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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 ，吉 林 首 部 虚 拟 数 字 人 冰

雪 文 旅 宣 传 片《长 白 天 下 雪 ，雪 域 见 奇

遇》发布。宣传片既是两位数字人——

“初一”“玄龙”的传奇爱情故事片，也是

一部吉林长白山冰雪形象片，通过虚拟

现 实 制 作 技 术 与 长 白 山 实 景 拍 摄 相 结

合，为大家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近年

来 ，文 旅 行 业 不 断 拥 抱 科 技 创 新 ，探 索

着数字化发展。在此过程中，虚拟数字

人随之诞生，他们可以是导游、讲解员，

也 可 以 是 地 方 形 象 代 言 人 。 凭 借 着 聪

明的“ 大 脑 ”、极 强 的 可 塑 性 ，他 们 活 跃

在文旅行业的诸多场景中。

惊艳亮相的“国风少女”名字
透着文化气

唐代花钿妆容、双髻丸子头，身着淡

雅长裙的文博虚拟推荐官文夭夭是一位

“国风少女”，她已“入职”中国文物交流

中心，负责解说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文夭夭”取名自《诗经·周南》：“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有网友表示，文夭

夭“人”如其名，处处透着“文化气”。在

形象设计上，文夭夭融入传统中式元素

的 古 韵 之 美 。 双 髻 丸 子 头 源 自 古 代 少

女 发 型 ，后 部 增 加 现 代 编 发 ；妆 容 融 入

唐代盛行的花钿装饰，透出年轻与古典

交 织 的 气 息 ；服 装 采 用 现 代 莫 兰 迪 色

系 ，以“ 古 代 扇 子 ”为 贯 穿 元 素 ，展 现 着

浓厚的时代感和艺术感。

此 前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推 出 的 虚 拟

数 字 人 艾 雯 雯 ，其 形 象 设 计 也 值 得 一

提。据介绍，设计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对中国女性容貌审美、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古代服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参

考 了 国 博 已 经 开 发 的 相 关 文 创 产 品 。

目前，她已有五六套适应不同场景的服

装 ，有 印 着“ 新 青 年 ”字 样 的 白 色 T 恤 ，

也有飘逸素雅的汉服。

同 时 ，艾 雯 雯 的 名 字 也 有 深 意 。

“ 艾 ”通“AI”、也 通“ 爱 ”，“ 雯 ”通“ 文 ”，

名 字 寓 意 艾 雯 雯 以 AI（人 工 智 能）为 技

术基础，表达了对文明、文化、文物的喜

爱，对文博工作的热爱。

有 网 友 说 ：“ 巧 笑 倩 兮 ，美 目 盼 兮 ，

既有古典美人的优雅从容，又有现代女

孩 的 活 泼 开 朗 ，期 待 和 雯 雯 在 国 博 邂

逅。”

“腹有诗书”的数字人 传播
文化有一套

高 颜 值 的 虚 拟 数 字 人 可 不 是 只 有

美 丽 外 表 的“ 花 瓶 ”，在 传 播 文 化 方 面 ，

她们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一 镇 之 地 ，五 座 园 林 ，人 文 荟 萃 ，

商 贾 云 集 。 这 是 大 家 普 遍 印 象 中 的 南

浔 ，而 在 这 背 后 ，还 有 许 多 不 为 人 知 的

故 事 。”在 浙 江 湖 州 南 浔 古 镇 的 官 方 微

博，虚拟镇长林桑晚在视频里介绍着南

浔古镇的历史文化和特色风景。

南浔古镇素有“文化之邦”和“诗书

之 乡 ”美 称 ，历 史 上 出 现 过 许 多 著 名 人

物 ，留 下 过 众 多 诗 人 、散 文 家 的 足 迹 。

不 久 前 ，身 着 白 色 西 装 、性 格 活 泼 开 朗

的 虚 拟 数 字 人 林 桑 晚 成 功 当 选 南 浔 古

镇 虚 拟 镇 长 一 职 ，为 游 客 提 供 景 区 导

览、信息咨询、知识问答等服务的同时，

还录制了系列视频，在虚拟场景中为游

客 讲 述 南 浔 古 镇 的 各 种 文 化 。 游 客 可

以 通 过 有 温 度 、有 个 性 的 林 桑 晚 ，与 南

浔建立起深层次的情感链接，对古镇产

生认同感和亲切感。

“我的目标就是将自己的所学所用

贡 献 给 家 乡 南 浔 ，更 要 把 南 浔 的 美 、南

浔 的 格 局 和 视 野 传 递 给 世 界 。”视 频 中

林桑晚说。

“将古镇文化元素与虚拟数字人结

合 ，旨 在 构 建 一 个 虚 拟 文 旅 空 间 ，为 游

客提供不同于以往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认 识 南 浔 古 镇 ，从 而 让

千 年 古 镇 和 江 南 水 乡 焕 发 新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南 浔 区 委 宣 传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在

接 受 媒体采访时说，虚拟镇长是文化旅

游与元宇宙跨界融合的一次尝试，为古

镇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人设稳定”的形象代言 文旅
应用前景广阔

“刘三姐”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它根

植 于 广 西 山 水 ，是 几 代 人 深 刻 的 记 忆 ，

也 是 具 有 鲜 明 广 西 地 域 特 色 的 专 属 文

化符号。

作 为“ 广 西 文 化 旅 游 数 字 推 广 大

使”，多才多艺、形象美丽的虚拟数字人

刘三姐深受游客喜爱。她会唱山歌，会

讲白话、壮话、桂柳话、客家话等方言以

及 英 语 、东 盟 语 等 多 种 语 言 ，让 美 丽 广

西再度在互联网“出圈”。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选择刘三姐这个文化符

号作为广西文旅 AI 数字人的原型，既是

一种文化自信，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

延 展 。 希 望 借 助 刘 三 姐 虚 拟 数 字 人 把

广西的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推向全球。

近 年 来 ，流 量 明 星 、偶 像 演 员“ 塌

房”的例子数不胜数。频繁的“塌房”现

象不仅会让粉丝伤心失望，给自身品牌

效应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对社会造成恶

劣影响。相比之下，刘三姐等虚拟数字

人所具有的可塑性强、人设稳定等优势

逐渐显现出来。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创 意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副院长宋洋洋表示，如今随着技术手

段不断成熟，超现实虚拟数字人在各地

应用也越来越多，为文旅行业发展带来

助力。基于海量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技

术 制 作 生 成 的 虚 拟 数 字 人 ，拥 有 成 本

低 、真 实 性 强 、安 全 系 数 高 等 优 势 ，“ 还

可以通过大数据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专

属服务，拥有很高的情绪价值。”

宋洋洋认为，未来虚拟数字人或将

与旅游场景、文博场景进行更深度的匹

配、更深入的结合，“这需要虚拟数字人

更具有真实感和共情能力，同时实现更

低 的 成 本 ，为 各 地 落 地 应 用 这 项 技 术 、

传播当地文化提供便利条件。”

很多人是通过美食认识安徽的——

徽州臭鳜鱼、淮南淮王鱼、芜湖虾籽面、

宣城琴鱼茶、亳州曹操鱼头……成为人

们了解安徽历史文化、人文风情的重要

窗 口 。 安 徽 分 属 长 江 、淮 河 、新 安 江 三

大 水 系 ，水 域 资 源 丰 富 ，渔 业 发 展 历 史

悠 久 ，素 有 江 淮“ 鱼 米 之 乡 ”美 誉 ，长 期

的 渔 猎 活 动 造 就 了 大 量 独 具 特 色 的 渔

文 化 。 今 年 初 ，安 徽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省 文 物 局 联 合 出 台《关

于 加 强 渔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和 弘 扬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进 一 步 健 全 渔 文 化 保 护

传承体系，推动渔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

多元保护 激发传承活力

始 建 于 唐 代 的 歙 县 渔 梁 坝 被 列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黄 山 嬉 鱼 灯 、

三河河蚌舞、无为鱼灯等渔文化民俗经

久不衰……时至今日，千年文脉在江淮

大地仍赓续绵延，得益于安徽对渔文化

相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持续保护、传承

和弘扬。

近年来，安徽加快推动全省范围内

渔文化调查研究与保护，积极开展渔文

化资源调查摸底工作，强化各省级部门

联动协作，合力深入挖掘渔文化遗产内

涵 ，培 养 渔 文 化 非 遗 传 承 人 ，不 断 丰 富

展 示 载 体 ，构 建 渔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体 系 。

2021 年 ，安 徽 省 以 长 江 沿 线 区 域 为 重

点 ，加 大 挖 掘 和 研 究 阐 发 力 度 ，全 面 普

查长江安徽段渔文化资源，确认资源信

息 540 条 ，涵 盖 与 渔 文 化 相 关 的 物 种 、

渔 史 、渔 具 、渔 俗 、诗 歌 、渔 画 等 十 多 个

类 别 ，形 成《安 徽 省 渔 文 化 项 目 清 单》，

为长江保存了优秀文化根脉。

位 于 黄 山 市 休 宁 县 板 桥 乡 的 梓 坞

村拥有明末古鱼塘、状元鱼王等鱼文化

资源，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休宁泉

水鱼的核心区。近年来，该乡围绕鱼旅

融合发展的目标，深入挖掘泉水鱼历史

文 化 ，建 设 板 桥 乡 泉 水 鱼 博 物 馆 ，全 面

展示山泉流水养鱼系统的悠久历史、养

殖 方 式 、生 态 空 间 布 局 及 民 俗 风 情 ，不

仅提高了泉水鱼的知名度美誉度，还推

动泉水鱼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成为

安徽活化利用渔文化的生动案例。

通过实施渔文化保护利用工程，安

徽摸清渔文化资源家底，成功为各地渔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打 造 重 要 载 体 ，建 成 龙

虾 、龟 类 、泉 水 鱼 、淮 王 鱼 等 博 物 馆（展

览馆）4 座，涉渔民俗场馆 20 多个，以有

限的阵地资源推动渔文化广泛体验、有

效传承，并成为当地极具吸引力的乡村

旅 游 资 源 。 安 徽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责人说，安徽将进一步梳理渔文化资

源 ，继 续 加 大 保 护 传 承 弘 扬 力 度 ，在 有

效 保 护 中 深 入 挖 掘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的

历 史 价 值 、人 文 价 值 ，推 动 渔 文 化 在 新

时代绽放新光彩。

文旅融合 拓宽展示载体

进入新时代，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推动渔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

实现千年文脉绵延赓续、奔涌不息的关

键。安徽不断丰富渔文化展示载体，强

化 传 播 功 能 ，拓 展 体 验 方 式 ，推 动 渔 文

化 与 旅 游 在 更 广 范 围 、更 深 层 次 、更 高

水平上融合发展。

“ 天 门 中 断 楚 江 开 ，碧 水 东 流 至 此

回。”位于长江之畔的“江城”芜湖，自古

渔业生产发达，渔文化早已播撒在城市

各 个 角 落 、根 植 于 人 们 的 基 因 里 。 当

前 ，以 中 国 淡 水 鱼 文 化 为 特 色 的 中 国

（芜湖）长江渔文化博物馆正在建设，不

久将建成开放。

据 介 绍 ，该 项 目 集 科 普 教 育 、文 物

收 藏 、文 化 研 究 、休 闲 体 验 等 功 能 于 一

体，包括渔文化博物馆、游客中心、游客

码 头 等 11 个 单 体 ，常 设“ 中 国 渔 业 史 与

渔 文 化 历 史 陈 列 ”“ 长 江 流 域 渔 民 与 渔

村文化陈列”“长江流域传统渔船、渔具

与 渔 法 展 ”“ 长 江 水 生 生 物 与 渔 业 资 源

展”“长江十年禁渔与生态文明展”等五

大 展 区 ，还 有“ 稻 鱼 鸭 复 合 体 验 区 ”“ 生

态体验区”等互动体验区。

“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国家一级博物

馆运行指标，不仅将成为芜湖对外宣传

展示长江渔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将成为

全市文旅发展的一张新名片，具有重要

的 文 化 价 值 、社 会 价 值 、生 态 价 值 和 经

济价值。”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 秋 浦 河 畔 古 渔 村 ，千 载 风 情 传 到

今 。”诗仙李白寄情山水 ，曾 5 次游历秋

浦 ，留 下 诗 作 45 篇 。 依 托 厚 重 的 渔 文

化和诗文化底蕴，秋浦渔村深耕文旅融

合 ，已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文 化 度 假 基 地 。

“ 在 这 里 ，游 客 不 仅 可 以 欣 赏 古 老 的 渔

具、古朴的‘渔楼’、纯真的渔俗，还能品

味 渔 家 美 食 、风 土 人 情 ，做 一 回 真 正 的

渔 人 。 渔 村 每 年 吸 引 大 量 游 客 慕 名 而

来。”秋浦渔村相关负责人说。

安 徽 依 托 博 物 馆 、农 展 馆 、景 区 村

落等载体，让更多人能够通过沉浸式体

验主动接触了解、积极参与到渔文化传

承发展中来。“接下来，我们还将进行多

渠 道 探 索 ，对 渔 业 生 产 场 所 进 行 生 态

化 、景 观 化 、休 闲 化 改 造 ，综 合 观 光 旅

游 、渔 事 体 验 、休 闲 垂 钓 、科 普 教 育 、民

宿 餐 饮 等 功 能 ，建 设 水 下 有 鱼 、水 面 有

景 、水 岸 有 娱 的 休 闲 渔 业 基 地 ，推 动 渔

文 化 保 护 利 用 。”安 徽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渔

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何银说。

多彩活动 唱响新时代“渔歌”

安 徽 还 不 断 创 新 文 化 表 达 方 式 和

传 播 途 径 ，通 过 举 办 多 彩 节 庆 主 题 活

动，源源不断地为渔文化保护传承注入

新活力，生动阐释渔文化蕴含的精神内

涵和时代价值。

古韵汉服衣袂飘飘、传统舞龙欢腾

雀 跃 、民 俗 手 艺 精 彩 汇 聚 ……1 月 16

日 ，第 六 届 八 里 河 冬 捕 文 化 旅 游 节（以

下 简 称“ 八 里 河 冬 捕 节 ”）热 闹 开 幕 ，以

旅 游 为 媒 、以 节 庆 会 友 ，尽 展 八 里 河 的

自然风光、冬捕文化和渔业资源。观冬

捕 盛 况 、品 美 味 鱼 宴 、赏 山 水 风 光 的 多

重 组 合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慕 名 而 至 ，带 旺

当地冬季旅游市场。

“八里河冬捕节已成为安徽重点旅

游节庆活动之一，在全省冬季旅游中占

有重要位置，初步支撑起全县冬季旅游

的框架，推动了四季旅游发展。”阜阳市

颍上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八 里 河 冬 捕 节 是 安 徽 创 新 渔 文 化

传 播 途 径 的 一 个 生 动 缩 影 。 自 2002 年

以 来 ，安 徽 省 已 连 续 举 办 22 届 中 国·合

肥 龙 虾 节 ，推 出 了“ 虾 鼓 柔 情 ”“ 古 典 虾

会”“娱乐虾神”“异城虾情”等系列文娱

活 动 ，2023 年 开 幕 当 天 客 流 量 突 破 10

万 人 次 。 此 外 ，黄 山 新 安 江 渔 文 化 节 、

宿 州 鸬 鹚 捕 鱼 民 俗 文 化 节 、五 河 螃 蟹

节 、巢 湖 渔 火 音 乐 之 夜 等 一 批 节 庆 活

动 ，成 为 安 徽 渔 文 化 旅 游 的 靓 丽 名 片 ，

让历史文脉不断延续，让安徽“渔歌”在

新时代愈发悠扬。

安 徽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绍，安徽将继续加强对承载安徽文化

价 值 和 地 域 特 色 的 各 类 渔 文 化 相 关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的 研 究 、保 护 、传 承 和 利

用 ，推 动 渔 文 化 与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形 成

一 批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抢 救 性 挖 掘 和 保

护性利用经验，建成一批带动作用明显

的渔文化保护和发展示范区域，不断提

升 文 化 特 色 、品 牌 信 誉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

进一步讲好安徽渔文化故事。

谷 雨 茶 香 飘 满 园 ，小 暑 度 曲 赏

荷 闲 ，白 露 秋 风 逐 鹭 去 ，冬 至 数 九

话消寒……近年 来 ，节 气 作 为 时 令

指 南 ，逐 渐 成 为 一 种 旅 行 美 学 ，吸

引 游 客 应 时 应 景 地 探 寻 诗 和 远

方 。 国 内 许 多 旅 游 目 的 地 推 出 了

节 气 相 关 的 宣 传 视 频 、主 题 线 路

等 。 自 2022 年 以 来 ，江 苏 省 金 坛

茅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以 二 十 四 节 气 为

内 容 ，将 金 坛 茅 山 地 区 的 自 然 、人

文 资 源 与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制 作 了

24 条 原 创 节 气 短 视 频 ——《金 坛

茅 山 二 十 四 节 气》（以 下 简 称《二

十四节气》），在创新文旅传播方面

作 出 积 极 探 索 。 该 系 列 视 频 总 策

划 人 王 群 表 示 ，根 据 调 查 和 反 馈 ，

许 多 游 客 通 过《二 十 四 节 气》重 新

认 识 了 金 坛 茅 山 ，度 假 区 的 知 名 度

和美誉度得到提升。

浓缩精华 有序展示

我 国 的 二 十 四 节 气 是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蕴 含 着 深 厚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历 史 积 淀 ，也 具 有 鲜 明 的 地

域 特 点 。 王 群 介 绍 ，做《二 十 四 节

气》视 频 首 先 是 为 了 凸 显 金 坛 茅 山

的 独 特 性 ，其 次 ，二 十 四 节 气 代 表

一年的 24 个重要时间节点，以它为

一 个 坐 标 ，可 以 把 茅 山 一 年 的 自

然 、人 文 等 做 一 个 有 序 的 、艺 术 化

的 集 中 展 示 。“ 它 不 仅 是 一 个 旅 游

宣 传 视 频 ，也 是 一 个 人 文 记 录 视

频。”王群说。

《立 夏·清 风 徐 来》讲 述 了 茅

山 人 家“ 立 夏 送 扇 ”的 习 俗 ，视 频

用 三 种 扇 子 代 表 茅 山 可 体 验 的 三

种 夏 日 风 光 —— 用 书 画 折 扇 画 出

茅 山 云 雾 缭 绕 美 景 、用 刺 绣 团 扇

绣 出 可 体 验 国 风 的 茅 山 东 方 盐 湖

城 景 区 、用 编 织 蒲 扇 织 出 美 丽 乡

村 的 宁 静 ；《霜 降·盘 扣 系 秋》巧 妙

地 将 仙 姑 村 丰 收 的 稻 田 变 幻 为 金

色 的 布 匹 ，编 织 成 琵 琶 扣 、葵 花

扣 、葫 芦 扣 等 三 种 盘 花 扣 ，这 三 种

盘 花 扣 分 别 代 表 望 仙 路 公 共 空 间

山 水 风 光 、花 谷 奇 缘 景 区 向 日 葵 花

海 景 色 、茅 山 宝 葫 芦 制 作 技 艺 ……

据 了 解 ，《二 十 四 节 气》的 制 作 从

2022 年 7 月 23 日“ 大 暑 ”开 始 ，到

2024 年 1 月 20 日“大寒”完成 ，共花

了 两 年 半 的 时 间 。 两 分 钟 左 右 一

条 的 短 视 频 ，将 时 间 节 点 与 地 域 特

点 巧 妙 融 合 ，浓 缩 了 民 俗 内 容 、非

遗项目、美食特产与景区、景点、乡

村 旅 游 等 精 华 内 容 。 其 中 ，仅 非 遗

项 目 就 展 示 了 金 坛 刻 纸 、常 州 乱 针

绣、金坛蛋雕、茅山山东田歌、金坛

鼓 乐 、古 籍 印 刷 、茅 山 山 芋 粉 丝 制

作 、茅 山 芦 编 、茅 山 咸 货 腌 制 等 十

几种。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不 只 展 示 了 金 坛 地 区 的 茅 山 ，还 根

据 时 节 适 时 加 入 了 周 边 文 旅 信

息 。 比 如“ 春 分 ”拍 摄 了 整 个 大 茅

山，用“春色不分”将茅山两侧的历

史 、人 文 、风 景 放 在 迎 接 春 天 共 同

的喜悦之中。

坚持原创 精耕细作

从初 探 到 成 熟 ，《二 十 四 节 气》

历 时 两 载 ，内 容 也 从 一 开 始 反 映

自 然 变 化 和 罗 列 本 地 民 俗 的 单 一

情 节 ，转 变 为 可 了 解 历 史 人 文 知

识、体验景区项目、品尝美食的“纪

录 片 ”式 解 说 视 频 ，具 有 旅 游 指 南

作 用 。 如《大 雪·茅 盐 皑 皑》就 从

茅 山“ 大 雪 腌 肉 ”风 俗 讲 起 ，介 绍

了 金 坛 盐 矿 、茅 山 东 方 盐 湖 城 景

区 的 盐 博 物 馆 和《 吉 盐 圣 地 》演

出 ，以 及 美 丽 乡 村 仙 姑 村 的“ 晒

冬 ”场景。

“ 我 们 坚 持 输 出 原 创 内 容 ，只

有 高 质 量 的 原 创 才 能 吸 引 游 客 。”

王 群 表 示 ，金 坛 茅 山 的 底 蕴 挖 掘

还 不 够 充 分 ，坚 持 高 质 量 原 创 ，不

仅 是 为 了 拍 好《二 十 四 节 气》，也

是 为 了 进 一 步 挖 掘 茅 山 的 文 化 底

蕴 和 旅 游 资 源。

据 了 解 ，作 为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茅

山 民 俗 文 化 研 究 会 会 长 ，王 群 早 在

2011 年 就 开 始 研 究 茅 山 地 区 的 地

方文化和民俗。《二十四节气》系列

拍 摄 前 期 ，团 队 也 进 行 了 大 量 田 野

调 查 ，实 现 了 充 分 的 材 料 积 累 。 王

群 要 求 ，拍 摄 时 ，每 个 节 气 的 拍 摄

时 间 都 不 能 提 前 一 周 以 上 ；剪 辑

时 ，文 案 须 与 画 面 高 度 契 合 ，要 经

得住推敲和反复观看。

“ 短 视 频 对 文 案 的 要 求 很 高 ，

而 文 案 又 涉 及 构 图 、情 节 ，往 往 一

个 文 案 要 写 很 久 。 比 如“ 大 寒 ”文

案 在 剪 辑 前 才 写 完 ，因 为 发 现 有

想 要 的 画 面 没 有 拍 到 ，只 能 通 过

修 改 文 案 ，或 者 找 画面来替代。”王

群说。

江 苏 省 金 坛 茅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管 理 办 公 室 旅 游 发 展 局 副 局 长 俞

璐 表 示 ，度 假 区 在 宣 传 上 鼓 励 创 新

和探索，对《二十四节气》选题给予

了 大 力 支 持 ，使 系 列 视 频 最 终 得 以

高质量完成。

众人拾柴 忙有所得

在 视 频 制 作 过 程 中 ，摄 制 团 队

还 得 到 了 多 方 帮 助 ，许 多 视 频 的 结

尾 都 能 看 到 鸣 谢 单 位 ，其 中 既 有 度

假 区 内 的 景 区 、农 家 乐 ，也 有 常 州

市 毗 陵 昆 曲 社 、常 州 市 金 坛 古 籍 印

刷 厂 有 限 公 司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民 间

文艺家协会等。

据了解 ，《二 十 四 节 气》在 拍 摄

时 克 服 了 诸 多 困 难 ，如 前 期 创 作 、

道 具 、场 景 、交 通 等 ，参 演 人 员 也

都 是 友 情 出 镜 。“ 拍 摄‘ 芒 种 ’时 ，

我 们 将《金 坛 县 志》里 记 载 的 一 首

东 汉 的《三 茅 歌》进 行 谱 曲 ，采 用

道 情 的 方 式 唱 出 来 ，谱 曲 的 是 我

外 甥 ，唱 曲 的 是 朋 友 。”王 群 说 ，拍

摄“ 春 分 ”时 ，他 和 摄 像 团 队 凌 晨

3 点 出 发 等 日 出 ，一 直 拍 摄 到 晚

上 7 点 等 夜 景 ；拍 摄“ 大 寒 ”时 ，

为 了 拍 到 磨 豆 腐 、浇 百 叶 ，他 们

凌 晨 1 点 就 赶 到 做 豆 腐 的 村 民

家 。 每 一 个 视 频 都 饱 含 着 拍 摄 团

队 和 当 地 人 对 金 坛 茅 山 这 片 土 地

的热爱。

癸 卯 兔 年 的“ 大 寒 ”是《二 十 四

节 气》收 官 之 作 ，随 着 甲 辰 龙 年 到

来，王群计划继续拍摄《味道茅山》

“ 特 色 美 食 ”选 题 和《茅 山 十 二 月

令》“一月一乐（音乐），一乐（乐器）

一景”选题，并重点做好《非遗里的

茅山》，从非遗这个点，再对茅山文

旅资源进行深度挖掘。

金 坛 区 文 体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副

局 长 周 晔 介 绍 ，金 坛 区 近 期 发 布

了 2024 年 金 坛 探 寻 长 江 文 化 系

列 研 学 游 活 动 ，其 中 就 有“ 跟 着

二 十 四 节 气 游 金 坛 ”，除 了 将《二

十 四 节 气》中 呈 现 的 茅 山 文 旅 资

源 融 入 研 学 活 动 ，研 学 导 师 还 会

带 孩 子 们 在 金 坛 溯 源 长 江 文 化 ，

实 地 欣 赏 金 坛 全 域 秀 美 风 景 、感

受 当 地 风 土 人 情 、体 验 传 统 非 遗

技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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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夏·清 风 徐 来》视 频 中 常 州 乱 针 绣 传 人 在 茅 山 东 方 盐 湖 城 景 区 刺

绣的画面 摄制团队 供图

□ 朱文文

安徽：让“渔歌”更悠扬

虚拟数字人 文旅场景显身手
□ 本报记者 杨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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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北 京 景 山 公 园 在 园 区 内 布 置

了多个以“龙”文化为主题的雕塑景观，

受 到 游 客 欢 迎 。 图 为 游 客 在 景 山 公 园

寿 皇 殿 区 域 内 的“ 龙 ”文 化 主 题 雕 塑 前

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龙”文化主题景观
扮靓公园引客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