最终将沉浸式数字文旅
产品呈现在消费者眼前。

有专家认为，在文娱行业，沉浸式消
费目前还存在前期投入成本高、硬件设施
投入大、回本周期长、对创意设计等知识
产权依赖度高、优质内容稀缺、难以规模

化经营、配套产业链尚不完备等问题。由
于整个产业尚处在发展初期阶段，其经营
模式还需要行业参与者共同探索，政府也
应给予一定的关注和扶持。

发展潜力可观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
中心主任陈端认为，中国线上文化消费快
速崛起，“云旅游”“云综艺”等文化消费新
形态发展迅速，虚拟现实等新兴互联网技术
广受关注，为数字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
空间。

2020 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
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
出“发展沉浸式业态”，支持文化文物单位、
景区景点、主题公园、园区街区等运用文化
资源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推动沉浸式业态
与城市公共空间、特色小镇等相结合。2021
年，发展沉浸式体验写入《“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发展规划》，成为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重要内容。今年 6月发布的《北京
市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作方案》提出，北京
将加速典型数字应用场景推广，其中包括打
造“AR 试穿”“VR 看房、买车、购物”等沉浸
式体验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文旅产业向纵深化
方向发展，沉浸式业态作为文化和科技融合
而成的新型业态、内容创意与技术创新相结
合的产物，后劲足、市场大，发展潜力可观，
将成为未来文旅产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沉浸式线上试衣、沉浸式

“云”看房、沉浸式逛博物馆……

沉浸式体验逐渐受到消费者热

捧，数字消费新场景也“活”起

来。专家认为，依托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全息投影、智能交互

等技术，沉浸式数字消费新场景

开始流行，给消费者带来更强的

交互感、场景感、代入感。

沉浸式“围观”三星堆是啥体验？
本报记者 高 乔

国家大剧院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呈现一场音乐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将三峡大坝、屈原祠实景与全息投影、地平投射等技术相结合的大型原创音舞诗画《楚
辞里的中国》日前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上演。 向红梅摄 （人民图片）

将三峡大坝、屈原祠实景与全息投影、地平投射等技术相结合的大型原创音舞诗画《楚
辞里的中国》日前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上演。 向红梅摄 （人民图片）

艾雅康鸟类生态博物馆近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小渔村正式揭牌。
该馆运用多媒体互动、实境体验等多种方式，为游客打造探索鸟类、鸟与人类、处处闻
啼鸟等展区，通过VR技术让游客感受人与鸟类和谐共生的唯美场景。图为艾雅康鸟
类生态博物馆一角。 李结义摄（人民图片）

VRVR感受感受““处处闻啼鸟处处闻啼鸟””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发布

本报北京电（记者张璁） 6月27日，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
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 2022年 8
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是指
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使用
的名称、头像、封面、简介、签名、认证信息等
用于标识用户账号的信息；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是指向用户提供互联网信息发布和
应用平台服务的主体。

据介绍，一些用户通过在账号信息中编
造虚假身份、虚假职业信息等，从事招摇撞骗
等违法违规行为，损害公众合法权益。对此，

《规定》要求互联网个人用户注册、使用的账
号信息含有职业信息时，应当与个人真实职
业信息相一致。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提供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等互联网信
息服务的账号，以及从事经济、教育、医疗卫
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账号，不仅专

业性强，还与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密切
相关，对此，《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对上述账号加注专门标识，以便公众知悉
了解，对账号信息内容作出合理判别，进一步
推动账号主体合法合规运营。

《规定》明确了账号信息管理的规范，要
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履行账号信息管理
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
员和技术能力；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真实身
份信息认证、账号信息核验、信息内容安全、
生态治理、应急处置、个人信息保护等管理制
度；完善投诉举报受理、甄别、处置、反馈等机
制；建立健全互联网用户账号信用管理体系；
对违法违规注册、使用账号信息的情形采取
相应的处置措施。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用
户账号信息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网民等多方
主体共同参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营造更加清朗
的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