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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朋友，是搞舞台服务的，上个月去了国内三个

不同地方的音乐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上半年把前三年

欠的差都补回来了”。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也说，今年整个大型演出

包括音乐节的数量，可能会超过 2019年。

朋友说，如今，音乐节越来越成了主要客户。

专门上网看了看，音乐节的火爆在新闻报道里也能

窥得一二：上个月，贵州省金沙县举办了首届玉簪花音乐

节，该县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对音乐节系列活动开展了宣

传推介，宣传覆盖近 300万人次。

金沙县在哪？它隶属贵州省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

北部，常住人口约 54万。当人们还以为音乐节是大城市

里的特有的文化产品时，它已经开始“城市包围农村了”。

在中国，音乐节是个名副其实的新生事物。2000

年，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北京创办，此后，音乐节这个新

兴演出形态在国内迅猛发展、遍地开花。

今年，音乐节尤其火爆。今年上半年，不仅草莓音乐

节、迷笛音乐节、麦田音乐节等老牌知名的传统音乐节一

票难求，而且还诞生了一批售票火热和体验评价高于 9

分的新锐 IP，比如，如南宁的华流音乐节、长沙的 YOLO

音乐节、海潮宇宙音乐节。

这些“头部品牌音乐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文旅

的引流效果和社会效应都强势拉满。

这可以解释各地热衷举办音乐节的原因：音乐节不

仅能直接促进文化消费、拉动旅游，游客在观看演出外，

还需支出往返的交通费用、旅行期间的食宿费用，以及其

他可选择的消费，从而延伸出一系列消费链条。

有业内人士就透露，2020年 11月的海南陵水草莓音

乐节大概来了 3.5万人，其中近九成是从全国各地搭乘飞

机前来的，每人仅机票酒店吃饭就要花费数千元，加上购

物等消费，一场音乐节能拉动 3亿元的消费。

在地方看来，音乐节不仅是一场演出，还是文旅的引

流载体。这也是许多像金沙县这样的小地方纷纷开始了

举办自己的音乐节的原因。

2021 年 7 月，草莓音乐节在东北小城阜新一处深达

80 米的废弃矿坑里举办，音乐节共计吸引了省内外 3.2

万人次，带动当地住宿、餐饮、购物等行业收入总计 4500

万元，为这座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城市带来了转型振兴

的希望。

虽然如此，对于纷纷上马的音乐节而言，仍然有许多

现实的困难和挑战，乐队面孔过于雷同其中一例，以至于

业内有人评价：很多音乐节更像是以乐队为主题的全国

巡演。如何在熟面孔的吸引力和特色化之间做好平衡，

是一道难题。

在解答这道题目上，“小地方”更用心。比如，一些地

方专门找城市特色相关一些方言乐队，更多的地方则把

音乐节与本地特色活动结合起来。玉簪花音乐节上，除

了有国内知名乐队献唱，还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体验、非遗技艺展示、特色美食体验、文创产品展示、旅游

商品展销等内容。

在资源聚集远不如大城市的情况下，“小地方”想要

让音乐节办得精彩，发挥作用，不仅要把自己的歌唱好

听、唱出不同，更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借机展现出来，

让流量变留量，达到各唱其歌，各美其美的效果。我想，

这应该也是音乐节发展到这一阶段应该呈现的状态吧。

各唱其歌 各美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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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让武当山文化遗产“颜值”永驻

武当文化解锁新“功夫”

视 线G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朱江 余东杰

夏至前后，万木葱茏。自然环境清幽的

湖北武当山，群峰傲立，古建筑群或散落在山

谷中，或悬挂在峭壁间，或矗立在山尖上。

6 月 20 日，在武当山文物宗教事务局办

公室，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方胜

强向记者展示了 3 分 40 秒的“武当山五龙宫

数字化复原”动画。随着镜头缓缓推进，殿宇

森严的五龙宫顿时“容颜焕发”。

数字化复原再现古建筑“容貌”

规整的古代宫殿布局、周边环境一目了

然。黛瓦红墙的恢弘殿宇以及木作、石作的细

部装饰栩栩如生；穿过蜿蜒曲折的黄河墙，步入

层层宫门，沿着约180米悠长的步道，通往巍峨

的五龙宫大殿；游走于高耸的御碑亭，如同被拉

进了五龙宫考古现场……跟随“武当山五龙宫

数字化复原”动画的脚步，记者宛若身临其境。

“武当山依托武汉大学高水平科研平台

优势，对武当山核心文化遗产要素进行精细

扫描，为文物保护和修复提供科学支撑。”武

当山文物宗教事务局总工程师任鹏飞说，积

极推进的文物保护数字化成果转化运用，为

遗址考古、文物保护与展示等提供了多源异

构文物保护数字化展示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体验感和还原度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追捧博物馆

及相关文创产品。如今，武当山线下与线上

“齐飞”，以武当文物、武当建筑为代表的武当

文化突破距离，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近。

考古发掘工作，是一场不可逆的工作。2020
年9月8日，湖北省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世界

文化遗产武当山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开工仪式在

五龙宫举行。这次考古发掘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武

当山古建筑群进行的首次大规模发掘项目，其学

术意义重大，社会影响深远。截至2022年底，清

理遗迹单位20多个，出土文物1000余件。

“随着五龙宫考古的深入推进和研究成

果的呈现，数字化还原还将不断完善。”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康予虎介绍

说，“武当山五龙宫数字化复原”动画可以将

日池、月池、天池、地池和布局颇具哲理的五

龙井，梦幻般地“复活”，体验感远远超出任何

文字资料；亦可近距离欣赏造型别致且生动

逼真的五龙浮雕、龟蛇浮雕、火纹及玉兔捣药

浮雕，惊叹于“跨越时光”的今昔对比，愈发感

到五龙宫厚重沧桑与神秘……

用三维动画请历史“说话”

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现存古

建筑 200 多栋，面积 5 万平方米，其历史之

久、规模之大、构造之妙、建筑之美，极为罕

见，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成就的博物馆”和

“挂在悬崖峭壁上的故宫”。

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的正确打开方

式是什么？如何让世界文化遗产“颜值”永驻？

2022 年 3 月，一支摄影测量团队耗时 30
天，用无人机扫描整座武当山，用1万张照片还

原世界文化遗产。这条视频登录B站的当天，

播放量超过 230万元，该视频以过硬的内容质

量和高端制作水准，获得了全站排行榜最高第

一名并进入每周必看榜单，成为众多网友热议

的话题，也使摄影测量这一技术成功“出圈”。

带着用摄影测量这一技术去数字化记录

世界文化遗产的愿景，这支摄影测量团队运

用大疆无人机在武当山金顶景区进行航拍摄

影测量。

通过现代技术、场景规划和海量的照片

拍摄，最终通过三维合成软件进行自动合成

和渲染后，把武当山雄伟的主峰和巍峨的古

建筑群等，以三维景观的形态记录下来并呈

现给观众。

“古建筑历经战火和风雨，总会随着时间

流逝老化和破损。”据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

学院副教授季铮介绍，他们除了对实物进行

保护，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在信息上永久保存

这些文化遗产，保存人类文明的印记。目前，

该团队制作的数字化文档成果已移交武当山

相关部门保存。

数字开发让武当文物“活在当下”

厚重的文物资源，意味着繁重紧迫的数

字化工作。

2022 年 3 月 28 日，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武当山考古研究中心，1：40 高比例复制

的武当山金殿模型诞生。这是文物研究权威

机构首次采用 3D 打印技术，成功对 600多年

历史的珍贵文物金殿实施高精度文物复制，

由此全面启动对武当山文物融保护、研究、管

理、展示为一体的三维“数字档案”工作。

这次 3D打印技术的成功运用，解决了武

当山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复制及文创产品开发

的问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当山考古

研究中心主任李毅表示，随着 3D打印技术不

断发展成熟，我国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

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更多精妙绝伦的武当文

物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2022 年 7 月 27 日，武当山首期数字藏品

《大美武当》系列在鲸探平台上线销售，两万

份藏品仅上线 1 分钟就被抢空，众多武当文

化爱好者在藏品主页留言表示“一品难求”。

“我们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

开发，以及三维动画的呈现，让武当文物‘活

在当下’‘火热迸发’。”武当山管委会主任师

利龙表示。

据介绍，武当山景区还将筹建武当山文

化研究院，开发古建筑数字文创产品，谋划建

设“武当古建筑文物医院”；积极推进复兴“九

宫八观”文化圈工程、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建

设、文化遗产数字平台建设。

如何开展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遗产数字化建设和研究性保护、怎样打造武当山文化遗

产数字化平台、如何探索适合武当山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武当文化解锁新“功夫”。

阅 读 提 示

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馆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大河潮涌 幸福中国”——

“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馆联盟”启动仪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尖扎县举行。

据介绍，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馆以共商共建共享、联建

联创联动、创新发展合作原则，联合成立“黄河流域九省（区）

文化馆联盟”，从三江源头到渤海之滨，以黄河为魂凝聚群众

文化力量，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构筑黄河群众

文化品牌形象，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文脉，推动黄河流域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黄河流域地域

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

据介绍，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馆联盟将通过融入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统

筹黄河流域特色群众文化资源，融会贯通“文旅+”多元模式，

打造黄河流域特色群众文化品牌，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让

黄河孕育出的多彩文化同频共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提升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馆联盟的品牌知名度、美

誉度，让黄河文化焕发出崭新的时代光彩。

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保忆·浮光图书馆内，许多附近的村民带着孩子到这里看书，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该图书馆的开
放，也丰富了暑期留守山村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胡建强 摄/人民图片

乡村书房觅书香

本报记者 苏墨

“在悬疑作品大热的背景下，观众的‘破

案’水平越来越高，加之这部作品上映前热度

就很高，如何有信心让提前知道了答案的观

众再来到电影院看？”《工人日报》记者一上来

便抛出了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给电影《消失

的她》导演崔睿。

该影片曾入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并获得媒体观影团评选的“天坛

奖”入围影片场刊最高分；公映前的一周，该

片预售票房已经破 2000万元。首映礼上，前

来观影的导演郭帆表示《消失的她》“又把悬

疑电影的天花板拉起来了”。

记者的观感则是，在 2小时里，电影不断

地在反转，甚至片尾彩蛋也给出了好似来自

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答案。毫无疑问，这是

一部强情节、快节奏的悬疑片。所以，不由得

担心“底儿”如果漏了，会不会种种努力付之

东流呢？

“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故

事可以总结为‘局中局中局’，它是一直在牵

着你走。所以我马上又从头看了一遍，再去

分析了一遍里面的人物和细节，又有一个新

的解读。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值得观众

去不止看一遍的。”崔睿说，为了让《消失的

她》成为一个不同以往的悬疑片，他很重视给

观众提供交互感。而让观众有反复观看的欲

望是一部悬疑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

“我们里面有很多细节的埋设，包括用一

些东南亚的动物、凡·高的画作去隐喻人物状

态和情感趋向。观众在看第二三遍的时候，

都能有不同的理解。”

近年来，好的悬疑作品层出不穷，观众的

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普通的反转见怪不

怪，猜透悬念的节奏也不断提速。“创作悬疑

剧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跟观众赛跑，斗智斗勇

的过程。”

崔睿揭秘他的“赛跑”技巧：“我们特别

注重节奏的把控，希望能够在观众可能刚要

猜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反而把这个包袱抛

出，让观众提前知晓，但是同时又带着观众

进入下一个悬念。原来的一个悬疑电影只

要有一个主要的悬念，一个主要的反转就够

了，但是现在要不断地来制造反转。”

同时，在“反套路”上，导演也在美学架构

上找到了突破口。“此前悬疑电影大多数是比

较阴郁、压抑的一个情绪表达，但是我们这次

想要做一部色彩明朗、丰富的悬疑片。这种

美学的构架是偏积极、阳光、色彩很浓郁的，

这反而跟影片中人性阴暗面的内容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让影片的悬疑感更强。”

而更让观者惊喜的是，在强反转、快节奏

的剧情之下，影片塑造出层次丰富、情绪饱满

的人物的同时，也在引领观众们去思考深层

次的人性与社会议题。

崔睿认为，“悬疑片不能为反转而反转，

这样观众会看得很累又不能融入其中。好的

悬疑故事的核心一定是人物。悬疑片其实在

翻的是人内心的变化，所以一切悬疑点的反

转都是围绕着人物的心境来做的。”

片中主角何非“可怜、可悲、可恨”，复杂

多面，饰演这一角色的朱一龙刚刚捧得金鸡

奖。“何非”和他此前塑造的人物截然不同。

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专访的时候，朱

一龙很是害羞，说话也真诚，完全不能想象影

片他如何做到在 20秒里变换五六种情绪，甚

或疯狂、极致爆发的。

“我试图去理解何非为什么变成这样。

在剧本之外，他潜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

为什么会有这些举动？我必须得在之前把

这些所有的问题想清楚，让我能说服自己，

去相信这个角色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朱

一龙说，他塑造这个人物之前一直在给自己

洗脑。

而这也是他一开始接触剧本时，犹豫的

地方。“我希望他不是符号化的，或者直接给

他贴上坏的标签。我需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件

事情补充好，尽量把合理的人物成长线捋出

来。”至于会不会给自己本身的人设带来不良

的影响，他则表示，“不会说演一个坏人，观众

就觉得我就坏了，现在观众都很聪明。”说完，

他又害羞地笑了。

而颠覆式的表演也让朱一龙证明了自

己。在首映礼上，导演郭帆、大鹏就向他发

出了邀约，期待演员朱一龙未来有更多的可

能性。

“好的悬疑作品，应该让观众有欲望反复观看”

影像艺术助力“天下无诈”
本报讯（记者蒋菡）“我们的奖金将用

于蓝天救援队的公益活动，我们会竭尽所能

守护生命。拯救他人的生命是一件让人心中

充满光明，然后让这光明去照亮其他人的事

儿。“在近日举办的晟创娱乐防诈骗公益微电

影比赛颁奖典礼上，公开组一等奖作品《救

我》的导演初征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作为

蓝天救援队的成员，她和伙伴们参加这个大

赛可谓一举两得，一是宣传反诈骗，二是拿到

奖金用在救援上。

据悉，本次比赛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正

式启动，在长达 151 天的作品征集与评选流

程之后，总计 88部作品入围评选。当晚公布

了本次大赛的获奖名单：《救我》与《永远的约

定》分别获得公开组、学生组第一名。

本次比赛公开组一等奖获奖作品——

《救我》，通过对光影艺术的深刻理解，运用梦

境的表现手法，完美展示了失落于诈骗集团

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情景，并“复刻”出脱身难

比登天的现实。画面场景扣人心弦的同时，

也令人对诈骗警醒。

作为该作品的编剧和导演，这也是初征第

一次以导演的身份获奖，谈及创作思路，她告诉

记者：“我考虑可能大多数人会从诈骗的方式、

诈骗的套路出发来编剧，我们想传达的一个主

题是‘绝望与希望’，就是当你身处绝望的时候，

不要放弃对自由的争取，然后就是“君子不立危

墙之下，不要让自己陷入绝望的境地当中。”

“影像从业者是有社会使命的。”颁奖典

礼上，一位选手的获奖感言道出了在场很多

大赛参与者的心声。这场颁奖典礼不单单意

味着一场比赛的结束，它也将是一个新的开

始，用影像艺术助力实现“天下无诈”的梦想。

《永乐大典》副本原件广西亮相
日前，为期一年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

的回归和再造”广西巡展在南宁开幕，现场展出的两册与广西
相关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件，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据悉，本次广西巡展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展览面
积为 830平方米。系统讲述《永乐大典》的编纂经过、编排体
例、版式外观、聚散流变、价值与利用，全面展示《永乐大典》蕴
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

喻湘泉 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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