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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丘段时间，以沉浸式数字

增览著称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在丈旅市场持续“出圆”，
成为人们假期出游的优先打卡
地，清明假期事访人敛逾6万人
次，创下 T 自 2021 年开馆以来
的惭高，明星展览“运河边
踪”.￥！.走出现 1 －』在难求的现
阜。 扬州大运河文博垮火爆的
背后，就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展
示场景的创新，也再次彰显T
V,lf生丰技术为代在的新媒体在
保护、侍永与创新主化遗产万
面的独特作用。

新媒体助椎大运河实现了
从主化遗存到现代数字文化的

特虫，构建了“运河＋”文化惭
止在。近年来，运河沿线各地
依托各自特色贵珉，抬出大量
数字也，j ＇在产品 。 如北京段椎出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数字影
像、“大运河燃灯墨韵” AR 祷

园项目，通过“AI+AR/VR＋影

像＋实物”的方式．氢Bi. 丁大运
河北京段的历史风貌，丰富了
大运河的文化场景。而江苏段

椎出的“打追5G 大运河暨太远

河全媒体 IP”项目则将沉浸式体验、线上千古建
设、融媒体开发、博物馆建设统合为一体，构建大
运河文化的全媒体传播矩碎。 此外，在各大短视

频、直播平古，营销大运河相关的工艺、是舍、建
筑、服饰与又创产品已成为一种新商机。 在第五届
大运河立化旅游博览会上，专业主播“带祷带边带
览”吸引数百家展商现场分享商品，线上超4500万
人次观看直播，助力了运河又也•）市场的开拓。 业态

的变革椎动了消费的创新，以“云看展” “云旅券”
“虚拟体验”为代表的数字运河文化消费已成为常

态。以运河文化为中心，线上线下联动，多文化业

态、多文化部门、 ffe 文化主体联动，一条新的运河
文化增值链正形成，大运河呈现出从文化遗产主•J文

化 IP 的新发展趋势。

新媒体丰富了大运河的文化形卑。传统媒介时
代，人们对大运河的认知王要通过史料书籍、艺术
作品、 报纸、 电视等，大运河 ！， 作为涝运水道、水
利工程等形卑出现，在新媒体助力下，大运河实现
了从历史形靠到现代创意性审是形卑的转吏。 在
2023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基于裸眼30技术构筑的
拱哀桥跃然于数字运河之上，惊艳世界。 而一部电
视剧 ｛运河边的人们》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的运河风
脱，史塑造出守护运河的时代楷模。 从影视剧、 动
漫、 讲戏，到短视频、沉浸式影像，大运河文化lP
已衍生出众多类型的文化形单，它们不断融入民
俗、 艺术、非遗、圭食等运河文化场景构是中，涌
现出史为 i 元的创意性文化意缸，助力大；；；＿词从实
用之“水lit”到审失之“失逃”崎培舍己。

t 崎媒体拓展丁大运河文化传播主体。 传统的运
河文化普及传播由政府、企业椎动．主体构成较为
单一，雄鼠凝聚史大力量。 新媒体的互动性、自由
性、个体性、 即时性等新特点，降低了运河丈化传

播的门棍，为 ！， 元文化主体的参与提供了使利． 在
各大社交平古，大量的自媒体账号、网络达人，a直

楠、短视频、 文字等形式进行大运河旅将宣传、文

． 化讲摒、 产品椎介等活动．大运河文化传播支为灵

活、 丰宫，呈现出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新特点。
甜媒体创新了大运河的丈化管理体草。 大运河

流经地域众多，涉及部门众多，遗迹分散、 ！， 样 ，
且保存状态不一，这为集中有效的管理带来了困
难。 新媒体在数据分析、信息共亭、 监控预测、数
字存储等方面的优势为困难的解决提供了新手段。

如浙江段椎出的“千年运河·水蕴中华”数字藏品，
使用区块链技术生成唯一数字凭证， 实现文化遗产

的“数字永生”。 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

古”“大运河 （浙江段） 世界又化遗产监测革统”等
平古的椎出且·）为大运河遗产监测、整理、椎广提供

了主撑。
随着文化科技融合的深入发展，大运河文化的

生产 、 传播、 接受已离不开新媒体， 新媒体从文化
基因 、 文化主体、 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义化管

理、 文化消费等层面 ， 重构了大运河文化与现代文
化的关革。 保护、 传承与发展大运河文化，让历史

说话、让遗产说话、 让文化说话，新媳体发挥着重

要作用。
在大运河回事文化公国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

下， 四新媒体赋能大运河丈化资混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 就有中I -t.持续改进大运河文化的供给

水平， 也有助于弃实大运河文化的需卓一侧。 刷新
媒体手段发展大运河文化，要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
上． 持续椎动大运河文化责源的媒介化存储、转
化、表达， 扩展新煤体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层
次．用新媒体忠娘创新大运河文化运营模式与应用
场景 ， 不断培育大运河文化新业态 ， 做强文化消费
市场 • V,l消费i'）耐赋能文化创新。

（作者来杭州师
范大学文化创意与
传螺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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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中是径徽的反讽， 如果让观众产生 ·煽” 的印象， 也
起情理之中。
戏剧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在表达上也可以充满想

色为， 但在故事的底层以及角色的情感逻镜方面， －定
量哥以 “真” 打底。体现在音乐剧《脑脂扣》上， 可以看
到!llt,,g受到 2 当时的社会偏见与陈腐家庭观念是真的，
对于男女性别的不同定义与理解有着很大差异是真的，
对于个休与·个性的压迫． 对于自由与真惰的驱逐等． 都
令人感同身受．正是有了这份“真”， 如花和十二少跨越
哈恨得到观众自判· 并将这份情戚也划归到

出晶方供图

禽族文化多元传承发展

, 

A音乐.C,J 《胸脯扣》舞台舰。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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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九山半水半分田” 之称的景宁舍族自治是，
位于浙江南部的山地中。一条鹤溪在青山之间蜿蜒梳
淌 ， 将景宁县一分为二 ， 当地形成了 “九山半7k半)t
田” 地貌格局。

明景泰三年（1452年），景宁设县， 后几经1世井，这
里居住着汉、舍、苗、壮、满、团等20多个民族。 人们．
奔放穿梭于鹤溪两岸， 在水面之上架设了许多廊桥，方
便通行的同时也能遮风挡雨， 景宁也成为廊侨之呈。

曾经，景宁舍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没有迦高
速，县里的通乡公路也大多是砂石路。 40年前，经国务
院批准， 景宁岔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 这座山区小县也由
此开始蝶变。

行走在娱宁县城乡间， 山水如画。宽阔的柏油路干
净整洁 ， －亘延伸到山区，一排排整齐的民居美观气
派，房前屋后绿树成荫，庭院里更有鲜花盛放。 县城中
心．占地 3400平方米的合族博物馆，成为展示民族历
史、体验民俗文化的新地标。

“合族的传统服饰，斑斓绚丽，丰富多彩， 其主要特
色体现在女性服饰上 ， 女性服饰以凤凰形态贺穿整体，
故称‘凤凰装’ 。 ’ 跟随讲解员的介绍， 游客步入了舍乡
的历史长河。从命族妇女的装饰品彩带， ¥11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舍族银器…·博物馆里 ， 藏有舍族各个时代
：：~~的传统服饰、彩带编织、生产工具、银器等历
文物之外 ， 舍族婚嫁是舍族保留最完整的民族风

俗。走进岔乡之窗－：！量宁县大均村， 这里成为游客们
沉浸式感受舍族婚嫁习俗的打卡地。杉枝拦路、对山
歌，抢鸡笼…·民族风情的舍族怪嫁，别有题味。

4 月的景宁，惠明茶正式进入采摘期，茶园一片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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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旱，景宁城区中心沿街道路两侧，鼓乐喧天，人山
入海J三月三”这天，特有的“民俗展演巡游”是重头戏。

高擎族旗，手执火把，撑着红伞，背着箩筐，手牵喜
牛，抬着嫁妆 ·身着节日盛装的舍乡群众，走向城市
街道，用充满含族元素的道具，组成一支支表演方阵。
从舍家祈福到农耕生活，再到彩带编织、婚嫁迎亲
民族文化的沉浸式展演，再现了舍族生活场景和传统民
衔， 5／来市民游客围观。

J吉•{ff.＆！，、 1l!J筋、赶野猪、跳竹竿，，－在景宁的“民

JI[;敢if,·一豆幸好气当越λ还开起了全民运动会： 个个极
具挑战佳的舍族民向传统体育项目 ． 吸引了 BOG余人参
泪。这样的全民运动会，男女老少齐出动，在最宁已经
持续了 14年。

“两人一组，队员手持特制的木棒，相距两米，各自
站立于木墩上，双方用各种动作将木棒截向对方，谁先
掉下木墩的人就输7。”市民雷正聪说，这个项目叫“凤
星逗气是舍民在伐木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民间传
统体育活动，自己打小就玩过。
街头巷尾，载歌载舞．喧闹的人群中，不时飘散起

鸟米饭的香味。
以游耕为主的舍族，大多迁居在人烟稀少、条件艰

苦的大山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舍民由此自称“山
啥”，意为客居在山里的人。相传，唐代禽族英雄富万兴率
起义军抗击官军围剿，以乌捻果充饥而军威大振，在农历
“三月三”这天成功突围。为纪念他们，番民家家户户在这
－天曾扩乌米饭”，“三月三”又称为鸣饭节”。

乌米饭油黑透亮、软糯弹牙。在舍族，乌米饭寓意
着丰收喜庆。 除了乌米饭， 作为景宁代表性的美食之
一．集市上舍民制作的麻磁也让人垂涎欲滴。经过捶打
和翻转的德米团，包上馅料，裹上香甜的红恼和芝麻
粉，又软又香。

自立泊1年开始．舍乡“三月三” 节庆活动逐步常态
化，盆族歌舞、 ij臣饰、语言、习俗、体育…··短短一天
的节日，浓缩了禽族千年文化的精髓。到08年，“合族三
月三”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以来. ffl:宁专门邀请台湾同胞共庆佳节， 开
展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建成浙江省首个“海峡
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此前，景宁还在 “三月
三”展销中增设民族同心祈福典礼 ． 以溯源寻根的方
式，回望各族同胞交往交目昌、团结进步发展的精神脉络。

李~华的中篇小说《』因脂扣》发表于 1984年。 1987
年 ，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摘 ， 由香港演员梅艳井
和张国荣tJe纲主润 ， 成为时代佳作。时间来到 2024年，
由商敬腾、张泽、丁臻注、徐瑶等主演的音乐剧《脑脂
扣上于4月在上海开启首轮演出 ， 它被认为是－部高度
尊理原著同时带有鲜明创新特征的原创音乐剧。
从 1984到 2024 ， 时间恰好40年 ， 40年问世耶变迁－

情感观念有颇大转变 ， 而成功塑造7 《脑脑扣｝如花；
十二少角色的演员梅艳芳、张阑荣， 已经此情可待成追
忆，因此音乐剧U (I圆脂拥｝的公梢 ， 包含了纪念与回顾
的情略意义，也浓缩了洗尽铅华、细致人微的时代休祭。
音乐剧〈脑脂扣》将故事发生地由香港改到了上

海，剧中的人物关系、家庭矛盾、文化习俗、 社会风悄
等，有了更多落地之处。新旧之交的上海滩， 为如花和
十二少的情@I发展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空阅背景，给剧作
改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该剧还将上海元素融入i司曲、
人物性格、布琪、服装等多个方面，让这个原本发生于
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故事．呈现出独属于海派文化的脸
阅与陆眯”

又到 “三可三＼ 浙江省丽1k市景宁舍族自治县， 这
§1,原本专蕾的主奇百南d峨忽然热闹起来： 民俗表演、山
~唁电、 ~li;i粟演……各族男女老少换上节日盛装，走
丑事日丁．共交盛典。
今年是景宁舍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作为全国仅有

a,]垂亲自治县， 以及浙江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景宁
有着悠久浑厚的合族文化。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活
三已让舍乡的歌舞、服饰、习俗、饮食等得到集中展示。
老适合乡，换一身民族服饰，唱一曲舍族山歌，品

一适合家美食．， 国潮文化日益出圈的今天，深处大山
中前景宁，也向外面的世界展示着别样的民族风情。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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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佳节尽享民族风情

音乐剧《脑脂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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