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通讯员 潘文苑

从记载着各项非遗历史的古籍出发，到

穿插在典籍间的非遗技艺活态展示，再到亲

自上手体验，丰富的活动内容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非遗生动了起来……

5 月 25 日上午 9 点 30 分，天府人文艺术

博物馆的下沉广场已有不少游客与市民在此

等候，“典籍里的非遗”分会场展览在此揭

幕。展览中，大众可近距离观赏与非遗技艺

紧密相关的 31种古籍原书，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技艺起源、传承与发展，同时通过还原书

中的非遗叙述，观看非遗传承人的展示与表

演，还可上手感受参与。

从小众圈子走进大众视野

“我随身携带琴谱，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

点曲鉴赏。”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蜀派古琴

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琴歌吟唱家黄明

康早早来到展览现场，她带来展出的《五知斋

琴谱》，是清乾隆二年（1737）栖心琴社的刻

本，该书不仅版本珍贵，更以其独特的艺术价

值成为展览中的亮点。

“如今，这门小众的乐器正逐渐融入大众

生活。”作为川派古琴的发源地，成都是中国

古琴艺术三大重镇之一，古琴氛围浓厚，琴艺

源远流长。黄明康介绍，她从事古琴传承 40

余年以来，亲眼见证了这项艺术的变化。近

年来，成都市各级文化馆开通各类公益文化

培训，古琴演奏便是常驻课程之一。自 2013

年开始，黄明康在成都市文化馆开办了公共

文化服务免费的古琴、洞箫培训班，作为专职

音乐辅导老师，她每周都会上一节古琴课和

洞箫课，招收群众学习古琴，讲授最基础的指

法和古琴知识，十几年下来，数万人次前来学

习古琴。

“古琴声韵悠远、回味无穷，令人不禁想

要上手触摸抚弹。”成都市民杨女士带着孩子

来此周末放松，听见古琴乐声，便走进展览体

验。黄明康热情地拉着每一位到展台询问的

对象坐到琴前试弹，细心讲解古琴文化，“越

是民族的越具有国际意义，希望通过自己的

展示，让越来越多游览者了解到蜀派古琴的

魅力。”

据悉，作为本届国际非遗节的配套活动

之一，2025 成都国际古琴艺术周系列活动于

5月 28日在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奏响千年古

韵。来自海内外非遗古琴艺术传承人、古琴

学家、古琴演奏家、斫琴家以及古琴团队，带

着对古琴艺术的热爱与执着，跨越山海相聚

于此。

科技赋能，让非遗“可触可感”

“老祖宗的手艺，年轻人的玩法，流动的

非遗，组成欢乐的盛宴。”在展览的活字印刷

展台，古老的非遗与科技融合，碰撞出“新生”

的火花，江苏游客张明沉浸其中，周围排队等

待体验的群众排起长队。

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作为中国古代印

刷术的璀璨明珠，承载着千年的文化传承与

历史记忆，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这两项技艺

的体验环节。市民可在现场通过实践操作完

成个性化印刷作品制作，深刻感悟古代劳动

人民的工艺智慧。

“非遗不仅要融入大众生活，还需要通过

‘活态展示’，让那些尘封于典籍之中的非遗

文字跨越历史长河，从泛黄书页中款款走

来。”成都图书馆（成都市古籍保护中心）古籍

部主任、“典籍里的非遗”策展人肖娇娇表示，

为了让市民“沉浸式”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成都图书馆突破传统展览模式，打造丰富互

动模式展台，让非遗变得“可感可触”。

事实上，这一理念在本届非遗节一以贯

之。在主会场，电子科技大学将川剧脸谱大

师、川剧表演艺术家欧阳荣华的“欧阳氏川剧

脸谱”做了别出心裁的电子展示：仿佛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在大屏幕上的一个个白底面具

上，一笔笔勾画出各具特色的脸谱图案，不同

脸谱下还有其所对应的戏剧人物名字，生动

直观，一目了然；著名的蜀锦也通过科技赋能

有了全新动感的展示方式——在“织造万象”

沉浸式蜀锦交互体验现场，一架银光闪闪的

“现代织机”矗立在展厅内，拨动织机前的梭

子，观众便可在屏幕上看到丝线经纬交错的

画面，织机上蜀锦的图案也会随着“纺织”过

程的推进而实时变化。

打造“非遗+”国际IP链接全球

今年 29岁的沈锐，是蜀锦织造技艺传承

人、清代花楼木织机第五代传承人，从事蜀

锦织造已有 15年。今年，非遗节首次开设国

际展区，邀请近百个非遗品牌 IP 项目跨界合

作案例现场参展，还邀请了百余家知名机构

企业参与授权洽谈，共同助力非遗传承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提升非遗 IP 开发利用的国际

合作水平。对此，她感到尤为期待。

2019 年第七届非遗节期间，即试点举办

了以非遗品牌相关知识产权交易为主要内容

的非遗品牌 IP授权展。至 2023年，非遗品牌

IP 授权交易活动正式成为非遗节重点活动

之一，共 275家企业参展，促成签约授权金额

超过 8200 万元。蜀绣大师孟德芝工作室在

IP 赋能方面极具代表性，目前已与瑞幸咖

啡、泸州老窖以及“三国杀”游戏等合作，仅授

权收入就超百万元。

“蜀锦手工织造不仅是‘一梭一线’的传

承，更需要以 IP 授权的方式焕发新活力。”沈

锐称，作为非遗传承的新生力量，希望在 IP

赋能方面有更多尝试。目前她通过打造个人

蜀锦 IP 谋求发展，已与商家合作联名而逐渐

打开市场。

据悉，为确保本次交易活动的广泛参

与，非遗节会场还专设了国际非遗品牌 IP

授权交易活动报名系统，面向全球征集非遗

品牌 IP 优秀实践案例、拟授权的非遗品牌

IP 项目、非遗品牌 IP 合作伙伴等资源，助力

“好的资源”找到“好的买家”；针对买家需求

进行了展前预匹配，为主动寻求合作的参展

单位提供渠道，推动非遗创作者和市场“双

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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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以“增进交流互鉴、激发传承活力、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成

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其中，“典籍里的非遗”分会场暨“我们的

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在西南地区首次以古籍展览、活态展示、互动体验等多元创新模式，

全方位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阅 读 提 示

邓崎凡

歌里面唱道：“越过山丘，却发

现无人等候。”当湖北省社科院助理

研究员刘楚昕在 5月 27日的第二届

漓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哽咽回忆

起自己的初恋女友时，这句女友生

前最爱听的歌中的歌词，唱的就像

他自己。

刘楚昕的《泥潭》荣获第二届漓

江文学奖虚构类奖项。

从 13 岁开始，刘楚昕就种下了

一个作家梦。之后的十几年，他一

直坚持写作。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读博邂逅女友时，《泥潭》正在创作

之中。同在哲学院读博的女友，陪

伴了他的创作时光，却未能见证他

的获奖时刻。女友在读博期间患胃

癌，之后不幸去世。

恋爱期间，女友曾对他说：“有

一天你获奖了，却发现身边所有人

已经不在……”用来解释那句“越过

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

女友的遗物有一封留给刘楚昕

的信：希望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

大的作品！女友的死，让刘楚昕思

考人生和死亡的意义，而写作成为

他陷入人生泥潭时的唯一支点。

卡夫卡曾说过：“我们需要的

书，应该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

海的利斧。”写作本身，有时就是那

把劈开内心坚冰的利斧。

痛苦和遗憾曾催生出许多伟大

的文学作品，在巨大的痛苦面前，会逼迫人直面存在的终

极问题：我是谁？为何而活？意义何在？这种存在层面

的焦虑和追问，正是许多伟大文学的核心主题。

《泥潭》写了六年，因为这次获奖以及刘楚昕获奖感

言视频上了热搜而备受关注。作为一名新人，刘楚昕说，

小说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怕万一出版后辜负了大家的

期望。

其实，他的小说是否足够优秀并不是多数人关注的

重点，这自有专业人士的评价，大家更在意的是刘楚昕的

故事传递出与平凡人相关的意义。

对作家而言，在痛苦的深渊中，坚持写作的行为本

身，就是在创造意义。它宣告了人的精神不屈服于苦难，

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仍有创造、沟通、理解、

追求美和真理的能力。这是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生命尊严

的肯定。

刘楚昕的写作生涯、生活和人生曾深陷泥潭，是写作

支撑他走出这个泥潭，重新站了起来。对作家而言，人生

痛苦是文学写作难以回避的深刻背景、核心主题和强大

驱动力。

平凡的人们，也会经历死亡、痛苦和失去，也会深陷

泥潭，他们也许不会有作家那样深刻的理解，不会以手中

的笔去创造和书写意义，但他们也需要与命运作战的勇

气和坚持。

“如果哪一天我成为一个大作家，也许我有机会把她

的故事说出去，我不想让她被这个世界遗忘掉，我觉得她

是一个我见过最善良的人，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她。”痛苦

和失去成为刘楚昕越过人生山丘的动力，他也把爱人赠

予他的话，送给所有奋力赶路的人——“人的一生会经历

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西南地区首次以古籍展览、活态展示、互动体验等多元创新模式，全方位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

“典籍里的非遗”开启全民共享之旅

本报记者 刘友婷

5 月 26 日至 27 日，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

峰论坛在广东深圳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分为主论坛和 10 场平行论坛。论坛

期间，与会嘉宾齐聚一堂、智慧碰撞、建言献

策，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合力。

古城“活起来”，关键是留住“烟火气”

“把人留住，把生活留住，在生活中的烟

火气让我们的古城有了生命力。”在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

院教授萧放多次提到了“生活文化”一词。

在他看来，古城是有灵魂的。而历史名

城的保护，除了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内

涵性、精神性的保护。“老城里面最有活力的

是民居，要关注老百姓的生活。

四川阆中，便是这样一座有魂的千年古城。

商铺的市井气息，是古城的跃动脉搏。

每天，近 2万名学生穿过古城街巷求知问学，4
万多居民的“柴米油盐”升腾起人间烟火气。

古城居民把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

客栈；白花庵街上的老丝厂集体宿舍，被改作

青年旅社，墙壁上仍保留着 20世纪 60年代的

老标语、旧海报……在阆中，居民从守护者变

为受益者，古城成为滋养生活的沃土，他们有

了“不离故土、安居乐业”的新选择。

如今，阆中古城中吃上“旅游饭”的居民

已有上万人，形成了“因古城而起、因古城而

兴”的局面。

“古城的灵魂在于文化，魂的传承，是着

眼发挥文化的内生动力。”四川南充阆中古城

景区管理局局长张玉杰表示，文化传承的意

义，不仅仅是将其陈列于博物馆，而是让它在

人间烟火中生生不息。阆中有着春节文化、

三国文化、红色文化、科举文化等地域文化，

正是通过文化赋能、文化聚魂，才让阆中古城

真正有了生命力。

“古城的活化利用，必须与周边的传统村落

结合起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教授杜晓

帆还指出，阆中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周边乡村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未来，需要深入挖掘阆中

与周边乡村关系的核心价值，重新设计游览线

路，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5年，4000多人，打磨一部电影

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如今，电影不只是电影，正在成为促进消费、推

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推动电影产业在内容创

作、技术革新、国际创造等领域实现突破？

或许，《哪吒2：魔童闹海》给出了一种答案。

这部国产动画电影，是导演带领主创团

队集结了 4000 多名动画人，从剧本到制作，

耗时 5 年精心打磨而成。在“电影业高质量

发展论坛”上，它被频频提及，成为国产电影

工业化制作水平的产业样本。

“直到交片最后一刻，我们都在问自己，

是否真的做到了极限。”彩条屋影业总裁、《哪

吒 2：魔童闹海》的总制片人王竞表示，创作

团队始终把观众的互动摆在第一位。除了制

作趣味短片，他们还在线上进行多平台的互

动运营，线下首次尝试打造出高质量的人偶

形象，让动画角色“走进现实”。

“宁愿慢一点，也要好一点。”谈及电影制

作，著名导演陈凯歌认为，作为思想产物，电

影是在不断沉思中完成的。给多一点的时间

去打磨，是电影制作必须尊重的规律。唯有

尊重创作规律，才有质量的保证。

数智赋能，中国故事有了新讲法

52%故宫馆藏文物实现数字化、实现了

10 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的共享；泡泡玛特自

研了“抽盒机小程序”、门店 GO 小程序、机器

人商店购买系统等，业务覆盖超过 30个国家

及地区，营收近四成来自海外；华强方特以科

技创新赋能文化叙事，推动主题乐园和成套

设备“出圈”又“出海”……

近年来，数智技术赋能对外文化贸易，为

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新引擎，让中国故事

有了新讲法。

数智赋能文化贸易，是本届论坛的热点

话题之一。

“深耕文化旅游产业 20 多年，我们一直

坚持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综合利用数字技术，

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华强方特集团执行总裁

兼华强方特动漫董事长尚琳琳介绍，公司塑

造了家喻户晓的国民 IP 熊出没，动画作品发

行到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数智时代，要利用好文化贸易的四种

基本形态，全面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全球化发

展，并随数智技术发展不断地创新迭代。”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认为，AI时代

全球文化共创共享中，中华优秀文化传播面

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两

只手的作用。

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亦有同

感。“我们必须抓住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给予

的机遇，利用数智技术服务文化遗产的保护、

研究以及活化。”在他看来，要实现让文化遗

产承载的多元价值活起来，服务于文化创作、

文化服务贸易等，就是要拥抱数智时代，就是

要跟着走。

文化“活起来”，内容做出来，故事讲开去
——来自 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报道

5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第一小学举办“传统文化润童
心 金驹铸梦奔六一”主题美育节活动，孩
子们在千人筷子舞、千人江格尔、千人顶碗
舞以及搏克、射箭、布鲁、蒙古象棋等民族
艺术展演和传统体育项目中，欢乐童年时
光，欢度端午节与儿童节。

王正 摄/中新社

传统文化润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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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举办峇峇娘惹文化展
日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峇峇娘惹的世界——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上，市民参观南洋风客厅。
自15世纪起，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历经数代人的奋斗，将中
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峇峇娘惹”文
化。此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
组成部分。展览通过百余件精选文物及多元展示手段，系统
梳理峇峇娘惹社群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面貌。

易海菲 摄/中新社

“中华水塔·自然荣耀·野生动物”
影像展在西宁首展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日前，“中华水塔·自然荣耀·野生

动物”影像展首场展览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影像展以震撼

人心的影像作品，让社会各界了解三江源、关注三江源、热爱

三江源、保护三江源，让更多人透过自然看见生命的坚韧与伟

大，将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三江

源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

影像展以兽类、鸟类为脉络，收到近 3 万张投稿作品，精

选出 20部震撼生态影像、800幅珍稀特有物种影像，展现最富

集的生物多样性。

本次影像展通过一幅幅摄影作品，让游客和市民群众领

略到藏野驴扬起的金色尘雾、斑头雁飞越高山的人字形构图、

雪豹隐匿于岩隙的深邃目光，读懂冰川消融与草场复苏间的

生态博弈。这些影像作品，不仅是自然之美的呈现，更是对三

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的生动展示。影像展将持续至 6 月 19 日。

之后还将在中国动物馆、上海、山西平遥、陕西西安等地相继

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