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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记者魏
梦佳）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
端，城市地标鼓楼和钟
楼前后纵置、静静伫立。
步入鼓楼，正在展出的
数字互动体验展“时间
的故事”，通过光影秀、
交互体验等方式诠释古
人的宇宙观、时空观，
让参观者身临其境领略
古老建筑与数字创意碰
撞出的时尚火花。
   今日之中国，越来越
多的文化遗产以大众更
可近可感的数字化形态
呈现，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视频直播、电
子竞技、数字文博等新
兴数字文化业态不断涌
现，促进了文化消费模
式的创新。
   在 15 日举行的 2023
北京文化论坛上，来自
政府、高校、企业及相
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围
绕数字经济下中国文化
产业的发展机遇及风险
应对展开探讨。与会嘉
宾纷纷表示，数字经济
正重塑文化产业的发展
方式和产业生态，为中
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带来机遇。
   “数字经济为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
驱动力，数字化转型成
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王一鸣说，数字技术加

快了文化产业的内容、
模式、业态和场景创新，
不仅提升了文化产业的
生产效率，让文化生产
更快捷，还催生了文化
新业态、新模式，使文
化内容更“可视化、互
动化、沉浸化”。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志坚介绍，
随着知识更新周期不断
加快和信息传播能力极
大提升，出版活动可选
择内容急剧增加，出版
产品的生产周期大幅缩
短，中国年出书品种从
改革开放时的 1.5 万种
增加到目前的 50 多万
种。
   “新技术手段让出版
内容的呈现形式不再局
限于平面的文字或图画，
以更加立体多维、具象
化的形式展现，实现沉
浸式阅读。”黄志坚说。
   云演出、云展览、云
课堂……文化消费通过
各种互联网平台，满足
着大众各类文化需求，
使高品质文化产品更具
普及性，也催生了更多
虚拟文化产品，带动了
数字文化消费。《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2》
显示，2022 年中国数字
文化产业规模达到 1.8
万亿元，占文化产业的
51.4%，成为文化产业的
主导力量。
   数字技术也激活传统
文化生命力，让更多人

《镜子湖》荣获俄罗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国际
短片”奖

巨幅油画《壮美中轴》亮相北京正阳门城楼

 　中新网北京 ( 记者 
赵明 )
   历时半年，由著名画
家刘宇一应邀创作的巨
幅油画《壮美中轴》20
日下午在北京正阳门城
楼正式亮相，以该画为
内容设计的光栅明信片
同期首发。
  《壮美中轴》以俯瞰
视角，由南向北描绘了
中轴线主要标志性建筑
物。画面气势恢宏，全
景式呈现了北京中轴线
的独特魅力。画作长 7.8
米，宽 5.6 米，分别象
征了北京中轴线的长度
7.8 公里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 56 个民族。
 　刘宇一是中国著名油
画家、国画家，第十届
全国政协委员。他擅长
大题材油画，其画作《千
秋伟业》被人民大会堂
珍藏，《开国盛典》《人

民万岁》《祖国万岁》
被天安门城楼珍藏，《良
宵》现展示于毛主席纪
念堂。
   当天，以该画为内容
设计的光栅明信片同期
首发。据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市商函制
作中心介绍，该光栅明

信片并采用特种光学材
料制成，立体视觉的工
艺让中轴线建筑群呈现
立体效果。
 　此次创作由北京中轴
线基金会与复兴之路文
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策划，中国紫檀博物
馆捐赠画框底座并装裱
画作。

   昨日，在刚刚结束的
第二十一届俄罗斯“阿
穆尔之秋”国际电影节
上，作为唯一一部入围
的中国作品，《镜子湖》
成功斩获“最佳国际短
片奖”。据悉，该片由
张珊萌编剧，张珊萌、
李诗怡共同执导，张珊
萌、巴金旺甲、琼宝多杰、
贝玛等主演，讲述了身
遭情感和家庭创伤的秋
阳 ( 张珊萌饰 )，为了
完成援藏哥哥的遗愿而
来到了镜子湖，一路的
所听所感让她开始重新
思考人生的意义，卸下
包袱勇敢前行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镜
子湖》的男主角是曾在
王强执导的电影《天
慕》中饰演了“巴特尔”
一角的藏族演员巴金旺
甲，他还出演了万玛才

旦编剧并监制，久美成
列执导的公路爱情电影
《藏地白皮书》。此外，
张珊萌也刚刚获得了第
十四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配角。
  《镜子湖》以“女性
的自我成长与救赎”为
主题，以女主的生活压
力和难处为核心矛盾设
计，积极探讨自身的独
立价值和家庭、爱情观
念的变化。影片借助光
影中的“镜子湖”来映
衬内心的困惑，通过对
亲情的刻画来直面生死
话题，镜头语音朴实，
台词对话哲思，是一部
兼具艺术性、思想性的
作品。
   影片以罗布 (巴金旺
甲饰 )、多杰 ( 琼宝多
杰饰 )、表姐 ( 贝玛饰 )
等人的视角，描绘了援

藏干部的大爱付出，讴
歌了援藏干部的奉献精
神，也表达汉藏情融的
美好友谊。电影节作为
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
打破了国界和语言的障
碍，在此背景之下，短
片《镜子湖》在国际电
影节上展映并获奖，不
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影
视文化的魅力，也助力
了中国好故事走向更为
广阔的国际舞台。
　　“莲花生于淤泥，
智慧来自烦恼，很多美
好的事物都诞生在不完
美里”，这是电影《镜
子湖》中的一句台词，
也传递出了它想要表达
的心境与思考。据了解，
影片预计将于 2023 年年
末上线。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月 14 日，演职人员在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上表
演器乐演奏《同舟》。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与珍贵文化遗产“亲密
接触”。
   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
任宇昕表示，近年来，
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增强
中华文化展示和传播的
“在场感”和互动性。
例如，基于高精度扫描、
游戏引擎、云游戏等技
术，实现喜峰口长城的
毫米级高精度复刻、敦
煌藏经洞的超时空历史
复现、故宫博物院的文
物数字化技术研发等，
目前还在推进北京中轴
线的数字互动展示。

   在 2023 北京文化论
坛上，16 个“科技赋能
文化”的相关项目实现
签约，涉及影视、游戏、
旅游等多领域。其中，
北京大学古籍数字化与
智能化开发与利用项目，
联合北大及抖音集团力
量，着力打造向全社会
免费提供古籍阅读服务
的数字化平台。目前，
该平台已免费开放 1600
余部古籍，上线分词检
索、图文对照、繁简转换、
字典释义、文白对照等
功能。

   根据中国发布的《关
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意见》，到
“十四五”时期末，中
国将基本建成文化数字
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
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
给体系。到 2035 年，建
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
快速链接、高效搜索、
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
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
共享。
   业内专家坦言，数字
化浪潮中的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挑
战，例如中小型文化企
业数字化转型难题、优
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不
足、不同区域间存在数
字文化鸿沟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认
为，在数字化时代，仍
需提升文化产业新型基
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
加强依托 5G 的工业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文化产业
“云、网、端”基础设施，
升级传统文化基础设施。
   “面对数字经济浪潮，
只有学会与数字经济‘共
舞’，才能在融合发展
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最
新成果，推动自身高质
量发展。”王一鸣认为，
科技创新和跨界融合是
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驱动力，中国仍应
持续推进数字文化产业
与智能制造、智慧服务，
以及金融、物流、教育、
体育等领域融合发展，
促进业态、模式和场景
创新，以形成高质量发
展合力。

观众在北京鼓楼一层观看沉浸光影秀。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由著名画家刘宇一应邀创作的巨幅油画《壮美中轴》
20 日下午在北京正阳门城楼正式亮相，图为仪式现
场。记者赵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