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文化馆重视公共文化数字

化服务建设，将其作为推进国家公共文

化示范区建设，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的战略规划，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强力推

进。现开设有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组

建了数字工作部，由专人负责数字文化

建设。2012 年，成都市文化馆融合新媒

体技术，建成了全国首个公共文化馆

“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2013

年，着眼成都市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全域

覆盖，探索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管理平

台；2014 年，提出了成都公共文化数字

化服务和管理“三步走”，即分层次、分

阶段、分步骤，由平面到立体，由单一到

多元，由局部到全域，最终构建一个技

术先进、资源丰富、服务高效、全域覆盖

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体系，开创成都

的公共文化数字化生活。

由平面到立体：
首创文化馆“数字化全景式

艺术体验平台”

成都市文化馆突破网站平面建设

意识，开发线上立体“数字化全景式艺

术体验平台”。该平台采用 360 度全景

和三维虚拟技术，将阵地、环境、活动、

展览、演出、培训及教学等各项服务移

植到互联网，市民进入“http：//www.成

都市文化馆.com”，就能享受同步、直观、

生动的艺术体验。体验平台改变传统

网页平面静态展示，通过虚拟空间延伸

文化阵地和服务项目：

“三大艺术空间”感受身临其境——

体验平台利用仿真虚拟现实技术

以实现展厅“身临其境，畅游无限”的

效果，“艺术展厅”设有美术、书法、摄

影展厅，常年举办各艺术门类专题比

赛和展览，市民可以进行艺术欣赏、交

流 学 习 、还 可 直 接 申 办 个 人 作 品 展 ；

“ 艺 术 教 室 ”设 有 声 乐 、舞 蹈 、书 法 教

室，汇集优秀教师精品课程，开展市民

免费在线学习；“艺术剧场”设有讲座、

培训、演出、活动等内容，实时呈现全

市各类文艺演出，可随时随地欣赏精

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在线报名培训”把老师请到家中——

体验平台结合成都市文化馆市民

公益文化艺术培训，延伸培训阵地功

能，开通了线上报名系统方便学员报

名，同时学员还可根据兴趣爱好在任意

时间选取喜爱的线上课程进行学习，解

决有限的教学资源与群众多样化艺术

需求之间的矛盾。

“视频点播”让活动精彩再现——

体验平台汇聚了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演出并进行在线展播。平台中以“民

俗闹春”“音乐消夏”“欢歌庆秋”“劲舞

暖冬”为主题的季节性活动，文化历史

类讲座和公益艺术课堂一应俱全，各种

在线资源使群众文化活动的社会效益

更加持久。

如今，“时时可看，处处可学，人人可

享”的文化馆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

成为了成都市民获知公共文化服务信息、

参与活动、学习交流的数字中心之一。

由单一到多元：
推进成都公共文化数字化

生活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成都市文化馆逐步推进由

单一线上服务向多元化服务发展，努力

为当地群众创造“整合优质丰富的资

源、采用先进实用的技术、发展高效互

动的传播、实现便捷贴近的服务”的多

元化公共文化数字生活。

去年底，成都市文化馆与中国电信

联姻，在家庭电信电视业务中推出了“数

字文化进社区·服务民众齐欢唱”好声音

全民 PK 赛，开通了电信网络群众赛事活

动互动平台，实现了电视网络点播、投

票。该项比赛持续 3个月，举行了 140场

海选、9 场复赛，通过中国电信 iTV 数字

电视参与互动点播、投票的群众达 62 万

人次，带动数字文化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成 都 市 文 化 馆 还 运 用“三 微 ”（微

信、微博、微电影）等数字手段，传播数

字文化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

参与关注。如通过微信平台实现了每

年 市 民 文 化 艺 术 培 训 招 生 的 同 步 报

名；通过微博及时发布相关公共文化

服务信息资讯；通过拍摄微电影《治国

的演讲》诠释和传播了成都市文化馆

两大品牌活动——市民公益文化讲座

“成都故事·百家谈”和市民公益艺术

培训“约会艺术·大家来”，扩大了活动

的社会公益效应。同时该片还获得了

中组部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

活动二等奖、成都市委组织部党员教

育电视片特别奖。

此外，成都市文化馆还思考筹划推

出实地体验版“多媒体数字体验厅”，引

进高科技手段和多媒体设备实现实地

数字公共文化鉴赏、数字文化艺术学

习、数字文化作品创作、数字文化资源

获取、数字娱乐互动游戏、数字艺术体

验和培训教学等。数字体验厅将改变

文化馆传统服务方式，以更加便捷、多

样、专业、个性的数字服务吸引不同年

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群众走进文化

馆，拓宽公共文化服务对象范围，增强

公共文化服务吸引力和生命力。

由局部到全域：
建设成都公共文化数字化

服务管理平台

从平面网站到立体的数字全景式

体验，由单一线上服务到多元化数字文

化生活，成都市文化馆不断将成都公共

文化数字化建设推向更深的层次，2013

年，成都市文化馆指导郫县研发建设“公

共文化数字化管理系统”，对当地县、镇、

村三级文化阵地开放实施监督和管理，

统计考核文化服务开展情况，在局部上

实现了全网管理。2014 年，成都市文化

馆着眼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管理的全域

性，着手推进市级全域性的“公共文化数

字化服务管理平台”，将公共文化数字化

服务管理从“局部”拓展到了“全域”，准

备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体

系。前期，成都市文化馆经过多方学习

调研、论证，申报科研课题《公共文化空

间全视域虚拟体验展示技术研究与应

用》成功获批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立

项，该项目将文化与科技融合，采用虚拟

现实技术对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可视化描

述，让用户能够随心所欲地通过电脑、电

视、手机、ipad 等终端接入成都公共文化

设施场所，浏览场景中的各处景观。其

次，出台了《成都市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

平台设计方案》，提出以数字智能联动管

理、全视域虚拟体验、全媒体数字文化服

务、实现公共文化管理服务和数字服务

协同发展：包括汇聚、整合、发布公共文

化内容，设置数字地图、场馆体验、文化

展览、文化演出、文化讲座、图书报刊、艺

术培训、影视音乐、原创鉴赏、共享工程、

便民服务、互动交流 12 项基本服务功能

和智能联动、阵地管理、绩效考核、交流

互动等公共文化数字管理模块。成都公

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

网，展开跨网络、跨终端文化服务，从而

满足成都民众甚至全川、全国网民丰富

多样的文化需求，让公共文化数字内容

融入到百姓生活中。

在成都，一张覆盖城乡的美丽的公共

文化数字化服务网络正在编织中……

成都市文化馆

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全域覆盖
本报记者 王学思

编者按：信息时代下网络、数字和新媒体技术发展，使公共文化产品生产、服务、传播都发生了重要转变，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发展成为当下人民群众快速便利享
受文化权益的必然结果，也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实现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文化馆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开发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管理
平台，抢占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拓宽公共文化传播渠道，以更加丰富、生动、多元的数字内容，更为现代、科技、便捷的数字方式，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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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500万柒牌助力非遗发展

各 地

本报讯 （记者毛俊玉）近日，由

电影导演方军、戏曲导演安讳执导的

中国首部陇剧数字电影《陇上的梦》剧

本研讨会在京举行。

《陇上的梦》是一部以全国优秀民

办教师张学成为人物原型改编创作的

陇剧戏曲电影。该影片讲述了一个“教

师视学生如同己出、学生爱教师如生身

父母”的教育故事，塑造了一位在普通

岗位上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梦想的教

坛楷模。与会专家认为，此片的拍摄是

推广甘肃地域文化的有利契机，对陇剧

的传承与保护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陇剧是甘肃省的地方剧种，由流

行于甘肃省庆阳市民间皮影戏陇东道

情 发 展 而 成 ，由 周 恩 来 总 理 亲 自 命

名。2006 年，陇剧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报讯 （记者李静）2008 年，柒

牌集团联手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

中心，成立了“柒牌非物质文化研究与

保护基金”，共同开启了长达 5 年的合

作。近日，柒牌在京宣布，他们与清华

的合作将持续下去，联手开启新的非

遗保护征程。

该基金自 2008 年启动以来，柒牌

累计投入 500 万元资助了 60 项非遗

课 题 的 研 究 ，涉 及 传 统 植 物 染 色 技

艺、少数民族饰品制作、传统民族服

饰等内容。

柒牌集团是一家以服饰研究、设

计和制造为核心产业的综合性集团企

业。在 5 年的合作过程中，柒牌在清

华等高等院校研究人员的支持下，不

断汲取传统服饰的精髓，在服装设计

中融入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柒

牌曾分别为“禅文化、福文化、十二生

肖文化、古代水墨文化在当代男装的

研究与应用”等项目提供经费支持，

并 将 研 究 成 果 运 用 到 服 饰 研 发 上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升旗手所穿的青

花瓷立领礼服便是由柒牌集团设计

制作的。

柒牌集团常务副总裁洪炳文说，

对企业来说，保护非遗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也并非投入资金这么简单。

注重研究与合理利用，让非遗回归大

众生活，它才会拥有不竭的发展动力。

青年学者研讨我国的移风易俗实践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日前，由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民间

文化论坛》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民间文

化青年论坛第二季首届年会在京召

开，会议以“中国人的风俗观和移风易

俗实践”为主题，来自北京、上海、辽

宁、重庆等地的 50 余位青年学者参加

了此次会议。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是由陈泳超、钟

宗宪、萧放等学者于 2001年 12月发起

成立的一个学术团体。他们建立了专

属网站，积累学术资料、发布学术信息、

探讨学术话题，动态地记录学者们就民

间文化研究交往交流交锋的过程；同时

每年定期举办年会，共同探讨民间文化

研究领域的重点论题，产生了一批优秀

的学术成果。时光流转，当时的青年已

不再年轻，2013年 7月，多位“70后”学

者接过了论坛的接力棒，开启了民间文

化青年论坛第二季的学术活动。

会上青年学者们分别从自己的研

究方向出发，探讨了我国不同朝代、不

同地域的移风易俗实践和人们的风俗

观，报告深入，点评精彩，讨论热烈。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表示，一个

学科的发展需要青年学者的不断进

取，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中青年学者的

表现为学科带来了清新之风。

数字电影《陇上的梦》剧本研讨会召开

陕西紫阳：开怀山歌的新唱法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山歌不唱不开怀，久不唱歌忘了

哥，久不撑船忘了河……”

“山歌亲哎，土里长来土里生。掏

心话儿口头语，我爱唱来你爱听，高山

流水有知音……”

在“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陕西省安

康市紫阳县，歌唱是一种习惯：青年人

谈情说爱时有缠绵热辣的情歌、盘歌，

婚嫁时有哭嫁歌、迎亲歌，老人办丧事

有凄凉悲哀的孝歌、送葬歌，田里干农

活有高亢激越的号子，茶山采茶有悠

扬婉转的花山姑娘、牧羊恋歌，即便行

路都有报路歌。

作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的紫阳民歌，与不少非遗项目一样，在

乡土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也

有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但正

因为拥有“不唱不开怀”的文化基因，

较为偏远的山区小城紫阳正在诠释着

古老民歌的新唱法。

唱民歌唱出“秘诀”

在紫阳县城关镇有一个被当地文

化 旅 游 部 门 认 定 的“ 文 化 民 歌 大

院”——何家大院。对于当地何氏民

歌演唱队来说，这里是他们驻场演出

的舞台，融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民歌

大院为众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着特

色农家乐。当然，“走出去”同样是民

歌队的经营战略。何氏民歌演唱队队

长何显鹏说，他们现在一年演出约 200

场，除去大约一半的公益性免费演出

外，一年到头，全队人均收入也在七八

万元。

打开市场的秘诀是什么？民歌队

队员表示，他们靠品质、口碑已逐步打

开了安康、汉中等地更为广阔的市场，

收到了更多的邀约。“为了吸引更多年

龄段的观众，我们创作、加入了更多的

情歌。在表现方式上，不断美化服装、

道具等，并且加入小戏、小品，让表演

丰富，更加吸引人。”何显鹏说。

记者了解到，还有一个“秘诀”当

事人并未“直言”，那就是与歌唱传统

不可割裂的民风民俗。“谁家老了人了

（老人去世），谁家娶了亲了，不请人来

好 好 地 唱 一 唱 ，是 会 被 乡 党 们 耻 笑

的。”一位知情者这样表示。在位于紫

阳县绕溪镇的民间歌手范德顺家里，

记者看到，在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范德

顺多年来手抄、积累下的十来本民歌

歌本中，“丧歌”的占比相当高。

除 遇 大 事 请 人 歌 唱 的 民 俗 传 统

外，让何显鹏等民歌手受益的另一因

素 是 近 些 年 紫 阳 民 歌 日 益 提 升 的 品

牌 效 应 。 紫 阳 县 委 宣 传 部 的 一 位 工

作人员表示，紫阳民歌所包含的价值

和无形财富愈加受到重视，全县多次

组织开展针对紫阳民歌的研讨、研究

活动。紫阳去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文

化 发 展 繁 荣 的 实 施 意 见》就 明 确 提

出，全县要精心打造紫阳民歌这一文

化名片。

推民歌推出产业

紫阳是文化大县，素有“茶乡”“歌

乡”之美誉。为更好地传承紫阳民歌

文化，紫阳县委、县政府 2013 年将紫阳

民歌剧《茶山情》的创编列入全县 20 项

重点工作，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也把《茶山情》列为基层文艺扶持项

目。今年元旦前夕，《茶山情》首演，这

也成为该县从沉淀的历史文化中寻找

到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的突破口。

将原 生 态 民 歌 与 民 间 舞 蹈 元 素

相融合的《茶山情》，全部由当地演员

本色演出，其中多位还是当地的名歌

手、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质朴的歌声

在剧中讲述着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铁

道兵与紫阳茶山姑娘间的爱情、亲情

故事。该剧主演之一、陕西省紫阳县

民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权春国

表示，《茶山情》剧中音乐全部以紫阳

民歌为主，在展示民歌魅力、增强公

众对非遗保护意识的同时，也让更多

的游客通过《茶山情》认识紫阳、了解

紫阳、关注紫阳。

近年来，紫阳把加快文化发展繁

荣 作 为 提 升 县 域 发 展 软 实 力 的 突 破

口，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主推文艺

精品。以紫阳民歌为背景的电影《郎

在对门唱山歌》于 2011 年推出，将古老

的民歌送上了国际电影节的大舞台。

据紫阳县文广局副局长兰琼介绍，进

一步支持紫阳民歌的相关举措已被写

入 2014 年的县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明

确指出，可采取商业运作模式，宣传推

介民歌剧《茶山情》等文化产品；创新

紫阳民歌展示方式，支持紫阳民歌文

化传播中心和群众社团走围绕旅游市

场营销和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相结合的

新路，发展演艺产业。

保特色坚持原生态

紫阳县汉剧民歌艺术研究中心主

任唐文生在《茶山情》中也扮演一个角

色，但当前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他

主抓的一项工程上。“‘三个 50 工程’就

是要走访 50 位 50 岁以上的紫阳民歌

手，用音视频的形式保存 50 首最有山

味、最具原生态的紫阳民歌。”唐文生

说，紫阳民歌原有的生存环境、流传方

式发生了巨变，除爱唱、能唱民歌的年

轻人正在减少外，经过包装、艺术处理

后的民歌，也不是一般的农民歌手能

驾驭得了的。

不仅是唐文生，当地多位民歌研

究者同样有着“发展中的烦恼”。紫

阳民歌省级传承人夏清华表示，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与紫阳民歌疏远了，应

当下大力气，创造新环境，让更多的

年 轻 人 在 自 己 的 生 活 中 多 与 民 歌 接

触，从而熟悉它、爱上它。“紫阳民歌

的发展需要两种方式并存。”夏清华

认为，一方面是通过艺术的提升，让

它在舞台上绽放；另一方面则要创造

条件，让广大农民继续按照自己原生

态的唱法去唱。如在给农民教歌、创

作时，就应适合他们的喜好，多教一

些简单的歌调。

“在紫阳我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及

文 化 部 门 为 民 歌 的 发 展 做 了 许 多 工

作，但在传唱的过程中，要注意提炼

其标志性特色，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进

行推广，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紫阳民歌

的魅力。”今年曾带领青年演员去紫

阳 采 风 的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副 团 长 吴 玉

霞说。紫阳民歌剧《茶山情》剧照 秦 毅 摄

成都市文化馆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的“艺术教室”“艺术展厅”“艺术

剧场”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