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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闻闲趣闲
遗故事非

片新闻图

国 庆 期 间 ，
全国各地纷纷推
出非遗文化体验

“盛宴”，以丰富
多彩的非遗展演
活动丰富市民游
客的生活，引燃
国庆文化旅游热
度。

不少市民游
客慕名前来，沉
浸式体验非遗魅
力。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厦门
多个旅游景区积极营造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氛围，着力培育“夜游、
夜娱、夜秀、夜购”等夜间旅游品
牌，同时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进
一步点亮厦门文旅新“夜”态。

科技赋能旅游
催生夜游新动能

夜幕降临之际，位于厦门曾厝
垵路的百年历史景区——胡里山炮
台也换上“科技新装”。胡里山炮
台打造文保奇妙夜，推出“寻找厦
门元宇宙入口”夜游项目，现已成
为厦门夜游的网红打卡点。

集美区的诚毅科技探索中心推
出科探奇妙夜，“水晶烟花”体
验、万有“影”力光影展，以及悬
浮灯舞、魔幻海洋、飞碟全息剧场
等内容，吸引很多亲子家庭。

胡里山炮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科技赋能让历史景区活起来、
新起来。2021年年底，胡里山炮
台推出夜游项目，该项目引进VR
技术在夜间结合光影等技术为游客
打造沉浸式旅游空间，游客在探寻
历史之际可以看到VR动画元素，
虚实结合的场景让旅游体验更为丰
富。诚毅科技探索中心品牌部负责
人张君雅则表示，科探奇妙夜能让
游客在休闲旅游之际，汲取更多的
文化知识，由此可以增加旅游的吸
附力。

文艺赋能旅游
引爆夜游新风尚

夜游经济与文化艺术结合会更
有生命力。厦门被称为“音乐之
岛”，9月 30日—10月 6日期间，
第11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在鼓浪
屿举办，遍布全岛的30个钢琴演
奏点推出各场演出活动。夜幕降临
时，月光下的音乐会也就此拉开序
幕，整座鼓浪屿弥漫着满满的音乐
气息。

湖里区古地石商圈一到夜间也人
气爆棚，该商圈聚集了餐饮、集市、
演出等元素，抖音高人气音乐博
主、厦门本土唱作人不断献唱。成
长于厦门的来疯喜剧在全国范围内
已有很大的流量，深受年轻人喜欢
的脱口秀、魔术脱口秀、漫才、即
兴喜剧、素描喜剧在来疯剧场轮番
上演，场场爆满。已形成了独特的

“夜文化”，引领着年轻人夜游的新
风尚。

厦门市旅游专家表示，厦门是一
个极具文化内涵的城市，因势利导推
动这类“夜文化”的发展，不但有益
于丰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
众的文化素质，还有助于形成一座城
市的独特气质，这种独特的城市气质
会吸引更多的消费人群。

政策推动
重塑夜游新业态

据了解，为了加快推进旅游业的
发展，厦门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
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
的工作方案》，对打造夜间文化旅游
新业态、丰富文化内涵做了政策引
导。

在内循环消费刺激和政府政策的
推动下，厦门的旅游方式、旅游格局
正在重塑。近两年来，厦门旅游业从
单一化娱乐产品不断向综合型、多元
化生态转变。厦门的夜游商圈正在不
断扩大，从原来的岛内逐步扩大到岛
外，消费时段也不断被拉长。夜游经
济也从以往传统的餐饮、购物、留宿
向休闲文娱转化。

“在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带动下，
厦门文旅企业也不断推出特色夜间景
观旅游、文艺演出、主题展览等多元
旅游产品，以此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厦门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杨
子燕介绍，厦门夜游业态不断成形，
已经逐渐成为厦门旅游业发展的新的
增长点，到厦门的游客也可以感受到
全新的滨海夜生活。

厦门打造“夜游”新业态 升级滨海夜生活
本报记者 照宁

“出来了！出来了！”国庆期
间，在福建泉州木偶剧院演出
厅，伴随着小朋友们的欢呼声，
一个头戴僧帽的“小沙弥”木偶
跨着疾速的步伐精彩亮相舞台，
线随指动、偶随线移，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现场爆发出一阵
阵热烈的掌声。

去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而自成功申遗一
年多来，世遗泉州热度持续攀升，
世遗旅游大放异彩。今年国庆假
期，全市22个世遗点累计接待游
客36.99万人次，市民游客直呼在
烟火的生活中品读历史。

“国庆七天，泉州的‘非遗
游’十分火热，许多游客不远千里
来泉州观看提线木偶表演。”福建
省政协委员、泉州木偶剧团团长洪
世键告诉记者，原本国庆每天安排
两场演出，但因现场观众太多了，
每天又增加两场，可座位依然供不
应求。

“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
浪费裤。”距此不远的通政巷4号
印记闽南文化馆，千年东西塔下，

“海上花开·慢游古城——惠安女
民俗服饰联展”一样火热。上百名
市民游客身着惠安女服饰走街串

巷，穿梭在世遗古城，体验惠安女
风情。

惠安女是福建“三大渔女”之
一，是生活在泉州的一个服饰、习
俗奇特的女性群体。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服饰源于百越文
化，又融会了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
的精华，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和
传承而顽强地保留下来，形成了当
前款式奇异、装饰独特、色彩协
调、纹饰艳丽的基本特征。

“我们通过改良布质、颜色等，使
惠安女服饰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更加易穿、爱穿、常穿。”受邀参展的
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安女服饰
代表性传承人李丽英在现场对惠安女
服饰进行详解，希望帮助游客市民对
惠安女服饰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与此同时，“喜迎二十大 奋进
新征程”泉州木雕精品展也在泉州非
遗馆正式开展，特邀11名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陈列百余件展品，描

绘新时期泉州木雕的传承发展新貌。
一同展示的还有馆内的非遗工坊，让
现场市民和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
刻纸、花灯、彩扎、漆线雕、金苍
绣、妆糕人、纸织画、竹藤编等非遗
项目。

从惠安女服饰体验、南音表演、
非遗体验等多项文化旅游活动，到

“与塔·定心”展览、楼润物精选常态
展等多场展览，再到10条泉州古城
Citywalk路线，今年国庆节，泉州市
策划组织推出70多项文旅活动，进一
步打响“宋元中国·海丝泉州”世遗
文旅品牌。

“在泉州待了7天，当亲眼看到
南音表演者脚踏‘金狮’，唱奏而出
的闽南话，才真正体会到这为什么会
被誉为‘御前清音’。”从山东慕名而
来的游客赵志芳说，演出比想象的更
精彩，她禁不住竖起大拇指，为“非
遗”点赞。

据统计，国庆期间，全市共接待
旅游人数415.22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35.24亿元，使得非遗传承、研
学教育、工业探索等产品人气兴旺，
世遗游、古城游、乡村游、夜间游等
产品业态热度不断攀升。

千年文脉，奔流不息，非遗吐
蕊，古城芬芳。泉州非遗，正以新的
方式被看见、被了解、被热爱。

走进“世遗”古城福建泉州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10
月 11日，由“北京大学——字节
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的
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测试
版正式上线。目前，该平台涵盖
390部经典古籍，主要来自《四部
丛刊》，共计3000多万字，即日起
向公众免费开放。

据了解，上述实验室系今年3
月北京大学与字节跳动合作成立，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古籍资源的
智能化整理。“识典古籍”平台上
线，即是双方合作的最新进展。

当前，中国的古籍数字化还处
于初级阶段，面临技术难度高、资
金缺口大、人才紧张等难点。相关
资料显示，现存的20多万种古籍
中，只有8万种完成影像数字化扫
描，近4万种完成文本数字化。据
专家统计，从1949年到2019年，
国内共修复整理出版古籍近3.8万
种，要将现存古籍全部修复整理出
来，可能需要300年时间；若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修复整理，大概二
三十年就能完成。

据“识典古籍”项目负责人介
绍，与其他古籍数字化平台相比，

“识典古籍”具有自身的特点，页面
简洁，浏览流畅，提供影印底本作为
参照，还具备主题词检索和繁简体转
换功能，便于专业研究人员、广大古
籍爱好者使用。未来3年，“识典古
籍”将陆续完成一万种古籍的智能化
整理工作，基本覆盖儒家、道家和佛
学的核心典籍目录，届时也将全部免
费开放。

古代典籍是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
鲜活见证，字节跳动着力推动古籍保
护传承。此前，字节跳动资助国家图
书馆定向修复的珍贵古籍104册件，
现已完成50多册件，包括一批稀有的
样式雷图档。在活化方面，抖音平台
推出“寻找古籍守护人”计划，旨在
激励创作者通过音乐、说书、绘画、
复原美食等形式，普及古籍知识、演
绎古籍内容，让古籍鲜活起来。

人工智能让古籍“活”起来

日前，2022北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时尚秀典在京举行。炫丽缤
纷夜景下，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时尚秀典精彩上演，将国风之美与潮流
时尚完美结合，为市民群众奉上一场“时尚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上演“朝阳时尚秀”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精特
亮”创建项目之一的中医药特色街区——新落成的非
遗馆成为热门“打卡地”。10月1日，便吸引了1500
余名游客前来探馆。

沿着城隍庙东厢房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便是一
幅非遗风情“水墨”图卷——宁波农谚、它山贤德庙
会、天封塔传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通过数字投
影和雷达互动系统在墙上“重现”；侧过身，一套

“全息纱幕+U型幕投影系统”让国家级非遗代表项
目梁祝以及四明南词“生动”起来，通过绿幕抠像的
方式将演员投影在全息纱幕上，背景将化蝶等经典场
面运用水墨动画的方式呈现在U型沉浸式投影幕上，
顶面和地面则用镜面无限延伸空间……

“非遗馆所在的宁波府城隍庙就集中了甬城最顶
尖的非遗技艺，如浙东民居及庙宇建造技艺、‘生漆
脱胎’造像技艺等。在非遗馆内，体现最具宁波特色
的、被活态传承的非遗项目，通过全息、VR等展示
手法，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突出了交互式
体验，让非遗展示更可看可感。”海曙区政协委员、
区文广旅体局副局长俞岚说，“让非遗‘活’起来，
就是这个打卡地‘火’起来的秘诀。”

在非遗馆内科技应用无处不在。如通过AR放大
镜扫码，就可以获得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量信
息，包括宁波汤团制作、黄古林草席编织等的AR视
频，大大丰富了游客获取的信息量；常见于商业领域
的全息风扇技术也被运用到海曙非遗馆中，用于展示
打铁技艺中铁花飞溅的场景。“这样的实景不可能在
空间有限的室内展览馆中展示，而传统视频播放效果
又往往不尽如人意，全息风扇技术的应用就完美地解
决了这些难题，在安全的环境下给参观者身临其境的
体验。”俞岚介绍说。

全息、VR、AR……市民游客能体验到的“黑
科技”不止于此。非遗馆内，最受小朋友喜爱的就是
一道可以现场“点”菜的互动餐桌。互动餐桌上转动
展示着八道宁波本地的特色名菜，参观者在菜的上方
轻轻挥挥手，雷达捕捉到动作，餐桌便可弹出该菜的
制作方法，再一挥手，就可弹出让人垂涎欲滴的视频
介绍。

在墙角的一个绿幕前，不少游客排队拍照留念。
“选择自己喜欢的非遗场景，按下拍照按钮，再用手
机扫码下载，立即能获得背景为非遗场景的合成照
片，直接转发朋友圈，这感觉太奇妙！”游客李舒文
开心地和朋友们来了一张“闺蜜照”。

“文化+科技”在非遗展馆中的应用，让非遗馆
自带IP属性，身临其境的市民游客交互体验和感官
沉浸更强，沉浸式体验让群众有了一个不一般的文化
假期。

数字“黑科技”

活化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孙勇

“刚出炉的重阳糕松软喷
香，中间夹着芝麻、果仁、豆沙
等拌成的馅料，一口咬下去满满
的仪式感，大家吃得都很开
心。”今年国庆恰逢重阳佳节，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观前街黄天
源糕团作坊内蒸汽四溢、热气腾
腾，由省非遗苏式糕团制作技艺
传承人穆岚带领的团队精心制作
着节令美食，老人们一边品尝重
阳糕的香甜，一边体验苏式糕团
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在苏州，大大小小的糕团店
数不胜数。苏式糕团历经千年传
承与发展，早已融入苏州人的生
活日常，如古典园林一般成为苏
州的特色标志。

黄天源作为深受苏州人喜爱
的糕团老字号，是名副其实的

“糕团大王”，百年来始终坚持在
糕团品种、花色、用料上不断探
索与创新，配合着苏州人“不时
不食”的习惯，将传统文化、节
令气候、江南韵味统统蕴藏于
内，其制作技艺也在2009年被
列入江苏省第二批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

“从一粒米到一块糕，有13
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其讲究，
每个步骤都必须精益求精。”入
行37年的穆岚师傅是黄天源苏
式糕团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他一边娴熟地切着刚出锅的糕
团，一边介绍着制糕过程，行云
流水间便将苏式糕团的香、甜、
细、松、糯发挥到了极致。

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广受
好评，也带动了国庆期间的“糕
团消费热”。据统计，黄天源平
均每日制作重阳糕超过 2.5 万
块，总销量达20万块。“今年也
是黄天源在重阳佳节向敬老院、
社区等派送‘爱心重阳糕’的第
30个年头，通过‘送糕’的方
式弘扬优良传统，为老年人送上
节日祝福。”姑苏区政协委员、
黄天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磊
介绍道。

姑苏区作为苏州古城文化最
为集聚、历史遗存保存最为完整
的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星
光璀璨。据统计，全区现有桃花
坞木版年画、缂丝、古琴等各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100项，各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79人。

国庆期间，围绕非遗开展的
曲艺表演、文化体验、主题展
览、文创市集等各类活动层出不
穷。线上虎丘曲会名家云集、倾
情献唱，缠绵婉转、一唱三折的
曲调，多次将气氛推向高潮，吸
引60余万人次在线观看；桃花
坞历史文化片区内，一边聆听唐
寅生平事迹，一边体验木版年
画，娓娓动听的琵琶评弹声在水
榭长廊间悠扬飘荡，独特的民俗
风情吸引大量游客探访，近距离
感受江南文化的魅力；家门口的
非遗市集引得市民纷纷驻足，苏
绣、缂丝、苏扇等非遗文创产品
让人眼前一亮，糖画摊前更是排
起了长队，争相定制属于自己的
肖像糖画……非遗文化在全新的
时代，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掀
起阵阵热潮，将苏式生活浸润得
越来越精彩。

近年来，为进一步助推非遗
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构建可持续
的非遗传承模式，姑苏区政协围
绕传统非遗项目发展困境、非遗
传承人年龄结构偏大等问题，积
极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研，出谋
划策，形成的《关于加强姑苏区
非遗活态传承发展》等建议被有
关部门积极采纳，并依托“姑苏
文史”抖音号推出了一系列非遗
文化短视频，持续向全国乃至世
界展现姑苏非遗珍宝和手艺匠心。

“我们依托自身优势，积极
组织糕团制作技艺培训、糕团
制作技艺展销等一系列非遗传
承推广活动。同时也面对不断
升级更新的消费需求，推出了
许多糕团新口味、新造型、新
包装，让苏式糕团越吃越有

‘新滋味’。”陈磊说道。

浸润非遗的“苏式生活”
通讯员 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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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木偶剧团为小朋友表演泉州提线木偶戏

国庆期间苏州市民游客近距离体验桃花坞木版年画

市民游客在宁波市海曙区非遗馆内体验黄古林
草席编织技艺 沙燚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