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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滋养科学精神，科技赋能文化创新。近年来，新兴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传承发展和遗产保护利用的“数字含量”，为感知文化里的中国

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

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遇上人工智

能，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目前，我国首部文生视频（输入文

字即可生成人工智能原创视频）系列动

画片《千秋诗颂》正在热播。动画片第

一集《别董大》由可控图像生成、人物动

态生成等技术制作完成，生动讲述了唐

代诗人高适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诗

词创作故事。

这种影视创作新模式，是科技赋能

文化的生动体现。先进科学技术还能

在哪些领域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科技

日报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多位全国人

大代表和业内专家。

场馆“动起来”

“完全一样吗？太震撼了。”最近，

几乎所有走进深圳博物馆的参观者都

会发出这样的惊叹。

在深圳博物馆一楼中厅，高 9 米的

云冈石窟第 12 窟（复制窟）被“打印”出

来。游客走进其中，仿佛置身于真正的

云冈石窟。

深圳博物馆运用数字化采集、3D

打印等技术，1∶1 精准还原了气势恢宏

的洞窟、形态各异的雕塑与绚丽多姿的

壁画。

此外，参观者还可通过配备的高

清放映厅、知识图谱互动屏、人机互动

小游戏、手绘文物展示墙等了解石窟

文化。

“2003 年，云冈研究院开始尝试进

行文物数字化工作。2005年，云冈石窟

外立面数据采集成功，云冈研究院由此

完成了第一张厘米级精度外立面正射

影像图。”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

长杭侃介绍道。

2007 年，云冈研究院承担山西省

科技攻关项目“云冈石窟数字化工程

示范研究”。这是山西省第一个文物

数字化科研项目。2012 年，数字化研

究科室云冈数字中心正式成立，标志

着云冈石窟数字化研究工作进入系统

化阶段。

“尘封的文物像一扇上了锁的门。

科 技 就 是 打 开 这 扇 门 的 一 把 关 键 钥

匙。”杭侃说，山西省相关部门多年来不

断加强对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

利用，就是为了守护好这些宝贵的历史

文化资源。

目前，云冈石窟洞窟高精度数字化

保护工作已完成的 2/3。

杭侃认为，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数字化技术在石窟保护利用工作

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应当进一步

扩 大 数 字 化 技 术 在 文 物 保 护 领 域 中

的 应 用 范 围 ，推 动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利用、研究，全面促进文物事业蓬

勃发展。

非遗“热起来”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和元宵节，全国

不少地区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

代技术，为节日注入新活力。

节日期间，在河南省漯河市沙澧河

风景区，数千架无人机盘旋上空，排列

出中国结、走马灯等造型，宛如一幅徐

徐展开的锦绣画卷。

“无人机灯光秀科技感十足，让传

统文化展现新魅力，为城市增添浓浓年

味。”漯河市市民罗小辉说，春节期间他

在朋友圈里常能刷到这类无人机表演

的照片。

在河南省洛阳市，技术创新让牡丹

瓷产业展现出蓬勃生机。

洛阳牡丹瓷是一种将洛阳牡丹文

化与中国陶瓷工艺结合后形成的新派

艺术陶瓷。作为牡丹瓷定制文创产品，

“小花匠”饰品运用数字建模技术，实现

了新型材料与陶瓷技艺的完美融合。

饰品上花朵直径仅寸许长，而花瓣却有

20 多片，方寸大小的花朵栩栩如生，花

瓣重重叠叠，花蕊根根清晰，釉色饱满

典雅，尽显牡丹雍容之态。

除了助力陶瓷制作，数字技术还能

拓宽文化传播渠道，让我国非遗文化走

向更广阔的舞台。

“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将我国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非遗文化体验产品，吸引国内

外游客。”全国人大代表、“唐代白瓷

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

学武建议，开发系列非遗主题的虚拟

现实游戏，让观众在娱乐中了解非遗

文化；制作非遗主题微电影、纪录片

或动画短片，在生动的故事中传播非

遗技艺。

李学武说，要运用新媒体等现代传

播手段，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直播教

学，展示非遗技艺，与全球观众实时互

动交流。此外，还可与全球知名 IP 合

作，将非遗元素融入电影、游戏等文化

产品中，通过跨界合作扩大非遗文化的

受众群体。

文物“活起来”

“利用我们研发的近红外光谱结合

化学计量学技术，可以对漆器中桐油含

量进行定量分析。”全国人大代表、湖北

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

中心承担的课题“竹木漆器可移动文物

的价值认知及关键技术研究”现已顺利

结题。

当前，我国在部分质地的文物保护

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

平。但是，作为一个文物大国，我国文

物数量众多、质地不同，文物病害程度

各异。面对巨大的文物保护需求，相关

工作任重道远。

方北松说，文物科技已全面纳入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目前，制约文物保护

和文化传承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

颈有文物保护人才数量不足、文物保护

科研机构层次有待提升等。

2024年全国两会，方北松带来多项

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建议，

希望有关部门提升和改善相关基础设

施条件，促进文物保护技术持续创新，

让文物“活起来”。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前

沿科技可应用于古建筑测量测绘、无损

探伤，虚拟现实和数字孪生技术也能促

进数字文旅开发和衍生拓展。”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副馆

长陈迟说。

在陈迟看来，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

传承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两

个“进步”：一是前沿科技进步，二是文

保理念进步。而实现这两大“进步”离

不开社会发展、国家民族认同，以及社

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

用科技“出圈”让文化绽放

在云冈研究院壁画文物修复室，杭侃（前）和同事交流壁画修复方案。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出台的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提出，制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优先考虑儿童需求，推进公共资源配置
优先满足儿童需要。

目前，我国大部分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在推进中存在儿
童需求考虑不充分、设施品质不高、配
套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部分博物馆
展板展柜的高度、展厅内灯光和色彩
的设计等，未充分考虑到儿童参观者
的需求。

我建议，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建
设列入城市发展规划。通过政府投
入、社会资金参与等形式，在博物馆建
设中增加儿童设施。有条件的地区可

以建设儿童博物馆。
此外，针对儿童好动、爱玩等特

点，博物馆可以布置更多趣味性强的
儿童专区、开办儿童特展、推出儿童讲
解服务等，让儿童在游戏中增长知识、
开阔眼界。推出儿童版智慧导览服
务，如提供讲解机、增强现实眼镜等，
提升参观的趣味性。

（本报记者 金凤整理）

建设更多儿童友好型博物馆
宋 燕 全国人大代表、

南京市博物总馆副馆长

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地域特
色的开放型文化场所，是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2021年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提出，立足城乡特点，打造
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扩大
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增强实效性。

近年来，我国多地立足城乡特点，
打造了一大批公共文化空间，满足了
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
需求。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例如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文
化服务供给量少等。对此，我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引导地方科学布局，整合公

共文化设施资源。将文化服务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真正构建“15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高品
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第二，充分利用街头巷尾休闲景
观、废旧厂房、景区景点等，通过政府投
资、社会捐赠等方式，推动文旅产业与
公共文化服务互动共促。

（本报记者 韩荣整理）

不断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

如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已成为
研学热门目的地。不过，当前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美学体系还不够健全，长
城沿线地区文旅合作联动开发机制还
不够成熟。为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系统梳理并深入建构长城美
学体系，为美育研学和思政教育活动
提供坚实的内容基础。二是完善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美育功能及相关设施，
大力提升美育研学服务水平。三是推
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美育研学品牌，
全面引导市场主体高质量经营。

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协同开发京
津 冀 长 城 美 育 研 学 游 资 源 、产 品 与
线 路 ，共 同 出 台 一 系 列 实 施 保 障 措
施 。 比 如 ，三 地 应 共 建 长 城 美 育 研

学 内 容 与 资 源 服 务 平 台 ；共 同 培 育
一支专业化程度高、有情怀、有理想、
有品位的长城美育研学教师队伍，为
课程研发设计、精品线路策划、活动
组织实施等 提 供 高 水 平 支 撑 ；启 动
并 打 造 北 京 八 达 岭 长 城 、天 津 黄 崖
关 长 城 、河 北 山 海 关 长 城 美 育 研 学
示范点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陈曦整理）

以长城为纽带打造京津冀文旅圈
杨 爽 全国政协委员、

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

近年来，许多地方尝试在中小学
开设中医药课堂，编写中医药读本。
中医药文化知识进校园活动取得一定
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专业
师资、科普形式单一等。对此，我提出
如下建议。

一是开发中医药文化知识科普课
程。教育部门要加强与中医药有关部
门的合作，组建专业编撰团队，编写符
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特点的中医药文
化教材。

二是鼓励名医名家走进校园。引
导名医名家担任中小学校外辅导员，
开展中医文化知识专题讲座和中医药
教学与培训，引导师生运用中医药知
识预防常见疾病，推广易学易练的传
统健身操。

三是把握中医药文化精髓，传承
精神内核。传播中医文化的整体观
与辨证论治思想，诠释中医药文化的
内涵。

四是整合地区中医药文化资源。
学校要加强与地方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部门的合作，建立有地方特色的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研学旅游基地，组
织开展多样化的研学活动。

（本报记者 代小佩整理）

促进中医药文化和知识普及
张洪春 全国政协委员、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主任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书法繁荣发展要靠人才，人
才队伍建设要靠教育。加强书法教
育并提升其在对外文化教育中的比
重 ，能 够 有 效 提 高 学 生 汉 字 书 写 能
力，培养传统审美情趣，彰显中华文
化的魅力。

如今，书法教育已经走进中小学。
我国发布了《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
的意见》等文件，对中小学书法课程安
排提出了概括性要求。

但 在 现 实 中 ，由 于 缺 乏 强 制 要
求，部分地方书法教育流于形式。我
建议将书法考核纳入相关重要考试
评价体系，提升社会对书法教育的重
视程度。

例如，在公务员考试等考试中增
加书写规范等考核内容，促进考生平
时注重书写训练，逐步提高社会整体
书写水平。

此外，提升书法在对外文化教育中
的比重。在汉语水平考试中，增加书法
测评相关内容。修订《国际汉语教学通
用课程大纲》，增加书法艺术等有关传
统文化的内容。

（本报记者 陈曦整理）

强化书法在对外教育中的作用
顾天翊 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中国木文化影响深远，无需一钉一
铁的榫卯结构、古典木作物件的传统工
艺等都是其精髓所在。但近年来，随着
现代城市建筑兴起，大量木质建筑被淘
汰。部分资深木匠年事已高，传统技艺
未被有效传承。

一些年轻人对传统技艺有兴趣，但
由于行业社会认可度低，不愿从事相关
工作，导致木工技能人才的断档现象。
对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第 一 ，加 强 木 工 行 业 教 育 和 培
训。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相关课程，
培养学生对传统技艺的兴趣，支持高
等院校设立相关专业，为年轻人提供
更多学习机会。

第二，加强木工非遗技艺的保护和
传承。建立健全非遗传统技艺保护法律
法规，提升保护力度。鼓励相关企业与
传统木匠合作，增强木匠工艺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重视非遗技艺的记录和文献
整理，使其成为我国文化资源的一部分。

第三，大力宣传与推广传统手工艺
文化。通过举办木工技艺大赛等，提升
木工技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朱虹整理）

传承和推广传统木工技艺

梁丽萍 全国政协委员、

山西科技学院院长

贾 酝 全国人大代表、

牡丹江和音乐器

有限公司董事长、

牡丹江市工商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