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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游”广阔瑰丽的古蜀大道，解锁色彩

千变万化的青铜面具……近日，多个“三星

堆”IP展览落地或宣布即将亮相北京，虽然几

乎不展出文物原件，但凭借体感互动、声光影

交互等看展体验，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无

文物”的沉浸式展览注重以数字技术营造身

临其境之感，让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焕发出新

的活力。

多个沉浸式三星堆展览上新

翠绿的山谷里停留着萤火虫群，观众触摸

展墙上的萤火虫，就会触发展示神秘古蜀文明

的动画。记者在隆福美术馆的“你好！三星

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现场看到，一系列互动

体验区成为展览的亮点：360°环幕呈现古蜀

国在时空长河的变化；3D多媒体投影技术让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动起来；观众触摸流沙屏上

的闪亮字符时，就可以领略三星堆文物风采。

无独有偶，位于北京751园区的751普辣

斯光影馆，“邂逅三星堆——12K微距看国宝

全球巡展”展示了12K超高清文物数字影像，

观众可以在展厅通过VR“走进”三星堆考古

大棚，漫游考古坑。遇见博物馆 798 馆今年

12月将展出“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

术展，以数字光影技术重现三星堆的社会发

展、祭祀礼仪以及自然崇拜。

近年来，以敦煌、三星堆等为主题的沉浸

式展览逐渐走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化馆协会沉浸式文化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卜希霆谈道，随着沉浸式体

验产品和服务的涌现，越来越多的文博展览

正在成为吸引新生代群体的打卡点和聚集

地，有效激发了Z世代青年传统文化参与动

力。“沉浸式体验以其游戏性、互动性、参与性

等多元属性，备受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人青

睐，成为文博文旅消费的时代趋势。”

与博物馆实物展览互为补充

“传统的文物展览将文物置于玻璃柜中，

辅以简单的标签和平面展板，大众难以直观

感受文物之美。而在一些沉浸式文物IP展览

中，观众可以与文物互动、参与故事情节，获

得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参观体验，还能够欣

赏数字艺术之美，获得新的审美价值。”中数

艺互动科技创始人王泊乔认为，沉浸式文物

IP展览作为博物馆实物展览的补充和延伸，

通过数字艺术的再创作，可以让观众多维度

欣赏文物，并激发对文物的兴趣与理解。

在卜希霆看来，对文物的数字化转化，一

方面打破了文物遗产保护的时空界限，让文

物走出去，无远弗届地传递文化遗产信息、传

播文化遗产价值；另一方面，数字化手段有助

于打破文物保护的局限，让观赏者可以近距

离、全方位、多感官体验珍贵文物，还能通过

数字化手段修复、补全、仿真还原文物的历史

样貌，为观赏者提供赏心悦目的观展体验。

如今，参与沉浸式文物IP展览策展的主

体不仅有收藏文物原件的博物馆，还有获得

IP授权的商业机构。“数字技术大大丰富了博

物馆的新形态。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

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优势将更加凸显，

虚实融合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向沉浸式

博物馆跃进，为博物馆的多元化呈现和体验

带来更多惊喜。”卜希霆说。

科技赋能还需立足文化传承

记者观察到，目前沉浸式文物IP展览的

呈现手段以光影秀为主，部分展览在社交网

络上的评价褒贬不一，“除了看光影之外收获

不大”“内容太单薄”等成为网友吐槽的焦

点。王泊乔直言，当前部分展览存在三类问

题：“一是内容质量低，缺乏对文物文化内容

的深入研究。二是技术质量低，技术故障或

设备粗制滥造会直接影响观众体验。三是观

众参与度低，体验感不足。”

“文博机构发展沉浸式体验，不能一哄

而上，必须量力而为、量体裁衣。”卜希霆

说，沉浸式文博展览不能一味“炫技”，过度

迷恋于“光影变幻”，而缺乏对文化遗产价

值的理解与鉴赏。只有立足文化创新与传

承，才能赋予文化遗产更为持久的“沉浸

式”魅力，让人们真切体会到中国优秀文化

的魅力。

王泊乔建议，创建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

平台，进一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科技创意

的深度融合。通过科技赋能让文化遗产变得

更加鲜活、有趣，真正融入当代生活，让文物

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据人民网电 中国（吉林）动漫大会近

日在吉林长春举办。2022 年是中国动画

诞生 100 周年，本届大会以“承百年神韵

启时代华章”为主题，共举办13场主体活

动。通过推介展示新时代动漫艺术的优

秀作品、最新成果和特色亮点，研究探索

动漫产业的经营现状、发展前景和未来趋

势，积极为我国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

10 月 27 日至 29 日，中国（吉林）动漫

大会先后举办了动画教育与产业发展、全

国AI艺术人才培养、2023中国动漫高质量

发展、动画与科技互动发展、动漫科幻+等

五场兼具理论深度与现时维度的专题研

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动漫艺术工作者

围绕当前动漫行业热门的焦点话题阐述

研究心得，开展对话交流。

10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吉林）动漫

大会于吉林动画学院先后举办了主题为

“做大写的人 塑‘血肉’角色”“赏动画作

品 论创作经验”两场艺术家进校园活

动。对话中，演员们畅谈了自己在多年演

艺工作中积累下来的创作经验，并用自身

经历勉励同学们珍惜学习机会，多观察、

多创作，理性分析剧本，感性演绎角色，与

角色一起成长。

10月27日，经典动画与绘画手稿作品

展在吉林国际动漫博物馆开展。作为普及和公益性学术展览，

该作品展以“致敬经典”为主题，共展出了常光希、丰子恺、华君

武、戴敦邦、丁聪、古元等50余位动漫大家的近3000余幅创作

手稿。同日，人工智能AI艺术展在吉林动画学院图书馆展厅

开展。该艺术展共展出百余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完成的艺术

作品，涵盖服装、绘画和空间设计等多个领域，旨在探索人工智

能技术辅助艺术创作的全新形式，启发公众思考科技发展对人

类生活的影响。

10月29日，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在吉林动画学院文化艺

术中心举办了创投孵化扶持和版权交易大会。本次孵化扶持

旨在鼓励创作者开拓思维、勇于创新、积极参与艺术创作实践，

链接资本及资源，助推项目孵化，在资本机构、制作机构、平台

机构之间架起桥梁，提升创作者文化自信，共创属于新时代的

中国动漫。

据北京日报讯 近日，“古逸之风——黄羲中国画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幕，为观众呈现被誉为“闽中画士之杰出者”的黄羲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守”与“变”。

黄羲生于1899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古典人物画重要的传

承者，他少年时期拜“仙游画派”李耕、李霞为师，远绍唐宋线描

传统，继承吴彬、曾鲸、黄慎之风，后求学并任教于上海美术专

科学校，与潘天寿、诸乐三等人亦师亦友。他坚持民族笔墨传

统，吸收西方绘画所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时代中国人物画，

启发和推动了“新浙派人物画”风格的成熟。

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之一，共展出黄羲

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 50 余件。展出作品包括《九州禹迹图》

《麻姑仙鹿》《木兰从军》等古典人物画作品，也有现代人物画创

作，如《牧羊女》《教爷爷识字》等。

黄羲为中国人物画培养了大批后学，一生中写下大量教

案，编绘了人物画十八描范本与教学示范稿。展览现场展出黄

羲留下的笔记、画稿，其中一页详细示范了簋、觥、觚、盉等数十

种青铜器的造型。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

办，将展出至11月7日。

据新华社电 近日，2023日本国际旅游博览会在大阪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中国馆以浓厚中国风的陈设吸引了各国旅游

界人士和日本民众争相参观。

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趴在中国馆舞台上方，伸开双手

欢迎观众前来。据介绍，这只大熊猫正是本次旅博会上发布的

“你好！中国”LOGO中的同款大熊猫。大熊猫也是本次中国

馆陈设的重要元素之一。

位于中国馆会场一侧的“3D熊猫竹林”拍照打卡点从一开

场就排起了长队；“你好！中国”大熊猫街舞作为开场、串场节

目炫酷登场；为大熊猫玩偶上色的互动专区，更是吸引无数家

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展会期间，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中国馆，展示了中国

各地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传统建筑、现代都市等一幅幅美妙画

卷。来自上海、湖南、湖北、辽宁、广东、江西、江苏等17个省市

的文化和旅游厅局及近百家旅游企业，为观众呈现一场场各具

特色的旅游推介和文艺表演。

日本前首相菅义伟、众议院议员宫内秀树，以及来自世界

各地的旅游界人士纷纷来到中国展馆参观。

日本国际旅游博览会是世界最大的专业旅游博览会之

一。2023日本国际旅博会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

家机构、企业参展，参观人数达15万人次。

为发挥优秀作品导向作用，在文本质量、

IP改编、国际传播、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网络

文学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中心在广东广州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

榜（2022年度）。

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和读者线上投票产

生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2年度）分为

网络小说榜、IP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榜4

部分，29部网络文学作品和8位新人作家上

榜。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文学作家、评论家、

平台负责人、文化产业行业代表等近 300 人

参加发布仪式。

本次评审突出主流化、精品化创作导向，

同时关注作品海外传播情况。网络小说榜上

榜作品中，《关键路径》《上海凡人传》等作品

紧扣时代脉搏、书写现实生活；《我们生活在

南京》《夜的命名术》等展开绚丽想象，探索科

幻题材边界。IP影响榜上榜作品题材多元、

类型丰富，电视剧《小敏家》、网剧《开端》、动

漫《星域四万年》等，全方位展示网络文学影

视改编潜力。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充分展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星汉灿烂，幸甚至哉》

《光阴之外》等传递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出

海”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外国读者共鸣。新

人榜上榜作家平均年龄 28 岁，创作潜力大，

创新能力强。

网络小说榜上榜作品《关键路径》作者匪

迦，另一个身份是航空航天业从业者，他的

《中国，起飞》《北斗星辰》《关键路径》等是聚

焦这一领域的现实题材作品。《关键路径》聚

焦国之重器，基于作家自己或身边人的亲身

经历讲述国产大飞机诞生故事。他表示：“文

学首先是自身体验和经验的表达，网络作家

创作自己有亲身经历或较为了解的题材，无

疑更得心应手。现实题材过去在网络文学中

比重较低，未来的网络文学世界当中，一定会

有更多现实题材作品涌现。”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介绍：

本次榜单推介的优秀作品呈现四个特点，一

是创作品质明显提升，题材结构更加优化，现

实题材创作深度、力度不断加强，科幻题材佳

作频出；二是IP改编类型日益多元，微短剧等

新兴视听产品进一步拓宽IP产业链；三是在

网文“出海”大潮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作品取得突出成绩，圈粉众多海外读者，国

际传播效果凸显；四是“Z 世代”渐成创作主

力，新人作家结合最新前沿科技进行创作，为

行业发展带来新面貌、新气象。

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宇宙职业选手》融

合灵气复苏、生命进化等创作元素，以奇特的

故事架构吸引了一众海外读者。其作者“我吃

西红柿”创作的《盘龙》《吞噬星空》《星辰变》等

作品被翻译为英语、印尼语、马来语、西班牙

语、朝鲜语、日语、泰语等语种，部分作品在海

外出版实体书。他表示：“以中国文化为基础

搭建的网络小说世界，令外国读者感到新奇，

沉浸其中。他们可以借此了解仁义礼智信等

中华传统价值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处

事原则、阴阳五行和八卦等中国元素。”

发布仪式当天还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网

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多位网络作家、网

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网络文学评论家围绕网

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出海”、IP转化等进行了

研讨。

据新华社电 在两岸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2023海峡两岸汉字节日前在厦门海沧开幕。

随着启动仪式举行，作为海峡两岸汉

字节的核心活动，年度汉字评选正式开启，

将分三阶段展开：首先由两岸各界人士、民

众、青少年推荐年度汉字；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形成 36 个候选年度汉字名单进入网络

票选；年底前在台湾举办年度汉字揭晓

笔会。

本届汉字节创新推出“一字代一年”两岸

青少年评选年度汉字活动，厦门中小学生和

台湾青少年将分别推选出心目中的年度汉

字，这两个汉字将纳入年度汉字评选的36个

候选年度汉字名单，参与最终票选。

本届汉字节还增设汉字文化旅游主题线

路征集体验活动，融入更多海沧元素，邀请厦

门市民游客参与推荐和体验海沧汉字文化旅

游的景点或线路。

作为汉字节的配套活动，2023 两岸汉

字文化创意大赛自今年 8 月启动以来，共收

到两岸 5068 件参赛作品。经过两岸设计界

专业评委的评审，共评选出金奖 1 件，银奖

2 件 ，铜 奖 5 件 ，优 秀 奖 100 件 ，入 围 奖

300 件。

台湾中华书学会会长张炳煌已经参与年

度汉字评选活动十多年，他说，汉字有形有

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近年来，越来越

多两岸年轻人参与到年度汉字的评选中，这

体现的是两岸民众共同的心声，蕴含的是文

化的连接。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协

会荣誉会长吴家莹认为，海峡两岸同根同

源，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汉字文化活动，

两岸民众共同参与，既能让中华文化继续

传承下去，还能进一步团结两岸各界各阶

层，一起创造共同的历史和记忆，这非常有

意义。”

2023 海峡两岸汉字节由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交流局、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

会、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共海

沧区委宣传部、海沧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厦门日报社、旺旺中时传媒集团主办。

虚 实 融 合 沉 浸 式 体 验 走 红

“无文物”展览要炫技更要文化内核
北京日报记者 王广燕

中国作协推介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人民日报记者 张鹏禹

2023海峡两岸汉字节在厦门海沧开幕

中
国（
吉
林
）动
漫
大
会
举
办

展
示
新
时
代
动
漫
最
新
成
果

“古逸之风”黄羲
中国画展开幕

中 国 馆 在 日 本
国际旅博会受热捧

近日，人们在伊朗

德黑兰伊朗国家艺术科

学院观看展出的展品。

“青风海上来”浙江

青瓷巡礼开幕式暨“万

象中国·天下宁波”宁波

文旅推介会日前在位于

德黑兰的伊朗国家艺术

科学院举行。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