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1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吕 晗

电话:(0531)85193618  Email:wtzx@dzwww.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 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 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 4：00 印完 6：4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朱子钰 刘方

  风夹沙而飞响，泉映月而无尘。在敦
煌鸣沙山席地而坐，感受着西北粗犷又
热烈的狂风，萌生了“手可摘星辰”的错
觉，震撼于大西北沙漠中的烟花绚烂，耳
边是环绕立体声的大合唱……近日，“鸣
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火上了
热搜。
  作为全新旅游体验模式的新探索，
万人星空演唱会让人眼前一亮。游客分
享的短视频在抖音持续出圈，有望为甘
肃带来继天水麻辣烫之后的又一轮关注
高潮。从供给侧来看，这一文旅项目深
度激活了当地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当地
自然景观，鸣沙山和天空作为天然幕

布，推出“日游夜演”全链条的旅游模
式。从需求侧来看，沙漠与演唱会的碰
撞，将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与音乐文化
相融合，观众可以一边游玩一边欣赏，
比传统音乐节更有看点，观众的旅游体
验也会更丰富、更立体、更难忘。
  走对了“盘活当地特色文旅资源”
的路子，是鸣沙山演唱会走红的密码。
近几年，各地都在这一赛道上加足马
力，不断开拓全新旅游体验模式。比如
泰安文旅的九女峰项目，保留了村子的
建筑肌理，结合本地故事定位“被鸟唤
醒的村庄”，以民宿群为主开发了露营
地、餐饮等配套设施，现在已成为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济南文旅盘活城市工业
遗存，在济钢遗址公园、 579 百工集文

创产业园等引入文创、网络视听、时尚
音乐等新业态，实现旧场景活化利用，建
设成集艺术空间、工业设计、文创集市、
文艺展演等活动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诸如此类的项目不一而足，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有的甚至变废为宝、变旧为潮。
  这些文旅项目的策划、落地都是文
旅融合、双向赋能的真实写照与生动实
践，其中精巧的思路值得推广。首先要
“盘好家底”。入得其境，方知其美，
文旅项目策划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资
源，以此为依托叠加创意，实现地域性
和时代性的有机结合。泰山九女峰与时
下流行的书店+、沉浸式演艺等概念相
结合，景区内的九女峰书房被誉为全省
最美书房，与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

戏剧表演于一体的沉浸式演出“故乡的
月”相得益彰。昔日人迹罕至的深山村
落变成“金窝子”。其次，充分发挥特
色文化优势。好的旅游体验，绝非生硬
堆砌元素、一味迎合流量能带来的，如
果没有文化的深度赋能，再好的资源也
难逃“明珠暗投”的命运。鸣沙山演唱
会将流量变成“留量”，吸引2万名游
客纵情欢唱，正是把握了这一点。
  强优势、塑品牌、重体验，是文旅
发展的重点。可以说，真正有质量的文
旅项目，都经历了从“文化解码”到
“文化编码”的过程。从以往的经验
看，找到最有代表性的地域资源与文化
资源不难，要做好“编码”工作才是真
正考验。

从“文化解码”到“文化编码”

  □ 石念军

  “韦神”韦东奕的被神化是全方位
的。且看新近热传的两则谣言：“韦东
奕为洞庭湖水灾捐款1600 万元”“月
球采样轨迹是由韦东奕计算的”。网友
对韦东奕的崇拜，既是学术的也是超越
学术的。官方辟谣之后，相关内容仍动
辄有数万点赞的热度，足见人们对于他
的崇拜。
  “韦神”无疑是现象级的热门话题
人物。抖音平台数据显示，“韦神”和
“韦东奕”的话题播放量分别高达88 . 6
亿和 79 . 6 亿，“数学天才”的话题播
放量也超过22 亿。超级话题衍生超级
问题，谣言因他而生也就不难理解。而
综观前述谣言来看，神化韦东奕实为平
台时代流行文化的典型个案。
  谣言是社会心理的普遍映射。直观

而言，自媒体造谣传谣，无非是“流量
至上”的功利心作祟。在平台的算法驱
动下，类似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其背后
既有自媒体运营者的主观动机，更有平
台机制的客观刺激。值得注意的是，正
如“无共情，不传播”的传播逻辑所
言，如果一则谣言能够广为传播甚至冲
上热搜，说明它一定触动或者迎合了人
们某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诉求。谣言背后
所潜藏的公众态度或许才是更重要的思
考对象。
  谣言是神化的极端表现。韦东奕
“封神”已久。自从几年前走入大众视
野，其痴迷数学而成就卓越的天才形
象，与衣着朴素、生活简单的学人气
质，就给公众观感带来巨大的反差和冲
击。可以说，韦东奕对学术的纯粹追求
和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完全契合了大众
对于学人形象的想象与期许。自媒体不

惜以造谣传谣的方式继续神化韦东奕，
从本质上就是利用了公众的“神化”心
理。尤其是在“不讲逻辑只讲感情冲
动”的平台流量逻辑之下，以网友为代
表的公众群体，乐于看到作为“人格崇
高者”代表的韦东奕，既有学术的成就
更有乐善好施的古道热肠与付诸公益的
实力。喜欢一个人就不惜把一切美好的
事情都寄予他一身，这种谣言式的神化
方式无疑是极端的。
  谣言是不满情绪的隐性表达。韦东
奕的走红，表面上是他的形象迎合了大
众对于学人形象的美好想象。人们对
“韦神”的崇拜，或多或少隐藏着对现
实学术圈的不满。崇拜与不满之下，不
问青红皂白、不分真假虚实的点赞与转
发，也就不难理解。
  谣言治理素为难题。在算法逻辑和
流量法则至上的平台时代，造谣传谣的

方式愈加呈现出更简单、更高效的一
面。虽然平台一向对造谣传谣施以严
管，但在流量变现的商业利益驱动和社
会心理的广泛迎合之下，谣言此起彼
伏，断无铲除的可能。“韦神”话题的
持续热度就说明，只要“韦神”还是稀
缺的形象代表，围绕他的各种“造神”
话题就会时有新意，哪怕是以造谣的
方式。
  韦东奕无疑是被动的，也是无辜
的。无意而被动地卷入谣言之中，韦东
奕必然是受害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一
些人通过关注“韦神”来表达自我的社
会立场和情绪态度，也通过关注“韦
神”来消遣和满足自我。对于潜心学术
简单生活的韦东奕而言，这样的舆论环
境显然是他不需要的。但他的脱身，大
概只有期待下一位“韦神”早日出现取
而代之。

神化韦东奕为哪般

  □ 卢昱 潘星妤

　　2020 年，湖南耒阳女孩钟芳蓉以
676 分的优异成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学
专业，这一决定如同一股清流，冲破了
“职业导向”的教育观念，引发广泛讨
论。近日，拿到毕业证的她以第一名的
成绩通过敦煌研究院的招聘面试，不仅
证明了自己的学术才华，更让公众重新
审视了“冷门”与“热门”专业的
取舍。
　　“冷门”与“热门”的划分，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市场需求与供给的不平
衡。“热门”专业往往是那些就业前景
广阔、薪资待遇优厚的专业，它们受到
家长和学生的青睐。然而，这种立场往
往弱化了个人兴趣、学术热情以及对社

会的贡献。
　　考古学之所以被视为“冷门”专
业，是因为它不像金融、计算机等直接
关联经济产出。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考古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正逐渐显现
出其独特的社会价值。钟芳蓉最初的选
择提醒大众，申报专业并非仅仅基于经
济效益的考量，而应更多地考虑个人的
价值追求与社会文化的传承。
　　要知道，“热门”与“冷门”也能
相互转化。比如当年火热的土木工程专
业，现在被猛泼冷水；而考古学专业，
尤其是许诺可以定向就业的那类，在当
下备受热捧。大学本科教育作为通识教
育，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广博知识、批判
性思维、良好沟通能力和强烈社会责任

感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对像考古学这类
招生难度大、培养周期长的“冷门”专
业，还需要不断创新培养模式，促进跨
学科融合。
　　对学生而言，虽然“热门”专业可
能提供短期内较好的就业机会，但长期
来看，个人的职业发展还应基于自身的
兴趣和能力，以及行业的持续发展趋
势。同时，终身学习和跨学科能力的培
养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变得尤为重要。
　　毕业走出校门后，无论专业冷与
热，找工作时，说是双向自由选择，但
大家都知道，求职者既没太大自由，也
没很多选择，更大程度上是进入一个格
式化的社会。毕业生要与之兼容，而不
是相反；很多人可能得在一个甚至是一
系列未必热爱、更多出于功利而选定的

岗位上尽心尽力，干出业绩，然后才谈
得上发展、开拓和创造自己。
　　每个人的追求和爱好都必定在社会
中校订和丰满。生活和职业，过去不是，
今后也不会是个人爱好的光影投射；它
是子弹飞出的那条抛物线，无论是否连
接了击发者和他心中的目标。这是我们
所有人的命运：规划人生，却无法完成设
计；向往未来，却只能始于现在。
　　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在社会、职业
以及家庭中，责任永远高于热爱。从这
个角度看，钟芳蓉是幸运的，她从专业
选择到就业，有着一以贯之的热爱，还
可以兼顾责任。我们也需要更多的“钟
芳蓉”，用她（他）们的行动诠释读书
的本质，促进“冷”“热”专业的
均衡。

如何看专业热与冷

  □ 李琳琳 田可新

  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无可置
疑。然而，由于戏曲艺术的欣赏门槛
高、表现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以及现
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戏曲在年轻群体
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近年来，为吸
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传承与发展中国
戏曲，一些戏曲团体和演员也在努力创
新和转型，尝试借助现代元素，为传统
戏曲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不久前，由越剧名角裘丹莉任发起
人，游戏《原神》邀请豫剧、京剧、越
剧、淮剧、沪剧五大戏曲的八位国家队
戏曲家，与八位原配音演员梦幻联动，

共同演出《璃月戏·歌会》。该歌会添
加的戏曲元素与原角色定位贴近，在五
段游戏音乐中融入传统戏曲，八位国家
队戏曲演员精妙绝伦的表演令无数观众
叹服。此次歌会正如歌词“新貌打破次
元壁，新时融汇国潮启”，将戏曲与二
次元结合，让各位二次元游戏迷在歌会
中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
  这并不是传统戏曲与二次元游戏的
第一次结合。 2022 年1月，《原神》上
线《神女劈观》剧情PV ，由上海京剧
院国家一级演员杨扬演唱，融合了戏曲
特技动作与传统武术，一上线便受到游
戏玩家以及网友的大量讨论与关注，其
13种语言版本在170 余个国家及地区发
行，在全球范围内走红。 2022 年7月，

上海越剧院与网易手游《绝对演绎》合
作，将越剧版《红楼梦》搬进游戏，越
剧演员王婉娜和李旭丹分别担任了贾宝
玉和林黛玉两个经典角色的动作捕捉和
配音，并且使用模型扫描技术，将上海
越剧院提供的黛玉、宝玉戏服进行了
1 ：1 还原，不仅复刻了服装色彩和装
饰，连细小的纹理都能尽数捕捉。玩家
可以在游戏中了解越剧并亲自演绎红楼
梦中人，实现了传统越剧文化在游戏中
的数字化传承。
  “戏曲+二次元”为传统戏曲的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首先，这种形式激发
了戏曲创作者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创
新。通过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文
化元素相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具时代感

和吸引力的作品，满足观众多元化的审
美需求。其次，“戏曲+二次元”可以
推动戏曲的数字化发展。通过高科技扫
描技术，戏曲中的服饰、道具等元素被
精确复原到游戏或动画中，可以通过对
戏曲演员的动作捕捉，复刻其动作、神
态，帮助戏曲进行数字化呈现。这种结
合形式吸引了更多年轻受众的注意，扩
大了传统戏曲的受众基础。最后，“戏
曲+二次元”推动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国
际化传播。《原神》官方在英国、日
本、韩国等发布的中文唱腔版《神女劈
观》，总播放量过千万，不少海外网友
表示因为《神女劈观》及其相关视频对
中国戏曲产生热爱，并且开始自学中文
以及戏曲唱腔。

遇见二次元，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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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首次举办体育文化论坛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于进 报道 
本报讯 7 月11 日上午，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体育文化论坛在曲阜尼山举办。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今年首次举办体育文化论坛，以“中华传统
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为主题，深入研究挖掘中国
传统文化、中华体育精神与以“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为代表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共同价值取
向和目标追求，积极探索新时代体育文化传承、传
播、普及的新理念和新路径。省体育局局长乔云萍
主持了论坛的致辞环节。论坛第二阶段，由山东体
育学院发起，国内外5家单位共同签署了“中华传
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研究合作”备忘
录。山东体育学院院长毛莉虹主持了第三阶段主旨
演讲。相关专家学者等60 多人参加了论坛的现场
交流活动。

中国男排挑战者杯夺冠

临沂奥体公园有“主场范”

隔记者 于晓波 杜辉升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4 国际排联男排挑战者杯

决赛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结束。中国队3比1战胜
比利时队夺得冠军，同时锁定了明年世界男排联赛
和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我省王径一、翟德军、李磊
三人随队出征，助力中国男排一举夺魁。此外，本
次赛事不仅是临沂举办的第一次国际级赛事，也是
“三大球”国家队在临沂首次比赛。临沂也因良好
的赛事保障及优异的综合实力赢得了国际诸多运动
员、裁判员等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男
排主场和福地。

U20女排亚锦赛中国队夺冠

山东将帅助力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宋莹 张鹤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第22 届亚洲U20 女子排球锦

标赛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东道主中国国
青女排激战5 局以3 比 2 力克日本国青女排，时隔
8 年再一次在该项赛事中夺冠。本届中国国青女
排由山东青年女排主教练匡琦挂帅，另外有李晨

瑄、郭湘玲、国炜琳、李玥凝 4 名队员来自我
省，她们为队伍取得最终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其
中主攻手李晨瑄更是被评为最佳主攻，展现出了
深厚的实力。

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圆满收帆

我省张浩然包揽三冠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日前， 2024 年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在

福建省平潭综合试验区龙王头海域圆满收帆。本次
冠军赛是出征奥运前国家风筝板队的最后一次全国
练兵，国内风筝板高手悉数参赛。我省运动员张浩
然在比赛中表现抢眼，他包揽了男子水翼风筝板障
碍赛、长距离赛和场地赛的三项冠军。

“好运山东”户外运动休闲季

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体育邀约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姜振 崔博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好运山东”户外运动休闲

季研学之旅启动仪式上，我省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了
一封“体育邀请函”。本次研学之旅发布了首张省
级层面体育研学地图，地图涵盖了全省105 个体育
研学场域，让广大青少年跟着地图去研学，探寻体
育传统、感受体育精神、学习体育技能、体会运动
快乐。

全国61支小排球劲旅

在潍坊夏令营比赛和研学
隔记者 杨学莹 张蓓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2024

年全国小排球锦标赛暨青少年夏令营训练营，来自
全国的61 支队伍参赛。本次活动积极推动“体教
融合”的具体实践，在开展小排球比赛的同时，主
打“研学”特色，通过技能展示等一系列丰富的研
学活动，为全国小学生队伍搭建同台竞技、互相交
流、共同进步的平台。

2024 山东省体育消费季

暨枣庄体育旅游节启动

隔记者 于晓波 张环泽 
通讯员 赵智 王子傲 报道
本报讯 7 月12 日，“好运山东”中国体育彩

票·2024 山东省体育消费季暨枣庄体育旅游节启动
仪式在枣庄台儿庄古城举行。活动以“体育消费新
风尚，运动旅游新坐标”为主题，省体育局副局长
栾风岩介绍，本届山东省体育消费季将继续突出市
场导向，推进体育赛事“三进”，加速体育、旅
游、文化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创新的消费促进
新平台，以消费扩容提质构建体育新质生产力，推
动我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