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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月17日（正月初八）这个充满神奇和
创意的晚上，我踏入了济南的藉书园书店，被
一场名为“《芝镇说》中的年俗”的直播邀
约。环顾四周，我被一幅清新脱俗的水墨画吸
引，正想探究作者是谁，书店主理人刘国胜却
来了个惊喜爆料：“这幅作品，其实是我用那
个神奇的AI画笔Midjourney（俗称MJ）搞出来
的。”这个年轻人莞尔一笑，继续说：“别
急，还有更牛的玩意儿呢，听说过‘文生视
频’吗？”我一头雾水，摇了摇头。
  还没来得及深究什么是“文生视频”，2
月26日晚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中国首部AI动
画大作《千秋诗颂》在电视上播出。只用了短

短7分钟，这部动画就用活泼生动的方式讲述
了唐代诗人高适与好友董大（董庭兰）的故
事，让我不由得感叹：AI技术简直就是现代
版的孙悟空，变化无穷，无处不在，无所
不能。
  文生视频，原来是把文字变视频的黑科
技。刘国胜兴奋地给我科普：想象一下，只需
一段描述，比如发出“在东京街头，一名时髦
女士穿梭在充满温暖霓虹灯光和动感城市标志
的街道上”指令，就能生成一段包含多镜头的
高清视频，包括从街景切入对女士脸部表情的
特写，连雨后街道上霓虹灯的倒影都仿佛触手
可及。这项技术的逼真度让人叹为观止。据
悉，Sora账号很快就可以向普通用户开放
注册。
  想象一下，唐代诗人高适去世1259年后，
竟然能在AI的世界里重获新生。他与挚友的

离别，以及那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
不识君”被文生视频演绎得淋漓尽致。
  《千秋诗颂》的动画采用水彩风格，不仅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还把唐代的生活细节一一
展现出来。节目应用了大型语言模型和视频生
成技术，使得AI能够自动生成具有一定逻辑
性和艺术性的剧本，并最终转化为视频内容。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这不仅是一次创新尝试，
更是对传统影视行业的一次颠覆。
  节目的幕后英雄，上海领军科学家林达华
告诉我们，这次的成功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跨界
合作的结果，打破了技术与艺术的界限。虽然
我们的技术还在追赶，但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媒体创作上，我们已经展现出了独特的
优势。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视频
制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前需要8个月
的动画制作，现在只需4个月，可见未来的可

能性无限。
  《千秋诗颂》推出的6集动画，聚焦国家
统编语文教材诗词。我看到预告，下一步会围
绕骆宾王、李白、孟浩然、杜甫等诗人的人生
经历与诗词创作的故事展开。我想，这样的文
生视频不仅具有艺术观赏价值，还承担了文化
教育的功能，尤其对年轻观众而言，它以新颖
直观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让年
轻受众体会中华诗词，字字珠玑，揽尽宇宙山
川的神来之笔。
  看着这些令人兴奋的新技术，我瞪大了眼
睛。我隐隐感觉自己是不是快要失业了？我有
很强的危机感。
  大家猜一猜，这篇文章，是不是也融合了
一点儿AI的元素呢？“心想事成”不是祝福
语，已经是事实。

数字空间

升维传统节日文化
  据人民日报，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大街小巷一
片喜庆祥和，数字空间里也洋溢着浓浓节日气氛。
在网络游戏中，“城市”张灯结彩，民俗活动锣鼓
喧天，人们不仅放飞“霄灯”，借助锦鲤、龙凤、
彩蝶图案互送祝福，还可以一起观看虚拟角色的舞
狮表演。
  近年来，传统节日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直
播、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网络游戏中，经由数字技
术创新演绎，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迸发出显著的
文化势能。春节、端午、七夕、中秋，数字空间里
的节日活动吸引众多海内外网友关注，一些国外网
友还为此踊跃制作相关短视频。可以说，借助新兴
媒介技术，广阔的数字空间拥抱着也创新着传统节
日文化。
  虚拟的数字空间怎样营造真实的节日味道？媒
介技术给出了答案。借助数字文化产业，打造虚拟
节日景观和节日活动，让数字空间里的节日氛围越
来越具有沉浸感。这些充满国风意蕴的场景、人
物、活动，用互动性十足的视听体验让参与者沉浸
其中，汇聚起节日特有的喜悦之情。
  更重要的是，数字空间悄然将传统节日的“形
式感”不断升维，使其文化意涵触达更广大人群。
借助数字空间里的节日活动，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
地理距离被大幅压缩，传统节日文化实现了更为广
泛的传播。

“送戏下乡”到“送戏

进城”带来的启示
  据光明日报，过去，是城里剧团“送戏下
乡”；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剧团“送戏进
城”。近年来，随着各地积极探索文化惠民新模
式，加大向乡村剧团提供政策支持、组织专业培
训、举办各类活动等扶持力度，一出出地方小戏从
乡村到城镇、从田间到剧场，民间文艺加快走出乡
土，城乡文艺交融一派活泼景象。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生活
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渐趋活跃。事
实上，从乡村小剧团踊跃登上城市大舞台、地方小
戏受到城市观众热烈欢迎来看，城乡文艺互动、文
艺交融激发了乡村活力，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对
于塑造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城乡居民文化生活和
精神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明显作用。
  强化城乡文艺交融，要激活城乡互动的内生动
力，让城乡文艺“传得广”。为城乡文艺交融注入
活力，就必须激发城乡交融的内生动力，激活城乡
文艺活动的消费场景。要进一步健全政府指导、支
持、补贴常态化机制，打造文化品牌，放大乘积效
应，形成以点带面的良性发展态势。越是地方的越
是有特色。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围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举办文化节，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场景，迅
速成为网络“顶流”，吸引了全国游客前来观摩，
带动地方文旅消费迅速升温。城乡文艺交融有了成
规模的观众、有了可观的消费收入，发展动力必然
更加强劲。

挤掉“发展泡沫”

“国潮”才有未来
  据湖南日报，“新中式”的红火，不禁让人回
想起“国潮”。当时，电商平台也是争相提供热闹
的数据，更有不少老品牌靠着“国潮”焕发第二
春。不过，从2022年下半年起，“国潮”在消费领
域的魔力逐步减弱，消费者不再为“国潮溢价”买
单。百度指数也显示出“国潮”近一年来热度不断
减退。
  “国潮”虽“热”，也有“遇冷之时”。市场
鱼龙混杂，倒逼消费者不断提升甄别意识，自然不
愿意轻易为“国潮”买单。除产品本身的问题外，
性价比不高也是许多人不愿买单的原因之一。一热
一冷之间，消费者对“国潮”的热情逐渐回归理
性，这是好事。
  “国潮”火热既是国货品牌升级的重要契机，
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
通常都有一个野蛮生长时期，当潮水退去，一切又
回归健康发展轨道。“国潮”背后站立的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要做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国潮”只有进入拼品质而不是拼情怀、拼包装的
时代，才能挤掉“发展的泡沫”，拥有更加广阔的
未来，这一行业的发展也才能行稳致远。
          （□记者 王臻儒 整理）

《周永年传》新书发布

  □记者 刘兰慧 报道
  本报讯 日前，为纪念藉书园255周年，济南
市历城区乡贤文化促进会、历城区稼轩文化交流协
会联合主办的《周永年传》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
藉书园书店成功举办。
  清乾隆年间，济南名士周永年在五龙潭畔创办
我国首家公共图书馆——— 藉书园（即借书园）。周
永年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
传》作者刘国胜从周永年“与天下万世共读书”的
精神谱系说起，通过现场展示几十种一手文献资
料，描摹出周永年几番倡行《儒藏说》、创办藉书
园并辑《先正读书诀》推广阅读的艰辛历程。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还就周永年创办藉书园的
历史事实、藉书园的藏书数量等问题，展开了建设
性的学术讨论，为继续深入研究和传承周永年、藉
书园这一本土文化IP献计献策。

当高适遇到“文生视频”
□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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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魏若斯

  每逢过年，购置新衣、穿新衣拜年是中国人
的传统习俗。在当下，新年新衣又被冠以新的名
词——— 新春战袍。从初一拜年，到正月初九开
工，再到正月十五赏灯，男女老少身着战袍喜庆
过节。很多人在感慨传统年味儿借新春战袍复兴
的同时，也在思索所谓战袍，因何而“战”？

文化认同背后的诸多推手

  “战袍”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此
前，“生日战袍”“相亲战袍”“聚会战
袍”比比皆是。为何“新春战袍”最有讲
究、最为火爆？
  商家的营销让“战袍热”持续升温。
元旦前后，相关营销在网购平台、种草社
区上就已经铺天盖地。新年来临前，天猫
超级品类日在过年期间针对新春战袍售
卖，发起了“潮起新中式”活动，针对不
同受众人群及场景，进行细分定位，推出
不同系列新中式服装。
  今年春节，“新春战袍”马面裙带动
了一轮传统文化消费热潮，纵观各大销售
平台，“马面裙”等新中式服装为今年销
量最高“新衣”。而春晚节目中的多款汉
服都来自网购平台。由于店家“春节不打
烊”、快递不放假，不少网友都在看春晚
后第一时间抢购，以致同款很快售罄，商
家紧急补货。新中式服装也同样火爆。据
京东数据显示，自春晚直播开始，新中式
服饰成交额同比增长215%，汉服品类成交
额同比增长325%，其中，儿童汉服成交额
同比增长超400%。
  作用力是相互的。传统文化给网络
消费注入了新活力。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中国汉服爱好者从2014年的32万人增
长至2022年的850.7万人，增长了25倍，年
均增速达到51.7%。这一消费人群的日渐
庞大，让汉服、新中式服装的消费需求
不断走高，商家们当然也为此“申请出
战”，连夜赶制战袍，也卖力展开营
销。文化和商业在这一刻，对接得如此
巧妙。恰逢新春这种节点，又无疑给了
买卖双方一个契机，给了彼此需求一个
美好的出口。
  济南一汉服体验馆主理人、汉服达人
肖雨给记者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消费心
理——— “穿上汉服的那一刻，传统文化的
DNA就动了。这种血脉一旦觉醒，就会
保持热爱，欲罢不能。”她认为，人们对
汉服、新中式服装从尝试到“入坑”的过
程，不仅是对古文化的推崇和致敬，也是
对当下紧张、快节奏生活的一种回应、调
试和释放，是从文化认同走向了自我
认同。
  此外，新春战袍的消费主体是“Z世
代”。娱乐明星、网红的着装态度对他们
影响明显。近年来，艺人在参加综艺、拍
时尚大片、走电影节红毯等重要活动时，
更加大胆、广泛地使用国风元素，中式小
褂配上牛仔裤，T恤搭配马面裙，巧妙地
结合了古典与潮流之美，这让粉丝和更广
大的年轻人群体接收到了他们的审美信
号。“国潮风劲吹，艺人、网红以此密切
与公众的情感联系，也确实带动了人们的
情感消费。偶像们做了样板，年轻人更有
了模仿热情。对素人而言，年节聚会，也
是另一种形式的登台亮相，何不效仿他们
‘潮’得别出心裁，自信满满地接受各方
审视呢？”娱评人钟楠表示。

“战袍热”彰显社交态度

  新春战袍还有社交属性。一方面，契
合了主要人群即青年人追求个性、独立自
主的心理需求。对时尚弄潮儿来说，新春
战袍有效展示他们的穿搭技巧，更是对新
的一年充满信心的象征。在小红书等社交
媒体平台搜索，可发现相关话题定位受众
大部分为女性，而“战袍”一词颇具霸
气，呈现了一种女性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营造了一种“女王感”，当然也就获得了
现代女性的更多支持。
  另一方面，新春战袍在社交圈层的确
“抗打”。春节前后，社交活动扎堆。公
司年会、同事或同学聚餐、回家相亲等邀
约接踵而至，在这些场合，新春战袍被赋
予了一定的身份形象意义。大多数人都想
成为这些重要场合的被瞩目者，更有不少
年轻人寄希望于因身穿战袍，而有力地引
导聊天焦点，从催婚、催生、秀娃、晒奖
金等私生活转移到衣服上，既避免社交尴
尬，还能产生新的谈资。“毕竟新年可是
要回家见七大姑八大姨的，假如不能成为
让外甥女仰望的那个‘最时髦的小姨’，
老做小透明，总觉得少点什么。”威海市
民杨玥表示。
  而且，家人一起购置“新春战袍”还
有利于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具有家庭互动
仪式的情感凝聚功能。“置办年货，张罗
年衣，增强了家人彼此眼中的存在感，让
团圆年更有温情。”齐飞说。
  不过，战袍热能持续多久，我们也应
当有所思考。当下其风头正劲，难免有过
度营销、跟风消费的现象存在。所带来的
现实是，绝大部分战袍节后即闲置，成了
“一次性华服”。解决上述问题，其实对
战袍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出了新的要
求——— 如何在满足人们购买欲的基础上，
实现质量双全？不仅需要针脚更实、布料
更好，还需在制作、设计上更有意蕴，在
呈现更多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能够与现
代生活融合得更紧密。这值得生产者、设
计者进一步探究。
  “当下文旅产业火爆，相关部门、景
区景点也可以融入一些汉服思维。”一位
业内专家对今年苏州的“春节穿汉服乘地
铁免费”政策大加赞赏。“相关体验、游
览、沉浸式演艺都可以尽情纳入这些元
素，让人们在浓郁文化氛围和友善的文化
空间里，更合理、更自如地出行、游玩、
参与文化生活。那么，所谓战袍会更广地
走向大众，其利用也会更充分、更高
效。”上述专家表示。

申请“出战”的新民俗

  今年央视春晚上，中国传统纹样创演
秀《年锦》艳惊四座，艺人刘涛、刘诗
诗、李沁、关晓彤以及十余位汉服展示者
身着中华传统服饰，分别演绎了汉之古
朴、唐之飘逸、宋之淡雅、明之端庄等不
同朝代的服饰、妆造之美，传递了吉庆安
泰的新年祝福，表达了对新的一年美好生
活的希冀。节目中呈现了二十款专家学者
从历代数百纹样中的精选，这也是传统汉
服在央视春晚中的首次亮相。另一个节目
《上春山》中，白敬亭、魏大勋、魏晨三
位艺人则穿上了新中式男装，呈现了翠竹
元素、水墨风格，也有立领、长款等剪裁
设计巧思，再度诠释了温润如玉的新中式
绅士风。
  能在央视春晚闪亮登场，说明这种曾
经被大众视为戏服、古装、cosplay的汉服
和新中式服装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
春节这个传统文化元素集合燃爆的重大节
点，这种透着些许复古、怀旧的流行文
化，显得格外匹配。同时，身着此类服
装，也是在彰显大胆创新的青春态度，这
种态度无疑又增加了不少时尚感，让其在
近年来的传统节日中日渐风行，甚至火遍
线上线下。这也令大多数人提及新春战
袍，想到的不再是简单的红毛衣、红外
套，而是旗袍、汉服、马面裙。
  说是新的流行文化，并不严谨。文化
学者齐飞告诉记者，新春战袍一直是传统
年俗的代代传承。“过年穿新衣”一说最
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相关记载
“长幼悉正衣冠”，即使粗布旧衣也要整
洁，与平日不相同。延续至今，新衣从过
去的粗布麻衣变得款式多样、风格各异。
过年穿新衣服的寓意主要是辞旧迎新，添
“衣”谐音添“翼”，暗含着人们对新年
的美好愿景。“而在今年，‘新春战袍’
进一步特指汉服、中式服装，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人们对雅致生活的更高追求。当
下流行的这类服装在形制、款式上保持古
韵、特色鲜明，也为当下的传统节日增添
了节日氛围、输入了情绪价值。多年来，
不少人感慨年味儿越来越少、越来越淡，
而汉服、新中式服装不断出圈、霸榜、站
上C位，在重大文化节日节点上申请‘出
战’，慢慢形成国人的新年俗符号，这无
疑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化、实现了有效传
播，令人欣喜。”齐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