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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朱越岭

元代龙泉窑青瓷砚滴，化身一叶扁舟悠

游于蓝天碧波间；明代《永乐大典》中一个个

古朴的文字，随着光影穿梭眼前……在中国

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数字版本+沉浸多媒

体空间”形象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游客在

沉浸式观看中感知历史脉搏、涵养文化自信，

彰显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巨大潜力。

做好文化和科技的“融合题”，是文化强

国建设的重要内容。2012 年以来，国家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名单已陆续公布 5 批，

有力增强了文化领域的科技应用和自主创新

能力。2023 年，我国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

显的数字出版等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

入超 5.2 万亿元，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 7.1 个百分点。可见，推进文化和科技

深度融合，不仅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

动能，而且能够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文脉薪火

相传。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

技术赋能文化发展，可以打破时空界限，激发

文化创新活力。“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项国

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对 12405 件（套）中国绘

画藏品进行汇集整理，并利用高精度图像采

集和数字化技术建立起海量的图像数字资源

库，让文化传播路径更加立体、多元。文化是

岁月的沉淀，科技代表时代的前沿。以科技赋

能让历史文化获得时代表达，不仅能促进文

化产业形态、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有

助于提高文化创新的效率、广度和深度。

文化发展需要科技支撑，科技发展也离

不开文化滋养。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重要基石，也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智慧源泉。先

进文化能从价值取向、思维能力、审美情趣、

消费方式等方面，对科技发展方向和应用前

景产生深层次影响。比如，杭州万事利丝绸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融合时尚创意与现代科

技，首创数字化绿色印染技术，并推出丝绸

行业实用图形 AI 大模型。杭州亚运会期间，

该公司推出 AI 丝巾定制小程序，“一条丝巾

从设计到生产再到拿到实物最快仅需 2 小

时”。当今时代，文化“富矿”正从多个维度融

入各领域的生产创造中，成为科技创新的灵

感和“燃料”。

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既要充分发

挥科技对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又要发挥文

化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还应进一步深化

改革。营造创新生态，需要优化产业布局与监

管方式，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平台，促进科技企

业、文化企业实现跨界融合；激活创新动力，

也要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促进成果转化提速，打通文化和科

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构建文化与科技融

合的快车道，有助于形成更丰富的创新成果。

当今中国，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厚滋养，也日

益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高地，这为推进文化

和科技深度融合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实

现文化和科技双向赋能，将全面提升文化科

技创新能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

的新期待。

做好文化和科技的
“融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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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世世代代生活于甘肃岷

县的诗人包容冰，为了灵魂的安静，“把升腾的

欲望辕劝了再劝，压了再压”，在众声喧哗中放

低声音，内心世界却培植起一棵棵枝繁叶茂的

情感大树。他用诗歌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

距，焊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夹缝，从而实现了

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下面就他诗歌创

作的起源、特点、内涵以及局限和不足谈我的

一些看法。

一、生活环境对包容冰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

植物学家研究一棵树，除了对树本身的构

造、习性外，还要对其赖以生长的土壤、水份等

进行分析。同样，研究一位诗人，不能脱离或忽

视生存环境对诗人思想、情感和创作的影响。包

容冰出生于岷县，数十年成长、生活于这方有着

光荣革命历史的土地，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土

地，生产闻名世界的当归和洮砚的土地，飘荡着

声调悠扬、魅力无穷的花儿的土地。他与这方土

地有着扯不断的血肉脐带，他的情感、思想就孕

育于这方土地，他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这方土

地，即使精神上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琐碎、平

庸、纠葛、争斗，但底色无法改变，背景无法改

变，环境长期对诗人的影响和点点滴滴的渗透

无法抹去。他的写作不管怎么探索和延伸，他乡

土诗人的角色不会变。正如他在《为了安静》中

写的：“这么多年，我蜗居在偏僻的乡下辕一点点

老去辕一点点被世人遗忘”。他的诗中出现最多

的就是洮河、青稞、胡麻花、黄芪、党参、洋芋、羊

皮筏子……这些带着地域文化的形象符号。他

的诗就是在这方土地上盛开的花朵，朴实无华，

淡雅清香，又表现出甘南苍茫辽远的景致和纯

朴善美的人性，具有独特的色彩、味道和人文情

怀，这正凸显了他诗歌的地域特色。从他创作的

大量诗歌中，我们能领略到岷县的自然景物、风

土人情，也体味到诗人一种超然的气定神闲和

回归自然、重塑美好灵魂的愿望。我猜想，诗人

的人生态度、价值取舍、回归自然，与自身的经

历、周边的环境有某种必然的关系。他把目光投

放在自然上，固守着一方有点贫瘠、封闭、落后

的水土，用真情和灵魂反复歌咏这方水土，我们

不能因此简单地归纳为乡恋乡情，而应理解为

在市场经济浪潮下，诗人一方面有点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苦苦寻找灵魂的家园。我们从中能体

味到，在社会转型期，诗人挣扎、迷惘、失落、无

奈、怀旧的思想，以及对物欲横流、信仰危机、精

神空虚的深切忧患，对民族传统道德的钟情、眷

恋和渴望。诗人的内心始终处于矛盾的复杂状

态，以此为切入点去解读包容冰的诗歌才有可

能接近他诗歌的本质。

二、在继承中为乡土诗注入了时代的元素

《放低声音》最能代表包容冰的诗歌风格：

一个人在偏远的乡村/独自行走。走累了坐下

来休息/仰望天空，久久凝视/白云说了什么话，

我没听懂/飞鸟唱了什么歌，我似有所悟/心中

淤积多年的疑团/无人破解。一点一滴发芽//放
低声音，我给身边的蛆虫/说法。蜈蚣绕我而去/
蚂蚁听了半句就打盹/毛毛虫忙于赶路，好像

有什么/重要约会，理都不理/一只蝴蝶飞累了，

落在我的肩头/换了几口气，翩然而逝//一只青

蛙抛头露面，似乎要告诉/我什么。它跳了几

步，欲言却止/仿佛寻找昨夜走失的伴侣//真
的，我孤独无助/内心装满真理和黄金/也无人

识破你隐藏的秘笈//或许，他们固执己见/根本

不相信你的善诱和规劝//放低声音，只有给自

己如是说/自己如是听。如果听懂自己的话/我
就是我的知己。

“我给身边的蛆虫说法”，开始读到这句诗，

我觉得不够雅，再读时，深谙它的妙处和无限的

暗示性、不同寻常的社会批判意义。“蛆虫”是什

么，象征什么，不言而喻，诗人还得给“蛆虫”说

法，这就是社会人的悲哀和无奈。人都是在特定

环境中生存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迫不

得已时，难免要违背自己的心愿，说些不想说的

话，做些不想做的事，对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来说，这恐怕就是最痛苦的事情。妙就妙在诗人

没有具体写用怎样的态度去给“蛆虫”说法，给

了些什么内容，甚至给还是没给都没说明，这就

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就是留白，这

就是弹性，这就是张力，每个人可以结合自己的

生活经验去扩展、去补充、去合理想象。其他几

种动物写得也是情态万千，意味无穷：蜈蚣绕我

而去，躲避也许是怕受牵连和影响；蚂蚁打盹，

是因为不感兴趣；毛毛虫理都不理，是在忙自己

的事情；美丽的蝴蝶好不容易落到肩上，也只是

为了换几口气，最终还是翩然而逝，美的消失带

来的是失望：青蛙欲言却止，心事重重。诗人用

了拟人化的手法，把它们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

态度，我们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它们天性中美好

的东西正在丧失，一步一步沦落为功利性动物，

美丽的乡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在远去，字里

行间都蕴藏着诗人深深的担忧，甚至是忧心如

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价值观都在发生深刻

的变化，各种观念在碰撞，容易产生精神的阵痛

和自我的泯灭。诗人寄情山水，期望回归原始的

质朴、原本的善良、内心的平静和充实，但这一

点也已经难以做到。他对一些浮出传统水面、泥

沙俱下的精神浊流无法理解，充满怀疑，但无人

相信他，没有人听从他的劝告，表现出人与自

然、人与人难以相融的隔膜，凸显出自然和人的

被异化。“如果听懂自己的话，我就是我的知

己”，“禅”意十足，是一个思想者先觉先行的孤

独，弥漫着荒漠一般的空旷和苍凉。“真的，我孤

独无助/内心装满真理和黄金”，在落寞中流露

出诗人的一份自信和坚定。包容冰像最后的一

位乡村诗人，在极力挽留记忆中乡村的美景和

纯朴的人性。这首诗不同一般乡土诗的地方在

于，诗中写到的白云、飞鸟、蜈蚣、蚂蚁、毛毛虫、

蝴蝶、青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景物，已经

浸透着诗人独特的认知和情感，变成了社会化

的自然，是具有现代色彩和时代意义的隐喻和

象征。

包容冰值得一读的诗很多，如《为了安静》

《胡麻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家》《自慰的方

式》《土豆人生》《桃花红，梨花白》《疲倦》《抽刀

断水》《求证内心的菩提》等。

包容冰的乡土诗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

有质的区别，注入很多时代元素，拓展了乡土

诗的内涵，属于转型期的乡土诗，由过去的单

纯歌颂赞美，发展到表现人性和社会的碰撞，

由外在的诗发展为内在的诗，由平面的诗发展

为立体的诗，而且创造出属于自己心灵的格

律。优美的语言散发出淡淡的忧伤，有禅的意

境、禅的况味。清澈的语言、舒缓的节奏、苦涩

的情感、超然的气度，似乎能闻到仓央嘉措诗

的味道。他想为灵魂寻找一方安宁、温暖的栖

息之地，借用乡村的风物表达的却是内心的纠

结、郁闷、挣扎、迷惘，明净的形式包含着复杂

的思绪，苦闷的情感体现出悠远的精神。乡土

变成了一种形式，情感、思想才是诗人真正要

表达的实质。我们从中体味到了现实与理想的

落差，出世与入世的纠葛，对传统的依恋和对

欲望的克制，物质的进步与道德的沦丧，精神

的超然和现实的纠结，世界的喧哗与内心渴求

的宁静，这些对立又统一的情感思想都构成他

乡土诗与众不同的特征。

三、包容冰诗歌的局限与不足

包容冰在乡土诗的创作上有继承，有发展，

但也不是尽善尽美。在精神内核上他注重修身

养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消极避世之嫌。他

的诗如行云流水，常常发出激昂、新奇的声音，

但有时也缺乏适度的节制和变化。一个意象有

时反复出现，给人芜杂沉闷的感觉，读的多了容

易产生审美疲劳。虽然能意会到诗人要表达的

复杂情感，但觉得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构架，

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言未尽而意未达。这都是

需要引起警觉和努力的地方。

姻 王立世

在众声喧哗中“放低声音”
———读包容冰的诗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王钟：承面塑精髓 传瑰宝神奇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面塑俗称面花、捏面人，是用面粉、糯米

粉等为原料制作各种人物或动物形象的传统

民俗艺术，也是国人联系情感的一种纽带。”5
月 8 日，有“面人王”之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面塑传承人、山西省吕梁市工艺美术大

师、孝义市面塑协会会长王钟说。

王钟今年 56 岁，做过矿工、凉菜师傅，当

过孝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膳食股副股长，

但因从小受母亲言传身教，始终对面塑情有

独钟。20 岁那年，他不满足自家祖辈们的手口

相传，不断外出向老艺人拜师请教学习交流，

并一鼓作气创办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先后

制作出鱼戏莲、手拉手、石榴蹦仔欢乐家、西

游取经等作品，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

评，这些作品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面塑大赛

中荣获金奖、银奖。

孝义的面塑技艺历史悠久，作品多是寄

托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祈求一年五谷

丰登的厚望，凡农家主妇都身怀绝技，村村社

社都有灵婆巧妇。“从传承的谱系来说，原来

我记忆里都是农村老太太、妇女们来做，过节

日我母亲每次也做花馍，我就帮大人做。如

今，很多老人不在了，有些技艺确实失传了。

所以对我而言，一是研究，二是挖掘，三就是

传播。”王钟对面塑传承一直坚定不移。

今年是甲辰龙年，王钟创作了多组以龙

为题材的面塑，其中制作的“双龙戏珠”作品

活灵活现，整个形体气势非凡，金龙身姿飘

逸、龙口怒张，身上的龙鳞和犄角很好地体现

了龙的特征，一展指尖上的年味。

“双龙戏珠”虽然是很简单的 4 个字，但

要把龙的气势神态体现在一件面塑作品当中

还是挺难的。捏面塑是个细活，拿手搓、揉，剩

下就是捏。捏这么一副作品，还是非常考验功

夫的。难度在于如何把龙的神韵表现出来，龙

身做得形象生动、姿势做得活灵活现、四肢做

得有力，特别是眼睛要做得有神，必须要把龙

的气势神态做出来。

“我现在创作时，首先会选好主题，然后

大脑中再想象一下主题里面还需要有什么元

素，同时极尽所能地挖掘古老的民间意义，然

后再与新时代文化融合到一起，从而来衬托

整个作品的完美。”王钟说。

捏好面塑作品模样，还要进行醒馍，醒馍

就是防止馍上笼蒸以后出现迸裂；醒馍后到

蒸馍环节，还要讲究一个火候，火候一开始不

能旺，不然也容易出现裂缝儿；文火到一定程

度，旺火再蒸，大约四五十分钟馍基本就熟

了；蒸熟的馍下屉后，还要进行上色，有了色

彩的衬托，作品才能完美。“为了做好这些工

序，我除了向前辈们讨教，便是抽出所有闲暇

时间反复做试验，直到完全掌握了每一个关

键环节。”王钟说。

在圈内，王钟以面塑技巧纯熟、刻画细

腻、敷色华丽、结构准确、制作过程干净利落、

尤其擅长塑造动物著称。在每年的孝义年俗

文化活动期间，他都要为三皇庙、贾家庄、天

福广场等多个地方提供节日面塑作品。2015
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制作，

2016 年参加“高手在民间”栏目；2017 年参与

电视制作《咱俩邻居不好惹》，同年 4 月参加

陕西子州第二届子推文化节全国面花大赛获

团队组织奖和个人优秀奖，当年 10 月应邀参

加欧洲（荷兰海牙）传播面塑非遗文化活动，

受到中国大使馆和国际友人一致好评。

非遗文化是国之瑰宝，需要人去弘扬、去

传承。为了让孝义面塑发扬光大，王钟筹备了

一个面塑协会，注册了工作室，设计了展览

馆，开辟了学习基地，还有交流平台，2020 年

培训面塑爱好者 100 多人。这几年他除编写

了两本教材，还走出去多次组织协会会员开

展非遗文化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参加省内外

非遗大赛，先后获得“全国金手指面花大赛”

金奖、“华夏名家榜全国美术大赛”优秀奖等

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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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科技赋能 个性多元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4 个“中国旅游日”。

从多地举行的惠民文化旅游活动看，文旅深度

融合，科技赋能不断打造消费新体验，多元个

性化需求助力拓展消费新场景等，正逐渐成为

当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文化“活”了旅游“火”了

牛肉丸、朥饼、糖画……潮州美食非遗集

市上，形形色色的潮州传统美食香气扑鼻、“潮

味”四溢。马来西亚游客颜泳和今年第二次来

到潮州，“感觉吃不够！以后我还会经常过来。”

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潮州饮食工作

者、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一口非遗糖画、一杯

潮汕工夫茶，串联起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柔软精致的羊绒制品不

仅是游客常买的“伴手礼”，而且还能让游客亲

身体验其制作过程；浙江宁海，赏花线路与采

茶研学、读书活动、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上

海，访问各大博物馆的观众中，超过 50豫是 35
岁以下年轻人，超过 60豫是“拉杆箱一族”，85豫
以上会在博物馆内或周边商圈购物……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让旅

游业既服务美好生活，又促进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宁海通过油菜花节、桃花节、樱

花节三大花节，累计吸引游客 20 余万人次，带

动实现旅游收入 1350 余万元。

目前，鄂尔多斯“绒都小镇”126 户商户已

和 181 家旅行社签约，2023 年实现线上线下销

售额超过 4000 万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合计 2.95 亿人次，同比增长 7.6豫；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增长 12.7豫。

科技赋能打造更炫消费新体验

用国际天文项目“退役”材料制成艺术装

置，将海量天文数据转为可视化的图像，以互

动性强、更直观的方式展现科学家与艺术家对

宇宙的理解……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给游客带来更多更炫

的消费新体验，沉浸式智慧化是其中的新亮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华彩万象———石窟艺

术沉浸体验”让石窟艺术得到全新演绎；“5G 大

运河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人气最旺的“打卡”点；潮州涵碧楼引入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讲活

红色故事……

如今，5G垣智慧旅游应用已覆盖风光旖旎

的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古镇

古城、“烟火气”十足的特色街区、精彩纷呈的

戏剧演出以及悠然又活力四射的现代乡村。面

向消费者的机器人送餐服务、无人机外卖、无人

机旅拍服务等，已广泛渗透到旅游休闲场景。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包括上海天

文馆在内的全国首批 42 家智慧旅游沉浸式体

验新空间吸引消费者超 430 万人次，实现消费

总额超过 2.2 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随着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

域加速应用，科技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正

不断展现出生机勃勃、潜力无限的广阔前景。

个性化与多元化场景丰富

徐汇西岸，是正在举办的“2024 上海（国

际）花展”的一个会场。滨水空间咖啡香与花香

四溢，骑行、轮滑、攀岩、篮球等各类体育运动

场地客流“爆棚”。

游客周婷说：“我们一家人来这里，老人想看

看花，小孩子想玩轮滑，我想坐下喝杯咖啡，每个

人的需求都不一样，但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随着游客需求更多元化、个性化，文旅消费场

景不断突破“边界”，客源地、目的地也更加多元。

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暖城七点半”春夏

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给赛车小镇注入夜间生命

力。小镇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培育水上运动、

低空飞行等新业态，引入后备箱集市、飞机草坪

音乐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

卡”和夜游。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蕴丽

认为，当下消费需求内容日趋多样化，餐饮、旅

游、零售、商圈、文娱、数字化消费需求持续释

放，旅游业态正在日益多元化。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介绍，从该

平台“五一”订单同比增速看，县域市场高于三

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高于一二线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4 年国内旅游出

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将分别超过 60 亿人次和

6 万亿元。

戴斌说：“广大游客消费需求的变迁，正在

倒逼旅游从业者以全新的理念看待今天的旅游

业。我们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

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