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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7日，国家电
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
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将科幻电影打造成
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点和新动能，并提出对科幻
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
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
引导的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
“科幻十条”。如何理解贯彻
这十条意见，听听评论家们怎
么说。

“云”文化、“云”娱乐正在成为时
代潮流，已经到来的 5G 时代将会开
启“云”上传播的更多可能性。传统
的舞台艺术、剧场文化以及图书馆、
博物馆里的真切体验会因5G的加持
变得更有魅力吗？各大艺术院团和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云”文化的传
播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优势
何在？挑战又在哪里？

辽宁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安珊珊认为，技术赋能下的

“云”文化，跨越了艺术的殿堂壁垒，
打破了与世俗生活的区隔，这不是艺
术文化的降格与迎合，而是艺术普及
方式的重置与探索，是人类文明文化
共享的新生态。

“云”技术，让艺术在移动互联
中更自由地流通。传统艺术的价
值是在社会区隔中获得并巩固的，
不可复制的场景化感知与氛围体
验，无形中抬高了文化鉴赏的准入
门槛。而在 VR、AR、全景拍摄与
沉浸式视频传播技术的支持下，众
多文化“云”平台成为公共文化服
务的新窗口。社会化阅读、艺术品

“云”鉴、“云”端音乐会等方式，让
典藏书籍、古物珍玩、经典乐段以
新的视听方式精彩呈现，实现了艺
术文本在网络空间的自由流通，成
为当下的文化新风尚。

“云”创意，让艺术表达与感悟在
“云”上泉涌。随着行业风口转向短
视频领域，日常生活的网络化表达开
启了创意定义一切的时代。“云”上创
意，让博物馆的文物因“活起来”而

“火起来”；“云”际合奏，让交响乐章
因跨越时空而流光溢彩；“云”阅读，
让不同人生在书籍的感悟分享中相
互关联。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与艺
术院团以极具创意的方式参与到这
场“云”传播中，发挥资源与品位优
势，完全可以在“云”端营建出可望亦
可即的开放式艺术场域。

“云”沟通，让文化艺术交往浸
润碎片化时代的心灵。沟通是艺
术文本创作的永恒主题，是艺术家
通过作品对时代与民众的言说与
对话。传统文化艺术作品的表达
与阐释多是完整的、确定的。“云”
端文化艺术交往则更具有个性化、
参与式特点，是高雅艺术网众化的
必由之路。文化艺术的“云”沟通，
是便捷的内省式社会互动，黏合社
会，浸润心灵。

“云”技术、“云”创意与“云”沟
通，构成了“云”上文化的三个关键维
度，为文化艺术的社会普及提供了全
新的空间与行为方式，为普通民众的
文化参与提供了有力支点，让艺术梦
想在指尖触手可及。

“云”技术，让文化在指尖触手可及

文化“云”平台营建开放式文化场域

为大众参与高雅文化提供有力支点
本报记者 高 爽

今年以来，全省各
大艺术院团以及博物
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网络

平台开展“云”上文化艺术活动，为
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丰富内容。

拿起手机刷短视频，早已是群
众业余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
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一个新的关
注点则在于，因为有了各大艺术院团
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加入，“云”上
文化娱乐已经不仅仅以“短”见长，长
达几十分钟甚至数小时的“云”音乐
会、“云”上读书节、“云”游博物馆等
大型直播活动不断涌现。

网络技术赋能之下，剧场里的
舞台艺术和展览馆、图书馆的真实
体验，变成了群众指尖上的文化享
受。这不仅是疫情影响之下的不
得已而为之，而且是为已经到来的
5G时代不断拓展和探索“云”文化
的全新可能性，是艺术普及方式的
重置与探索，是人类文明文化共享
的新生态。

打造科幻电影新高峰
刘恩波

科幻电影的发展终于摆在了国
家文化战略的实际规划和推动的议
事日程上，这是一件好事儿。

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想象力，
将科学和艺术的精华和精彩焊接在
一起，从而打造科幻电影的高峰，其
实是事关教育、文化和艺术的多元
化整合的根本之举。

从《海底两万里》到《2001：太
空漫游》，人类的科幻之旅经过了
若干次嬗变、转型、融汇，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和亮度。在我国，科
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也有水涨船高
之势。尤其是刘慈欣的出现、《三
体》热现象的推动，我们的科幻文
艺也跟着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阶段。

随着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发
布“科幻十条”，从各个方面加强了
对于科幻艺术的规律性认知、现实
经验的调整和具有针对性措施的贯
彻执行，都势必促进中国科幻文学
艺术的发展。

我觉得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
是，当下的科幻文学还需要进一步
往人文精神、心灵净化和哲理高度
上拓展它的内涵和外延。文学创作
是基础，是蓝图，只有它在一定的高
度上集中整合构建文明系统中的精
神硬件，才会带动后续工程的一系
列推进和发展。

好的科幻小说、好的科幻剧作，
无疑会引发科幻文艺的整体裂变和
更新。有些行家已经看到了当前我
国科幻文学的软肋，那就是写不好
人物的感情世界、心理难题，从而对
精神的存在之谜还缺乏更深入的人
文理解和把握。

当然，在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
上，再发挥电影科幻技术方面的优
势，加大科学馆、青少年宫、文化主
题公园等对科幻文艺的普及、宣传
和推广，就是更大范围的引领和挑
战，需要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密切
沟通，才能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促进
的良好局面。

国产科幻电影未来可期
赵 亮

近日，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出
台的“科幻十条”引起大家广泛关注
与热议。它从内容挖掘、科学技术、
工业体系、创作理念等层面，对当下
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提出极具针对
性和实操性的政策指导，让我们对
国产科幻电影的前景充满期待。

一直以来，好莱坞科幻大片几
乎承载了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所有
期许和想象，在这些科幻大片的浸
染下，中国观众无疑已经养成了较
高的欣赏品位。再加上这些年我国
缺少科幻题材作品成长的土壤，从
内容到资金、技术，无一不是弱项和
短板，国产科幻电影难以走出一条
规模化、产业化之路。如今“科幻十
条”针对我国科幻电影生产、制作、
发行、放映各个环节的道道难题逐
一加以破解，我们看到，此路虽然艰
辛漫长，但未来可期。况且，有口碑
与票房双丰收的《流浪地球》珠玉在
前，更增加了取胜的信心和筹码。

科幻电影是科学观念、艺术想
象和电影手段三者的结合，是最具
有国际格局、前瞻视野和科技思维
的电影类型。加拿大科幻文学理
论家达科·苏恩文说，科幻是“以疏
离和认知为宰制”的，一方面要制
造陌生化情境、天马行空的想象、
科幻感与未来感的营造，把观众带
离惯常时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表
现力让观众达到前所未有的新奇
体验；另一方面是这种陌生化要建
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具有科学
逻辑上的自洽，而不是像玄幻、魔
幻题材那样毫无理论根据地胡编
乱造。这就是科幻电影的独特魅
力所在，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
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期待在“科幻十条”的助力下，
国产科幻电影的星星之火早日形成
燎原之势。

文艺微评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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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进入微信公众号
“辽宁文化云”首页，发现“云”之一
字名副其实，赏精品、看直播、约活
动、学艺术、享阅读、逛展览、乐旅
游……每一个板块里都有极其丰
富的内容。

以“赏精品”为例，包括了舞
台艺术、美术、文博、考古、文化遗
产、文学作品等多项内容，单单舞
台艺术一个栏目里，就有辽宁歌
剧 院 的 歌 剧《苍 原》《雪 原》《逐
月》，“马勒《第三交响曲》音乐会”

“2020 辽宁省新年音乐会”，辽宁
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花木兰》

《八女投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
《水晶之心》《人参娃娃》等将近 30
部辽版经典舞台艺术作品的完整
演出视频。

再以“乐旅游”为例，辽宁省

文 化 艺 术 研 究 院 摄 录 制 作 的
《云 游 辽 宁》系 列 微 视 频 ，涵 盖
了 辽 宁 省 内 的长城、故宫、名人
故居等众多 5A、4A 旅游景区风
貌。

“辽宁文化云”由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下属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研制开发，2019 年 10 月份试运
行，于今年 3月正式运行。辽宁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介
绍，用户通过电脑、手机点击“辽
宁文化云”相应服务模块，就能快
捷享受文化服务内容，满足了用
户“知道”“参与”“互动”的多种需
求，使文化资源、文化享受、文化
交流、文化发展打破了时空的界
限，效率更高，影响力更大，“提高
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服务社会的
能力，使更多人能够更便捷、更充

分地感受辽宁文化的魅力，参与辽
宁文化的发展”。

“辽宁文化云”提供的文化资
源，有些同时可以从网络上或者
各个单位的官网、“两微一端”看
到，也有一些比如经典舞台艺术
的演出视频是由演出单位独家授
权的，“这正体现了‘辽宁文化云’
的最大特色——对公共文化资源
的充分整合。平台利用 5G 技术、
区块链、互联网、‘云’计算等先
进信息技术和管理模式，将 18 家
艺术院团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
公共文化资源纳入一个总的门户
平台，通过‘PC+手机’双端实现
服务，为公众提供一站式公共文
化服务。这也可以说是辽宁文
化体制改革后成立的辽宁省文
化演艺集团正在形成集群优势
的体现。”梁海燕说。

“文化云”，对全省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充分整合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虽然线
下演出减少，但省属各大院团的

“云”上送演出始终没有停下。
除了在“辽宁文化云”上展示

的经典舞台艺术作品，各大院团还
将作品分类别进行剪辑制作，推出
系列短视频集锦。辽宁人民艺术
剧院的优秀话剧演员、儿童剧演员
和配音演员特别录制的一批小学
各年级课本朗读音频，辽宁芭蕾舞
团、辽宁歌舞团、辽宁省文化馆拍
摄录制的“芭蕾鉴赏”“芭蕾课堂”

“中国古典舞教育课程”等近 50 个
门类的上百集线上艺术精品课程
也纷纷上线，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免费的艺术培训。

这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辽宁
歌剧院与埃及艺术家共同完成的一
场跨时空的“云”上音乐会。

6 月 20 日，“庆祝中埃建交 64
周年·云交响音乐会”在新华客户
端和“辽宁文化云”同步进行全球
直播。来自开罗歌剧院、开罗交响
乐团和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
团）的艺术家隔空合作，用 5G 技术
为全球观众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
的“云”音乐会，上百万网友见证了
这一精彩时刻。

这已经不是中埃两国艺术家第
一次携手“云”演奏了。辽宁歌剧院
院长田剑峰介绍，去年9月，应开罗
中国文化中心和开罗歌剧院的邀请，
辽宁交响乐团赴埃及演出取得了圆
满成功，也与埃及音乐家结下了深厚
友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辽宁交
响乐团与埃及艺术家“云”上携手演
奏的《凯旋进行曲》，在网络上深受好
评、影响不小。于是，双方再次沟通
协商，携手打造这场“云”交响音乐
会。值得一提的是，在音乐会筹备期
间，辽宁交响乐团的演员们每人捐出
50元钱，购买了4000个口罩寄往埃
及，令埃及艺术家们深受感动。

疫情影响之下，隔空合作的难
度不小。这一挑战高难度的尝试，
对辽歌意义深远。田剑峰说：“这场

‘云’音乐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
体现了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又为
全球共同抗击疫情提供精神力量，
同时也是一次探索传统舞台艺术如
何适应 5G 时代，与新媒体技术融
合，实现创新发展的成功实践。”

“云”音乐会，探索5G时
代传统艺术与新媒体的
创新整合

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等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的“云”上活动同样开展
得有声有色。

辽宁省图书馆第九届全民读书
节暨第三届图书馆嘉年华活动于 4
月 27 日“云”启幕，在快手“辽宁读
书”“辽宁文化云”等八大网络平台
同步直播。活动期间，通过官方网
站、微信、微博、短视频客户端等新
媒体平台，省图书馆开展了百余场
丰富多彩的线上阅读推广活动。“e
路书香”为读者精心挑选了21场精
彩讲座；“我爱我的祖国”电影图书
馆线上观影、分享有礼阅读活动同
步上线；作为海内外收藏“闵凌刻”
最全最多的单位，省图书馆从馆藏
119 种、261 部闵版书中，精选发布
101 部数字化成果，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满足公众对古籍文献的
查阅需求，还将古籍修复工作中颇
具特色的线装书修复拍摄成完整视
频，推介给广大读者，让读者在线体
验古籍修复的独特魅力。

辽宁省博物馆在“辽宁文化
云”和辽博官网、官微上同步推出

“古代辽宁”“满族民俗展”“中国古
代铜镜展”“中国古代佛教造像展”

“中国古代货币展”“中国历代玺印
展”“辽代陶瓷展”以及“又见大唐”
书 画 文 物 展 等 13 个 VR 线 上 展

览。“闻识博古云游辽博”系列活
动，精选馆藏文物并录制讲解音
频，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以语音讲解
加图文介绍的形式，在线为公众普
及文物知识；“华夏儿女守望相助”
和“宝藏四方”辽博专场两场直播
活动共吸引了 67.5 万人次在线观
看 ；辽 博 官 微“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超
话”板块，陆续推出“足不出户看
辽博”“辽博文物”“瑞鼠吐宝”“喜
到新年”等话题栏目，引发了广大
网友的关注。其中，“足不出户看
辽博”系列内容被国家文物局官
方微博纳入“文博机构微博线上
云观展合集”。

辽宁美术馆充分挖掘馆藏资
源，策划推出线上微展厅，通过馆
藏精品赏析，展示傅抱石、蒋兆和、
黄胄等近现代名家绘画精品佳作，
让观众欣赏美术馆典藏精品的同
时，对作品的背景、内涵及其历史
和文化的价值有更深层次的体悟。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
划推出的“非遗+直播”线上非遗
公开课新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科技充分结合，邀请非遗
传承人做客“辽宁文化遗产”直播
间，让非遗传承人化身网络主播传
授非遗技艺，同样获得了广泛关注
和好评。

“云”展览，让公众足不出户读精品看文物

核心
提示

8月2日，辽宁芭蕾舞团建团40周年线上展演《雷蒙达》。

网络直播页面。 本报记者 高 爽 摄

8月2日，辽宁芭蕾舞团建团40周年线上展演《天鹅湖》。（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庆祝中埃建交64周年·云交响音乐会”直播现场。（辽宁歌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