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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落时不退，在起风时谦卑。”近日，以“三
星堆+原神+刘欢+方文山”组合惊艳亮相的歌曲《青
铜》，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区频频刷屏。作为上海
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三星堆博物馆战略签
约的又一成果，这首歌写出了三星堆青铜器蕴藏的中
华文化骨子里顽强、谦卑、包容的精神，引发广大网
友共鸣。大家不仅对歌曲进行翻唱、剪辑，还邀请家
人共同演唱，一起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携手网络游戏

三星堆遗址被称作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
现之一，其总面积约1200公顷，截至目前共发现了8
个“祭祀坑”，出土文物 1.8万多件，涉及玉石礼器、
金器、青铜器、象牙、丝绸等稀有宝物，数量众多，
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始建于 1992 年的三星堆博物馆，30 年间承担着
弘扬与传承三星堆文化的重任。近年来，随着青铜立
人像、青铜面具、Ⅰ号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的频频出
圈，“三星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符号，受
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作为连续两年蝉联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的科技文
创企业，米哈游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米
哈游旗下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曾获国外知名网络
平台年度游戏的 《原神》，此前推出戏歌 《神女劈
观》、非遗传承人寻访项目 《流光拾遗之旅》 等，带
动广大年轻用户群体走近、了解并爱上戏曲文化和非
遗技艺，获得众多网友的好评。

2023年12月8日，米哈游与三星堆博物馆战略签
约，宣布联手四川文投集团，共同探索文物传播的新
方式、新路径，完成一系列合作内容的海内外落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随着双方合作启
动，一系列联动内容陆续与网友见面。

12月18日，《原神》发布与三星堆博物馆联动的
宣传视频 《仰观千秋，俯察万象》，以传统的说书人
口吻，讲述了《原神》代表性角色钟离梦游奇境的故

事。经由创意想象、结合研究考据，三星堆经典青铜
器物复现在如“桃源村落”般的生活场景中。值得一
提的是，该视频特别制作了中、英、日、韩4国语言
配音和 15 种语言字幕版本，以便全球网友都能随着

“岩王帝君”钟离的脚步，“仰观”Ⅰ号青铜神树、青
铜立人像、青铜太阳轮，“俯察”陶三足炊器等三星
堆经典文物。

对于 《原神》 与三星堆的携手以及钟离 IP 的选
取，有网友评价称：“钟离代表了璃月 （《原神》 中
以中华文明为原型融合创意想象所设计的地区） 的文
化和历史，三星堆是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双方的携手好比天作之合。”

紧接着，12 月 20 日 《原神》 又发布了由知名配
音演员彭博演绎的钟离创意文物解说 《古物见闻》、
文物科普互动H5《开山览物》。

青铜立人像手持何物？青铜神树怎样连接天地，
沟通人神之意？青铜纵目面具因何极尽夸张？在钟离
细致的讲解和 H5的交互体验中，网友们可以深入了
解三星堆文明和文物背后的知识与细节，并做出更多
有趣的猜想。

作为文物解说 《古物见闻》 的惊喜彩蛋，《原
神》还联合四川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了三星堆博物馆副
馆长朱亚蓉、文物保护修复专家郭汉中出镜，讲解三
星堆考古挖掘历史、博物馆发展历程。自 16 岁起就
跟随考古队在文物挖掘第一线的郭汉中老师，用妙趣
横生的语言讲述了文物保护工作所遇到的挑战，收获
了一大批年轻粉丝。

朱亚蓉副馆长是三星堆博物馆第一任文物保管
员，见证着博物馆的每一次发展变化。她表示：“向
世界讲述三星堆的方式，从过去传统的实物展陈、学
术交流到当下的开放跨界、融合创新。这一次，我们
尝试用年轻化的语言讲述三星堆的故事，成效显著。”

触达年轻群体

“在这个视频里，仿若透过文物看到了从前的

人。他们围炉闲坐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历史从未被
埋没，文物不会因短暂的蒙尘而消失，终会在破土而
出的那一刻惊艳世间。”在 《仰观千秋，俯察万象》
的视频评论区里，有中国网友发出这样的感叹。

此次宣传视频《仰观千秋，俯察万象》中说书人和
钟离的视角，给人们带来了对数千年前三星堆的猜想，
不仅引发中国年轻群体对三星堆文物乃至考古研究的
兴趣，也激起了外国网友对三星堆的好奇与向往。

文物解说《古物见闻》中文版发布后，有外国网
友自发将其翻译成日语，并进行配音。还有外国网友
因为在游戏中领取了以三星堆青铜器为灵感设计的奇
景铜像“悠古金面”，萌生了游览三星堆博物馆的愿
望：“下次去中国的时候我要去参观三星堆博物馆！
这看起来太有趣了！”

为了满足网友们线下参观的需求，2023年12月29
日至2024年1月1日，《原神》与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举办
线下活动，部分中国网友先行一步，来到三星堆博物馆
打卡。大家手持联名款纪念门票及联名款透卡，纷纷
与三星堆的景点和青铜神树等文物合影。5天限时活
动期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广场上，队伍延绵不断。

“游戏本身可以做到寓教于乐。它也是很多人接
触历史知识、爱上历史知识的一个捷径。”陕西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在网络上点评 《原神》
与三星堆线下联动时表示，“此次联动带给我们启
发，就是应该把国风元素和文化大IP结合在一起，产
生1加1大于2的效果。”

“我们很高兴能与像米哈游这样具有文化属性的
科技文创企业合作，希望基于这次联动，能引发更多
年轻人对三星堆文物乃至考古研究的兴趣。”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景区产业发展部部长、广汉市三星堆文旅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韧说，“线下‘引流’只是一
部分，除了这样的直观转化，对文化的关注和传播是
长效的。”

据 《原神》 相关负责人透露，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活动陆续展开，“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的合作伙伴，《原
神》也将以本次合作为起点，展开更多有益尝试”。

美是一种生产力，对于城市
来说更是如此。

美 ， 可 以 为 城 市 带 来 吸 引
力，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产生
归属感和自豪感，使游客流连忘
返，是城市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软
实力。近年来，城市美学的概念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频繁出现，越
来越多城市注重美，打造美，将
美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民
生发展的根本方向，丰富美的内
涵，拓展美的空间，让美成为城
市建设的鲜明特质。

从发展层面说，城市建设不
仅 要 为 居 民 提 供 实 用 的 生 活 便
利，还要提供精神生活的多样化
与 多 层 次 。 不 仅 要 拥 有 生 态 之
美、环境之美、建筑之美等“外
在美”，也要具有人文之美、艺术
之美、精神之美等“内在美”。

历 史 文 化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灵
魂。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
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
一部分。中国地广物博，从南到
北，四时之景各异，各地域文化
不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
历史、人文、民俗。近些年，许
多城市深入挖掘自己的历史文化
资源，重新梳理、提炼、建构城
市文脉。如北京的“一城三带”、甘
肃的“交响丝路”、广西的“壮美广
西”、河北“京畿福地”、河南“老家
河南”、江苏“水韵江南”、上海“魔
力上海”、云南“七彩云南”、浙江“诗画浙江”等，都突
出了地域的人文特色，树立起个性化的城市形象。

建筑、绘画、大量造型艺术如雕塑，还有戏
剧、舞蹈、文学、影视等，都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标
志。一座城市有没有文化地标、艺术氛围浓不浓
厚、能不能聚拢艺术人才，是考察城市“内在美”
的重要指标。世界上许多知名城市，都注重将美学
与艺术融入城市建筑与规划，以艺术之美提升城市
品质、塑造城市文化。意大利米兰是世界历史文化
名城、世界歌剧圣地、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被
誉为艺术之都、时尚之都、文化之都、浪漫之都；
意大利佛罗伦萨凭借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
乐方面的成就蜚声世界；美国纽约因拥有百老汇音
乐剧而更具名气。在中国，许多城市也把“修炼”
艺术之美放在重要位置。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
国家大剧院、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
馆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遍布城市各个角
落，文化艺术已经融入城市“血管”，源源不断为
城市建设输送养分。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
都、西安等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持续不断为
城市更新带来新的灵感，为城市激发活力、提升竞
争力注入新的动力。

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
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城市长期发展的文化积
淀，是城市风气在精神层面的凝练与升华，也是城市
文化凝聚力和精气神的集中体现。世界之大，城市
之多，不计其数，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必然是具有独
特精神的城市。城市的精神品格虽然是无形的，却
比有形的物质设施影响更深远、更广泛。带着40多
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深圳以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令世界为之赞叹；抗击新冠
疫情期间，武汉人民展现出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
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让人们记住了这座英雄的
城市；重庆北碚山火救援中，一位位逆行者，一双双
高举的手，印证了山城人民骨子里的勇敢和血性，成
为这座城市真实的精神写照。

城市发展固然需要壮观的高楼、便捷的交通和
优美的绿化环境，但是，城市的底蕴、韵味、精神
才是城市崛起的价值高地。一座城市不仅要有靓丽
的“颜值”，更要有内在的“灵魂”；不仅要有耀眼
的“成就”，更需要诱人的“魅力”。期待更多城市
在刷新“外在美”的同时，不断提升“内在美”，
让生活其中的居民
引以为豪，让游客
一见倾心，让没来
过的人心向往之。

福建自古以来就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文
化形态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全省现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 9 项，国家
级非遗项目 145 项、国家级传承人 143 位。近日，由
福建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联合出品的“闽人智
慧”系列人文纪录片 《智在匠心》，在多个传播平台
以中、英、俄、法、西、阿共 6 种语言向全球播出，
展示凝结在福建人民世代相续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

“闽人智慧”。纪录片播出后，在海外引起持续关注和
热烈反响。

福建非遗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国代代相传的智慧
结晶，彰显着独有的东方审美，而沉淀在这些非遗
作品之中的，正是文化与历史的厚重质感。《智在匠
心》 以中外共通的叙事方式，通过八闽工匠对传统
技艺的自述与理解，润物无声地在文本中注入文化
和哲学意涵，让海外受众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感受东方文化的含蓄之美、纯朴之美、
灵韵之美。

“择一事，终一生。”在对福建非遗技艺和作品的
赞叹之余，更令海外受众震撼的是非遗传承人的匠心
持守。《智在匠心》 全程未加旁白阐释，而是在非遗
传承人的娓娓道来中，讲述他们对师徒传承、艺术创
作和人生道路的感悟和思考，描摹出八闽工匠的艺术
世界和精神世界。纵然片中的 10 位匠人领域不同，
但他们都对非遗技艺表现出一样的热爱与执着。他们
对技艺传承之严谨，对守正与创新之斟酌，对工匠技
艺之求索，令人感佩。在国际传播中，正是匠人们内
心深处的温暖纯粹、对手艺无止境的追求，拉近了非
遗文化与海外受众之间的距离。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 《智在匠心》 这样的文化

作品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给予我们更多国际传播
启示。

打破国家间的文化壁垒，建立文化认同是关
键。《智在匠心》 向世界展示中国非遗文化多样性的
同时，强调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这不仅促使海外受
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也增进

了他们对中国非遗的文化认同。这启示我们，国际传
播中应当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逻辑，向海外受众传达中华文化精髓的同
时，强调人类的文化共性，从而与各国受众建立更紧
密的联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美”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成功的国际传播一
定是“审美的传播”。在借助文化出海进行国际传播
之时，“理念-文本”的双重审美建构至关重要，既要
强调传播文本理念的“合目的性”，也要突显传播文
本形式的“合规律性”。对此，我们应当巧用东方美
学。李子柒描摹的中华田园生活在国外意外走红，
也说明海外受众接纳并喜爱东方审美，因而非遗文
化同样可以通过展现东方神韵的方式，赢得更多海
外受众。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遵循“以
人为本”的叙事逻辑，以此实现传受双方的情感共
振，使他者乐于接受中华文化。对此，国际传播应注
重总结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因素。事实上，非遗之
美，美在传承，美在文化，美在高超技艺，更美在匠
心。他们以执着坚守和无私奉献，向世界传达大国工
匠之精神。因而，巧用情感叙事的方式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获得正面传播效果的重要
原因。

面向未来，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着眼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高水平作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
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题图：纪录片中，非遗传承人刘仰根在检查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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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古都洛阳寻迹仙山与洛神，手握淄博小饼卷
起一方烟火，在余姚聆听河姆渡的久远骨哨，于北京
中轴线上触摸城市的“脊梁”，在贵州“村 BA”“村
超”现场感受最炫民族风……2023年，一批城乡因地
域特色、文化底蕴而爆火，引得大众争相打卡，成为

“热气腾腾的中国”最具象化的写照。
近日，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等联合主办的

“象舞分享会”现象级文化传播研讨在北京举行。研
讨会上，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张首映在分析

2023 年“城乡出圈”案例后表示，实现高质量文化
赋能，要充分激活历史文化资源，把传统的文化因
子嫁接到网络上，做好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
通过情景交流、情感互动，产生感知力、吸引力、
影响力。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马力在致辞中
表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是贯穿文旅融合最重
要的指引。过去一年，不少地方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取得不俗的成绩，为城乡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例如十三朝古都洛阳，正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
交融的典范、古风爱好者的梦想之地。近年来洛阳
依托厚重的文化资源，按照“颠覆性创意、沉浸式
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新文旅发展理
念，加快打造全国沉浸式文旅目的地，《寻迹洛神
赋》《知道老君山》 等旅游演艺一票难求，数字赋能
破题沉浸式演艺。

研讨活动中，地方、企业相关代表分享各自的文
化推广实践经验，来自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以自身专
业知识提出见解。大家一致认为，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是文旅融合的关键要义，只有深入挖掘地域文化
特色，探索出有效文化因子，才能擦亮城乡特色名
片，赋能城乡高质量发展。

本报电（胡吉） 近日，“越剧国潮周”在越剧发源地浙江嵊
州举办。活动期间，嵊州的文化馆小广场、美妙三公里、森林
公园、越剧小镇等地陆续上演精彩的越剧演出，举办越剧大戏
演出、越剧戏服打卡、越剧美妆打卡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越剧国潮周”由嵊州市委宣传部和嵊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办，是嵊州市联合浙江卫视举办的“2024越剧文化年”的首
个落地活动。数十位名家和江浙沪闽各地越剧院团、越剧演员
和艺校学生到现场，共同参与录制 《越剧特别季》 及 《浙江卫
视2024龙年越剧春节晚会》。活动不仅为嵊州与国内外越剧爱好
者提供了高水平的艺术盛宴，而且展示了嵊州丰富的越剧文化
底蕴，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牌形象。

探寻“热气腾腾的中国”背后的文化因子
李雪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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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视频+创意解说+科普互动+流行歌曲

三星堆再亮出海“妙招”
本报记者 郑 娜

◀网友手持联名款纪念门票及联名款透卡与三星堆文物合影。
▼文物科普互动H5《开山览物》古物图鉴页面。

米哈游供图

纪录片《智在匠心》

彰显中华非遗之美
余清楚 宣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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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中华非遗之美
余清楚 宣长春

浙江嵊州举办“越剧国潮周”

▲戏迷朋友在嵊州市文化馆剧场内表演越剧选段。
嵊州市文化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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