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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新趋势

春节假期，重庆大足石刻景区游人如
织。“影片画面很逼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还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了石刻造像。”
走出大足石刻数字影院，不少游客直呼震撼
过瘾，他们刚刚观看了采用实景拍摄与 CG
动画相结合技术制作的8K球幕电影《大足石
刻》，以全新视角欣赏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文化+科技”的跨
界融合让大足石刻“活”起来，吸引了更多游
客。在2024年国庆假期，大足石刻景区接待
游客人数创下新高，达到 10.04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22.2%。这正是“文化+”与“+文化”掀
起文化消费新浪潮的生动写照。

在“文化+旅游”方面，西安的“长安十二
时辰”主题街区，将唐朝文化与现代旅游完
美结合，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长安
城。在“文化+科技”领域，故宫博物院使用
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可以“云游故宫”，身
临其境地参观故宫的各个角落。

文化赋能形成新的消费内容、方式和场
景，释放出强大内需潜力，牵引文化产业创
新发展。2024年 8月，旗舰级 3A游戏《黑神
话：悟空》横空出世，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
和热烈讨论。短短 4天，销量便突破千万大
关，两周内全球销量飙升至1800万份。

该游戏不仅以其精美的画面和引人入
胜的中国神话故事赢得全球游戏玩家的青
睐，而且游戏场景中融入多处中国历史遗
迹，游戏玩家纷纷实地“朝圣”，线上流量转
化为线下客流；不少外国玩家也在接触这
款游戏后，自发了解与之相关的中国传统
文化。

类似的文化消费新浪潮正在多个领域
上演，展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1510亿元，比上

年增加8046亿元，增长6.0%。
“2024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文化服务和
文化产品供给，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推动
文化企业平稳较快增长，文化服务业引领作
用突出，文化领域各行业实现全面增长，文
化新动能持续发力，文化企业实现利润较快
增长。”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
鹏说。

呈现三大特征

——“新中式”流行丰富文化消费内
涵。点开电商服装销售榜单，“新春战袍”马
面裙热度不减。如今，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新
中式服饰不但在景区频频亮相，还逐渐成为
日常穿搭。带有中国元素、传统特色的国货
潮品越来越得到市场认可。

“国潮”“新中式”相关产品风靡，但套路
化的产品也容易让消费者审美疲劳，当下越
来越多产品走向更精细化的运作，茶饮品牌
从《茶经》古籍中寻找灵感，具有宋代淡雅自
然美学特征的家装产品火了，国货品牌不只
把非遗图饰印在包装上，更投入资源支持非
遗技艺传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院长向勇表示，近年来文化市场迎来新的消
费审美观，从运用浅层文化符号走向挖掘深
层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不断
转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正因为蕴含着这种创新性而产生出无穷
的创造力。”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杨艳秋
说。以“新中式”为代表的消费潮流，表明
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能够更多样、更迅捷、更广泛地走进大
众生活。

——科技赋能文化消费出新出彩。在
2024年 5月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一场文化与科技
融合发展的盛宴上演。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让“云看展”、线上
演播、数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文化新业态
加快发展，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动能。

在阿里巴巴通义大模型展位，一段19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彩色影像吸引了人们的注
意。“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经过大量数据训
练，AI精细地分析每一帧黑白影像，解读复
杂细节，做到准确上色。而且，AI模型还能
理解色彩、光线和上下文，让上色更精准。”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资深总监王静介绍，
AI技术正在让历史活化。

多名专家指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让文化产品和服务更
加生动、有趣，互动性更强，为文化消费带来
全新的体验。“文化+科技”，将推动文化领域
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

——青年群体成为文化消费关键增长
动力。从吃的、穿的、用的，到看的、玩的、收
藏的，青年群体充实精神世界的新需求，培
育了文化消费新动力，文化消费的意愿、能
力、比重持续提高。

近期，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全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超 14亿人
次，相较于 2023 年的 12.9 亿人次再创新
高。“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青年是观众主力
军。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2023 年和
2024年进馆参观的 3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均超过60%。

从逛博物馆到买文创产品，文化消费新
浪潮中青年群体成为关键力量。安徽博物
院副院长季永表示：“博物馆内除了展厅，最
热闹的要数文创空间，从文具、书本、饰品，
到文创盲盒，这些闪烁着历史文物光彩的文
创产品，总能激发年轻人的购买欲。每次举
办非遗集市，也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青年观
众前来打卡。”

多方驱动，潜力无穷

文化消费新浪潮何以活力迸发、潜力无
穷？多名受访专家认为，文化自信是根源，
需求牵引是动因，政策支持是保障。

文化自信是“文化+”与“+文化”发展的
深厚土壤。专家认为，独特的中华文化是唤
起广大人民群众情感认同的天然纽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连绵不断、历久弥
新的文化特质，显著提升了个体的民族自豪
感与文化认同感。

安徽省文旅创新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张乐说：“传统文化消费持续升温背后，是
青年一代的文化追求和审美观变化，所折射
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
象。中国年轻人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情
况下，已兼具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性
偏好和理性认同。”

专家分析认为，“90后”和“00后”成长于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见证了国家综合
国力的增强，充分享受了物质增长、教育水
平提升、城镇化带来的时代红利，因此对中
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也会更强。

需求牵引是文化消费新浪潮发展的直
接动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用
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577
元增加到 2023年的 823元。中国旅游研究
院与上海创图公共文化和休闲联合实验室
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消费数据报
告》亦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旅
游中进行文化消费，包括：文化场馆参观、打
卡文艺小资目的地、看剧观展、民俗体验等。

“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和物质财富
日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相应地会有
量的扩大与质的提升，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
也会产生新的期盼。”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小毛表示。

政策支持为文化消费新浪潮提供了坚
实保障。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消费繁荣。近
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
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明
确提出，丰富消费惠民举措，举办系列文旅
促消费活动；扩大特色优质产品供给，开发
时尚国潮产品；丰富传统消费场所文旅业
态，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政策支持和引导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
的蓬勃发展，也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
福利和惊喜。以重庆为例，近年来重庆市政
府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消费活动、提供文化消
费补贴等方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
文化消费。

“文化的力量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文化不仅能引领风尚，化为催人奋进的
精神力量，而且能推动发展，造福于民。”江苏
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李广春表示，通
过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服
务，文化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大足石刻游客中心，游客正在观看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新渝报资料图）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文化+”与“+文化”：文化消费新浪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
活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刚需。文化需求多元，文化
供给多样，“文化+”与“+文化”形成的跨界融合亮点
频现，不断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促使文化产
品、服务和业态日益创新，新潮涌动。

□ 半月谈评论员 吴燕霞

1月30日，宝顶山石刻景区里，游人如织。（新渝报资料图）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全球首套1：1复刻黑悟空战甲首站实景亮相大足石刻。（新渝报资料图）
新渝报记者 犹骥 摄

观众在一幅艺术家重绘的敦煌壁画作品前驻足欣赏。新华社 孙凡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