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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家开辟“第二舞台”

晚上9时，南京姑娘高紫涵坐在直播间的
镜头前演奏二胡。只见她用左手摁出下滑
音，右手快速扬起，用颤弓技巧模仿烈马一声
声的鸣叫，一首《赛马》曲调欢快、节奏鲜明。

“一年多来，我在直播间表演了上千首曲目，我
的粉丝有 80后、90后、00后，不少人说想学二
胡，经常跟我交流。”高紫涵说。

“通过直播间，有更多观众开始欣赏扬琴
的美了。”中央民族乐团扬琴演奏家周婷婷介
绍，直播间里曾经有一条评论让她特别触动，
在她演奏《特别的人》前奏时，有粉丝评论说，
扬琴的演绎“听上去就像江南下的雨，匆匆地
打在屋瓦上，就好像在急切地寻找恋人”。周
婷婷说：“虽然这位观众不了解扬琴的专业术
语，但通过在线观看，他感受到了扬琴声里这
些细致又美好的画面。我想把专业的扬琴表

演带给音乐厅之外的观众，只有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欣赏扬琴，爱好者才能增加，扬琴才有机
会传播得更广。目前我和搭档在创新尝试扬
琴的‘四手联弹’。”

越来越多民乐演奏者正化身主播，在网
上直播间找到了“第二舞台”。通过线上演
奏，一些相对小众的乐器也吸引了新粉丝。

“我从后台是可以看到粉丝画像的，我的
粉丝里年轻人更多。”在直播间演奏箜篌的胡
雪菲说，“现在喜欢国风、喜欢箜篌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了。我的直播特色主要分为两个环节，
前面是观众点歌我来演奏，最后我会选一首观
众想听的歌现场即兴发挥，想把箜篌的美传播

给更多人。”
在直播间演奏独弦琴的赵霞说：“直播打

破了地域限制，让独弦琴这样比较冷门的乐
器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刚开始直播时关注
的人很少，我就用独弦琴弹奏一些流行音乐，
独弦琴的音色有独特‘气质’，慢慢观众就多
了起来。”

乐队“秀”出新花样

“这群年轻人太棒了”“让传统乐器展现时
尚感”……几名年轻人身着古风服饰，在各个
城市文化场景，运用二胡、琵琶、唢呐、竹笛等

中国民族乐器，创新演奏《离骚》《稻香》《万疆》
《狮子山下》等耳熟能详的音乐曲目，海内外网
友纷纷称赞。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传
媒集团打造的短视频IP“民乐也疯狂”项目，呈
现出一个个颠覆传统场景的民乐作品，在国内
外主流视频平台发布后广受欢迎。“传统文化
被年轻人玩出了新花样，让大家不由自主想参
与进去。”有网友这样评论。

“之所以选择民乐，是因为音乐无国界，并
且民乐内涵深厚，蕴含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中国民族乐器不输世界上任何一种乐器，在城
市文化场景中演奏民乐，融合传统与现代，很
酷！”“民乐也疯狂”项目负责人说。

自得琴社因古琴作品出圈，得益于创作
团队探索出一种新颖的文化表达方式，比如
为《空山鸟语》演奏者设计了一套宋代服饰，
加上淡黄色宣纸质地的背景和精益求精的拍
摄，演奏视频一经推出，播放量很快突破百
万。“快来看，这是一幅会动的画！”网友在弹
幕感叹。从此，自得琴社确定了“古画式视觉
输出”的审美方向。

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的长安风乐队由陕西
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和陕西民族乐团组建，
主力成员大部分为 90后，最小的演奏者是 00
后。乐队直播间里，琵琶、二胡、扬琴等民族
乐器齐上阵，悠扬舒缓的音乐从他们手中流
淌，让网友直呼“音乐一响，耳朵瞬间被俘
获”。曲目选择方面，长安风乐队别出心裁，
乐队工作人员王晓安说：“以往线下演出，团
队有二三十首经典曲目就基本够用，但到了
线上，直播一场接着一场，观众不断涌入并提
出新要求，所以排练新曲目成了我们的重要
工作。”

打造远程音乐课

“我和我的同事真切感受到民族音乐在
互联网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更直观地看到
了互联网直播平台跨地域的影响力和覆盖
力。只有年轻人喜欢，才有可能传承下去。
作为职业演奏家，要想办法引领当下的年轻
人，让大家知道，原来传统的、古典的也可以
很潮、很时尚。”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首席琵琶
演奏家赵聪表示，短视频已成为全民化应用，
通过各类线上演播，优质的民族音乐可以触
达更广泛的人群。

据了解，中央民族乐团策划开发一系列
具有针对性的特色音乐公益课程，通过直播
平台定向投放、组织观看的服务模式，为偏远
山区的音乐教师和孩子量身打造民族器乐相
关“云端教室”。“在公益直播过程中，观众的
互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观众问‘曲子非
常好听，多长时间能练习到这种程度’‘我家
孩子现在 4岁了，适合学二胡吗’等。”中央民
族乐团二胡演奏家宋雷说，线下演出观众数
量有限，互联网直播影响力大，助力音乐教育
的普及和音乐习惯的养成，让更多人感受艺
术之美，这比起在高雅艺术殿堂的演出更让他
感到自豪。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 2 月印发《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打造自信繁荣的
数字文化，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打造若干
综合性数字文化展示平台，加快发展新型文化
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当传统文化
艺术遇见互联网传播方式，会碰撞出新的火
花。”业内人士指出，运用新载体、打造新场景，
在年轻人活跃的平台呈现民乐的美感和魅力，
培养观众近距离感受民乐艺术的兴趣，既可以
增强高品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也能反哺
线下民乐演出等。

丝竹之韵在直播间悠扬响起

“云”上民乐吸引更多年轻人
海外网 李雪钦

古筝、古琴、琵琶、二胡、

扬琴、唢呐……直播间里，各

种民乐表演或婉转悠扬，或激

情澎湃。越来越多的民乐演

奏者选择线上平台演奏，这一

全新的传播方式让传统民乐

走近大众，吸引了更多年轻

人。“在家就能听到民乐艺术

家的演奏，值了”“用中国传统

乐器演奏的音乐真是太好听

了”“终于学会欣赏丝竹之美”

“将悠长绵延的民族乐章传向

更广的地方”……边看边听边

聊，聚集在民乐直播间的网友

弹幕很是热闹。

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50%

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政、刘
温馨） 记者从 2023 世界机器人大
会上获悉，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
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50%，稳居
全球第一大市场，制造业机器人密
度达到每万名工人392台。

机器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重要组成，是经济社会智能化变革
的关键工具，将驱动人类社会加速
进入智能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辛国斌表示，近年来中国机
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2年机
器人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700亿元，
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服务、特种
机器人产量快速增长；品牌实力不
断增强，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达 273 家，10 家机器人
企业成长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市场

应用加速拓展，服务和特种机器人
在物流、医疗、建筑等领域实现规
模化应用。

当前，机器人呈现人机共融、
虚实融合、智能驱动、泛在交互等
发展特征，产业逐步逼近变革跃升
的临界点。“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
机器人市场和最丰富的应用场
景。”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深入推进“机器人+”应
用行动，加快成熟场景普及推广，
鼓励新兴领域先行探索；面向行业
应用需求，带动一批高端整机、关
键零部件和工艺软件创新突破；加
强央地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机器
人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基地，健全
公共服务，完善标准体系，提升检
测能力。

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
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日前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博览会以“数字赋能·创意之都”为主题，设置“新动能·数字文
化产业展”“新设计·创意设计服务展”“新业态·文旅融合消费展”三
大主题馆，吸引不少市民观看。图为昆曲演员与机器人在博览会上
同台表演。 张 锋摄（人民图片）

水库鱼最快30分钟送达

“叮！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在山
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的向阳超市，外卖订单提示音
此起彼伏。店主许斌拿着购物袋穿梭在密密麻麻
的货架间，快速拣好顾客下单的商品，等待骑手取
货。“我们超市经营 4000 多种单品，今年 2 月成为

‘美团闪电仓’门店后，订单量大增。”许斌说。
即时零售为向阳超市这样的实体店带来大量

消费需求。即时零售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零
售业态，用户在线上平台下单后，短时间内即可收
到商品。

暑期天气炎热，对生鲜农产品而言，配送时效
很重要，即时零售让农产品实现“朝采夕至”。广州
市增城区石滩镇石塘村“小佳荔”基地的荔枝，送到
消费者手上时常常还带着晨露。北京密云水库捕
捞上岸的水库鱼，分切、冰鲜处理并包装后，最快经
过30分钟配送就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即时零
售发展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即时零售复合增长率
将会保持高位，预计到2026年，中国即时零售相关
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

大街小巷的“科技范儿”

今夏，越来越多的数字科技出现在大街小巷，
营造出新的消费场景。北京市朝阳区太古里南区
一家彩妆店的“魔镜”，吸引不少消费者尝鲜体验。
在传统彩妆店，顾客需要在脸上涂抹试妆，既花时
间又伤皮肤，而在这块 AR（增强现实）试妆“魔镜”
前，消费者只需选择心仪的化妆品，“魔镜”就可以
展示妆容效果，为挑选合适的化妆品提供参考。用
手机扫描“魔镜”上的二维码，所购产品马上下单。
在没有导购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快速完成商品的
挑选、试妆与购买。

重庆市解放碑商圈建设了170个5G基站，搭建
起数字消费底座。在这里，智慧导购、智能货架、虚
拟试衣镜等智慧场景覆盖率近40%，暑期来此旅游
的网友说“科技范儿足”；智慧停车联网系统接入17
栋重点楼宇、上万个地下车位，有效缓解停车难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信息消费发
展态势报告（2022年）》显示，虚拟购物等新型服务
快速发展和可穿戴设备等新型智能终端加速普及，
2020年至2025年间有望带动信息消费8.2万亿元。

“新型信息消费与民生服务密切相关，可以通
过数字化方式重构消费行为，进而催生新业态新产
业，给生产端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中国人民大
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说。

“沉浸游”受欢迎

暑期是旅游旺季，不少景区拿出实招吸引游
客。云南省沉浸式体验项目“寻光白尼”近日在大
理白族自治州蝴蝶泉景区启动。“寻光白尼”以大理
白族传说、自然风光等为创作背景，将大理蝴蝶泉
景区主要景点有机串联，运用AR技术为游客提供
虚实融合的游览体验。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平台用线上流量反哺线下
实体，与实体企业融合发展，形成互补、共赢的生态圈。

在四川省成都市铁像寺水街，抖音生活服务心
动街区日前正式开街。抖音发挥平台流量优势，通
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设置“心动样板间”“抖音特
色街区”等，带着用户沉浸式游览水街。

“沉浸游”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热点，智能化
沉浸式服务体验释放出文旅消费新活力。工信部
等5部门去年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6）》，提出“推动文化展馆、旅游
场所、特色街区开发虚拟现实数字化体验产品，让
优秀文化和旅游资源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活起来’”。

“沉浸式相关产品需求量大，相关产业发展基
础好、前景广阔。”中国文化馆协会沉浸式文化委员
会秘书长徐鹰表示，新技术、新形式、新要素与文旅
资源融合，通过增加感官维度、触动情感开关，创造
出文旅消费新场景。

线上增流量，线下有销量

这个暑期，数字消费人气旺
潘旭涛 王培基

线上下单、30分钟配送，

当天采摘的水果、捕捞的鱼很

快送达；智能试妆、自助收银，

轻松快速完成购物过程……

今年暑期，数字消费新场景不

断涌现，持续释放消费新活

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

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

措施》提出，壮大数字消费，加

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打造

数字消费业态、智能化沉浸式

服务体验。

市民在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时光邮局”的自助机上购买盲盒邮票。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在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堌阳镇的音乐小镇里，演奏者通过直播宣传古筝。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在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堌阳镇的音乐小镇里，演奏者通过直播宣传古筝。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