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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煦雯 田可新

  多年前，“诗圣”杜甫经历了一次恶搞狂
潮，课本中的杜甫人物插图被学生涂鸦成时而
手持机枪、时而脚踩电车的各色形象。多年
后，网络上再次掀起恶意讨伐杜甫的浪潮，相
比多年前的形象恶搞，最近，一些网友对杜甫
作品的“精神内里”意见猛然大了起来。杜诗
中的忧愁喟叹被指责为纯属发牢骚，展现的皆
乃自我负面情绪。杜甫甚至被称为“牢骚
精”，向来有“诗史”之称的作品被斥责为个
人利益的“宣言书”，如此评论着实让人惊讶
不已。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曾对杜甫如此评
价：“在唐代的诗人中，无疑要数杜甫的心胸
最为博大，他的境界最为崇高，他的人格最为
健全，他的情感最为深沉，他的眼光最为敏
锐，他的感受最为细腻，他的体察最为细
致。”这个评价全面而真切。欲深入了解杜
甫，我们不妨沉下心来，追随他的脚步，从他

的诗歌中捕捉其真实丰富的形象与品格，感受
杜诗的艺术魅力，感悟传统文化的底蕴。
  在杜甫生活的不同时期，其个人心态、诗
歌风格是有嬗变过程的。也许是现实主义伟大
诗人的光环太过耀眼，杜甫浪漫豪放的一面鲜
为人所提及，更有甚者借此大肆推举浪漫主义
诗人李白，将杜甫贬低至一文不值的境地，殊
不知自身无知暴露无遗。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王
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在其青年时期不乏意气风
发之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谓
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皆体现了杜甫报效国家
的政治抱负及壮阔情怀。青年杜甫开启了漫游
齐鲁吴越、饱览壮丽河山的潇洒生活，与李白
幸会于山东时，“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
为谁雄”既是对李白狂荡不羁精神的歌颂，亦
可视作杜甫的个人画像。千古名篇《望岳》亦
在此时所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充
分彰显了诗人雄视一切的心胸气魄。“胡马大
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
轻”以细致笔墨刻画出大宛马神峻嶙峋的骨
相、尖峭挺立的双耳及凌厉奔驰的雄姿；
“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以灵动之笔将鹰
目光锐利、捕杀猎物的神态呈现得出神入化。
  公元746 年到公元770 年，杜甫经历了仕
途挫折、生活困窘、战乱流离，亲眼目睹底层

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洞悉了统治阶级的黑暗
腐朽，昔日建功立业的抱负渐渐消散，取而代
之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切感
叹。杜甫将战乱流离中的所闻所感写于笔下，
便有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在国家
危亡、社会动乱之际，杜甫笔下的诗歌反映了
广阔的社会民生画卷，其忧国忧民的民生之叹
正是千万受难百姓的声讨书，若此时仍大唱欢
快之曲，那与杜牧笔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
江犹唱后庭花”之流又有何区别？
  对政局日益失望的杜甫于公元759 年弃官
西去，在由秦州到同谷再至成都的途中，所作
的《发秦州》《发同谷县》主要采用写实笔
法，叙写了奇绝险峻的陇蜀山水景观，李因笃
对此有精辟点评：“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
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
诗史也。”杜甫一家在蜀中的五年，尽管亦有
战乱奔走、衣食短缺之苦，然大多数时光皆于
草堂过着真率的生活。公元 765 年，杜甫作
《去蜀》一诗为蜀地生活画上句点，“世事已
黄发，残生随白鸥”一句充斥着孤独飘零之
感，“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青年气概
一去不复返。晚年迁居夔州的杜甫借诗歌来抒
发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千古名篇《秋兴
八首》即此时代表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

山巫峡气萧森”通过描摹秋色渲染了悲哀萧索
的气氛，引出了诗人真切的“长安故园心”，
呈现了知交零落、漂泊无依的形象。
  “诗仙”李白飘逸高昂的诗歌作品是盛唐
气象的产物，而杜甫经历战乱频仍、由盛转衰
的盛唐、中唐两个时期，这势必造成了其中后
期的作品中渗入更多的现实因素。杜甫诗中既
有青年时期壮志满怀的胸襟抱负、战乱时期忧
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亦有草堂时期恬淡闲适的
乡村野趣、暮年时期漂泊他乡的思乡愁绪。杜
甫是一个心灵极其敏锐的诗人，叶嘉莹先生也
曾多次在书中称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是一位
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作家。他擅长将目之所
及与生命情感相交融，借诗歌传达兴发感动的
生命力。
  “诗圣”杜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
的文化符号，在其生命最后时刻作下的绝笔诗
中，仍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言关
心着国家安危、百姓疾苦，如此崇高深沉的爱
国情怀怎不令人为之动容。对杜甫的恶搞，有
的自称是开玩笑，但无论如何，对艺术的解构
与丑化总归应是有底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应常怀敬畏
之心。

杜甫不是“牢骚精”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奋进·新征程——— 2023
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
伽瑶，与青年舞蹈家华宵一共舞一曲《梦回敦煌》，生
动再现唐代胡旋。
  这不是虚拟数字人第一次亮相文化场景。2022
年，虚拟数字人在文化行业迎来快速增长，各大文化
机构纷纷推出虚拟数字人。所谓虚拟数字人，是运用
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与人类形象接近的数字化人
物形象。他们能够像人一样说话、行动，目前多运用
于影视、舞台、文博等文化行业。
  虚拟数字人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增长，呼应了文
化数字化的时代需求。去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培育以文化体验
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创新呈现方式，推动中华
文化瑰宝活起来。”各大文化机构顺势而为，借助虚
拟数字人这一新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
多年轻人。此外，数字虚拟人的交互性特点，也贴合
了人们在数字世界里的社交需求，成为连接人与人、
人与物的一种新的情感载体。
  虚拟数字人的产生，是文化与科技的一次融合。
作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重要载体，虚拟数
字人只有具备真实感，才能打通虚拟与现实，实现与
人的情感共鸣。当前，数字人产业还处在初期阶段。
虚拟数字人也存在着形象同质化、人设不鲜明、一哄
而上等问题。接下来，明确定位、差异化发展，将是虚
拟数字人寻求突破的方向之一。

传统文化节目

变得时尚前卫
  据光明日报，新春伊始，传统民俗氛围正浓厚，
一批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电视节目火爆荧
屏，全国观众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
昂扬。其中，不少节目深入挖掘诗书画等古老文化载
体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徜
徉在精彩的视听画廊，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长见
识、提升境界、净化心灵。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
要求，而持续推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传承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全面发展需要，正是文艺创作者
的职责所在。诗书画等文化载体，形式不同，本质上
都呈现了创作者的气韵、神韵与意韵，以展示创作者
的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理想境界为最高追求。这是
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追求。诸如
《诗画中国》《2023 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大美
中华》之类让传统文化变得时尚前卫的电视节目，以
文化载体在我们与古代先贤之间建立起了“超链
接”，真正做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退役机场牵手影视剧

实现“再就业”
  据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目前，《流浪地球
2》正在各地院线火热上映，影片中的宏大场景让观
众津津乐道。其中，青岛的退役机场——— 流亭机场，
作为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影片的火爆而受到
关注。
  据时任青岛机场集团流亭机场管理委员会综合
管理部经理的潘世津介绍，退役后的流亭机场如何
发挥余热一直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一方面流亭机场
仍保留着完备的机场设施设备，另一方面流亭机场
巨大的密闭空间、可塑性极强的场地等优势，也受到
了影视圈的关注。以此为契机，青岛机场集团与青岛
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达成合作，成为许多电影的摄
制场地。
  以往，机场与影视剧合作，大多是被动接受，但
青岛机场集团却主动开启合作新风潮，走出了一条
社会效益和形象传播“双丰收”的新路。“因为此前没
有成熟合作经验，我们连定价标准都没有。”潘世津
说，为了探索建立一整套影视剧组摄制工作机制，青
岛机场集团成立了工作专班，从谈判协商入手，创新
参考同类机场和影视基地拍摄价格，创新试行价格
组成模式，实现了定价标准体系的从无到有。
  为力争实现影视剧组拍摄的可持续发展，青岛
机场集团还组建了一支特别专班奔赴各地学习经
验，通过跨界联手，打破合作壁垒，与东方影都、剧组
形成了一套“上下游”“链条式”合作模式，利用地缘
优势和全方位的服务配套，进一步拓宽思路，形成

“集聚效应”。

让“信用游”

真正实现畅游无阻
  据中国青年报，先旅游后付款，凭信用积分享受
服务，看上去真的很美。有了“信用游”，看似复杂的
旅游，变得更加便捷。景区上线“先游后付”系统，依
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数字赋能，普通游客在手机界面
上，即可轻松购票、订酒店等，真正做到了“一机在
手，畅游凭我”。
  其实，“信用游”新旅游模式，也不全是对消费者
单方利好。正在试水的“先游后付”，让文化和旅游部
此前发布的《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
展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一“真金白银”式的新举措落
地有声。对景区和商家来说，芝麻信用达到一定分数
的用户可享受“先游后付”，不仅不会增加经营成本，
反而更容易增强对高质量游客的黏着度。从更长远
的角度看，这项新举措的尝试，对于构建数字经济、
打造信用社会也有助推意义。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虚拟数字人如何寻求突破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韩钰

  春节刚刚过去，文旅市场复苏的场景如
约而至，这种状况在短视频中看得分外清
楚：各大景区人潮涌动，街头民俗表演热闹
非凡。逛市集、看花灯、踩高跷、扭秧歌等
场景，是短视频的绝佳素材。网友随手一拍
的内容动辄收获数以万计的点赞与评论，即
便隔着屏幕，人们依旧能感受到文旅扑面而
来的烟火气。
  短视频中的山东形象生机勃勃，呈现别
样风光——— 去大明湖畔看超然楼亮灯、沉浸
式打卡超魔性山东美术馆，最近两种有关山
东的旅游方式突然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掀起
讨论热潮。“上千人现场齐举手机记录”
“抖音同城榜815万人在看”，一夜之间，
济南超然楼、山东美术馆成为全民皆知的网
红景点，短视频的“造星”能力可见一斑。
  用极短时间将旅游景区的独特风貌立体
展现，引发公众参与，传播地区文化内涵与
特质，在短视频的作用下，一个文旅媒介空
间正在生成。肉眼可见，短视频让传统旅游
方式及意义产生了重要改变，也为文旅产业
的复苏带来了新的价值闭环。

一夜成名的背后

  “短视频+”带来了什么？最直观的效
果是其正在重构文旅产业的发展逻辑与商业
模 式 ， 不 断 书 写 景 点 一 夜 成 名 的 “ 神
话”———
  济南超然楼亮灯突然成为短视频平台热
点，“怎么能不去大明湖超然楼呢”“济南
超然楼几点亮灯”“超然楼可以多有电影
感”……相关话题发酵后，傍晚的超然楼吸
引了上千名游客聚集，他们高举手机，期待
从不同视角记录亮灯时刻。18：00一到，超
然楼身披黄光，通体明亮，引来了人群的惊
呼，全体“哇”声配合楼体灯光突然闪亮的
画面，再次攀升为热点在短视频平台传播，
网友形容“现场就像看演唱会一样，很治
愈”。
  在短视频的多重传播下，超然楼人山人
海的画面释放了文旅复苏的积极信号，显示
出文旅产业十足的张力。三年时间，文旅消
费理念、方式、市场都在发生巨大改变，反
向旅游出圈，看展式社交兴起，“云游”数
字经济如火如荼……在旅游目的地拍摄短视
频打卡，这种充满体验性的社交仪式感独树
一帜，提升了旅游的文化消费价值，超然楼
亮灯爆红恰好符合了人们对于旅游形式创新
的期待。
  可以预见，此后超然楼每一晚的亮灯都
会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从外地远道而来的游
客看完亮灯后，大概率不会立刻离去，他们
还会欣赏大明湖的夜色，尝尝芙蓉街的美
食，感受济南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一个新的
文旅价值闭环就此形成。
  短视频是公认的文化交流媒介。在文旅
行业，它显然更有用武之地，更便捷的文化
传播能力，加上生动、灵活的展现方式，在
极短的时间内将旅游景区的文化特质充分
释放。

  同样凭借短视频走入大众视野的还有山
东美术馆，断臂的维纳斯装上机械手臂自由
扭动，艺术雕塑品在绚烂的灯光下舞姿灵
动……一系列出圈的画面来自以“共生世
界”为主题的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网友称
“放眼整个艺术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了”。
  观众将看展的短视频上传后，迅速走红
网络。火爆的人气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
应，最典型的便是参观人数显著提升，山东
美术馆副馆长姚允东表示：“游客有省内其
他城市的，也有不少省外的，能够感受到旅
游市场的复苏和热闹。”

文化资源为支撑

  无论是超然楼还是山东美术馆，这次的
走红都非偶然。文旅复苏伊始，流量对准它
们，短视频与特色文化资源的结合功不可
没。短视频作为媒介传播的工具，通过特有
的叙事结构，成为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历
史建筑等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传播的新载体。
同样的文化资源，经过短视频的重新排列组
合，输出了独特的文旅内容，创造了新的文
化表现形式。
  打破固定认知，人们常常会在短视频中
发现文旅地标的新亮点。
  济南超然楼亮灯，原本只是景区普通的
程序化工作，但经过短视频的制作呈现，超
然楼被光影点亮的瞬间，充满了观赏性与仪
式感，成功跻身夜游济南的特色必打卡项目
之列。最初，网友“萤火虫”在抖音平台发
布了仅有7秒的超然楼亮灯视频，配上
背景音乐，这个并没有多少技术含
量的短视频，收获了 6 . 3 万点
赞以及6336条评论。
  学者刘汉波强调，短
视 频 凭 借 其 “ 短 ”
“ 屏 ” “ 快 ” 的 特
点，将碎片化的时间
和丰富的社会实践
结合起来，让参与
其中的用户体验
到花最少的时间
了解最丰富、
最陌生、最跨

域的内容，从而获取时间空间化的快感。这
是短视频赖以生存、用以突围的重要手段。
当文旅特质与短视频关联，短视频的用户、
平台优势，将会极大地促进文旅产业创新发
展，迸发强大合力。
  “短视频平台更像一种第三方组织，在
文化、旅游、公众等多个要素主体之间形成
多重关系，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山东
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张爱红如此分析。她进
一步举例，短视频与文化的关联，会形成具
有一定文化内涵的短视频内容；短视频与旅
游业的关联，会对旅游业进行宣传；短视频
与公众（主要指短视频用户）的关联，会带
来大众的娱乐狂欢。
  现实生活中，短视频不断刷新着亮灯画
面，超然楼背后的文化基因呼之欲出，“中
国历史文化名楼”的称号也被越来越多的游
客熟知。一切皆有迹可循，人们追捧其亮灯
后的迷人气质，其实正是济南进行景观亮
化、打造夜游经济的生动缩影，短视频不过
是一个独特的呈现视角。山东美术馆的爆火
源于展览艺术创造力与文化价值的融合，展
现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艺术绚丽的色彩。
如果没有这些特色文化资源为支撑，短视频
也不过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

学会表达很重要

  “特色的文旅场域依托短视频社交平
台，在短时间内可实现裂变式传播，这对于
培育文旅内容新供给、释放文化新动能、实

现个性化消费和互联网的产业传播功能具有
重要作用，有利于催生新的文化消费增长
点。”张爱红认为。文旅场域如何更好用短
视频表达自我显得十分重要。标签化的景观
难以得到青睐，往往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
真实立体、充满烟火气息的内容更能广泛传
播。一般来说，短视频中的旅游内容往往打
破传统宣传中的庄严形象，表达生活化成为
主流。
  无论是“炫山东大集”，还是“宇宙中心”
的曹县，短视频中一个网络热梗的流行，一首
流行歌曲的传唱其实都是在为城市知名度助
力。爆梗同时带来的是巨大的流量，成就一
张文旅金字招牌。因此，文旅产业要抓好短
视频这个重要媒介，学会自我表达。短视频宣
传应“尽善尽美”，尽量做到社交平台全覆盖，
受众范围全辐射，话题内容传播度高，这样方
能保证自身流量，守好自身城市招牌。
  另外，要创新产品内容和营销方式，
尽全力实现短视频表达效果的最大化。春
节期间，泰安东平县大宋不夜城共接待游
客 44 . 37 万人，同比 2022 年入园人数增长
838% ，创下新高。这次的大幅增长，除了
其营收方式的创新，景区还积极布置场
景，设置了情景互动及以水浒为主题的
演出节目，通过夜间游览、民俗体验
等卖点，在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时销售
东平湖特色产品，拉动景区消费。这
些真实、接地气的画面为游客提供了
许多有趣的短视频素材，玩耍嬉闹之
时，游客顺手拍下发布的短视频内容
在互联网强关系中广泛传播，起到了
强有力的说服效果。

“短视频+”带来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