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音曼舞———敦煌乐舞文化主题

展”日前在台湾艺术大学开展，后续还

将巡回至东华大学及逢甲大学，这是

“敦煌文化艺术展”活动在疫情之后首

度回归线下。

本次主题展由台湾沈春池文教基

金会、敦煌研究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共同主办，共规划“丝路漫行”“净土梵

音”“缤纷散乐”3 大展区，全区免费参

观，分阶段在新北、花莲、台中三地高校

展出至 2025 年 1 月 8 日。

“丝路漫行”展有敦煌石窟在千年

前形成的历史沿革，以及敦煌壁画所使

用的各式材料，重现千年前的漫漫丝

路；“净土梵音”陈列根据敦煌壁画仿制

的各式乐器，如琵琶、腰鼓、埙、排箫等，

让观众体会敦煌乐舞的华美；“缤纷散

乐”展出《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

夫人出行图》等著名敦煌壁画的高清复

制件，真实还原中国古代乐舞的历史文

化生态。

本次展览另一亮点是运用多媒体

技术，将静止的壁画转化为动态的视觉

体验，透过数字技术感受中国古代音乐

与舞蹈的融合之美。主办方表示，希望

透过在台湾各地的巡展，让一般民众包

括年轻人都能够走到校园、“进入”敦

煌，一窥千年乐舞的曼妙，同时培养青

年朋友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

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长石

静文表示，“敦煌文化艺术展”自 2016

年在各校巡回展出以来，得到许多青年

朋友的关注喜爱。本届展览中的画作、

各式乐器等展品都是在敦煌复刻后运

送来台。

石静文介绍，今年展览邀请多位敦

煌研究院的学者专程到台湾协助布展

并指导导览，此外还将举行系列专题讲

座。“希望借由更专业的导览介绍与课

程介绍，让民众在观展之余能更深入体

验敦煌之美。”

渊王承昊 傅双琪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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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点亮美好生活
以前，人们见面，通常会问：“吃了

吗？”

今天，人们见面，大概会聊：“最近有

啥好电影？看了啥书？”

这一社交细节的变化，折射出人们

生活的巨大变化———从追求物质生活的

温饱到重视精神生活的丰盈。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文化产品极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文化产品日益丰富

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

叫———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村文化生活

曾被这样描述。

当时，城市的文化生活也算不上丰

富。1949 年末，我国广播电台仅有 49

家。1952 年全国拍摄的电影故事片只有

9 部。收音机在一般人家绝对是奢侈品，

看电影也算得上比较高级的文化消费。

文化设施匮乏，文化产品不足，人们白天

上班，晚上只能“搁下饭碗摸床沿”。

这样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75 年

来，文化产品供给从紧缺到丰富，大大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餐桌”。

《长津湖》《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

国》《人世间》《繁花》《三体》等优秀影视

作品不断“上新”。仅 2023 年，全国电影

年产量就有近千部；全国制作发行电视

剧 156 部、4632 集，全国电视剧播出 21

万部。面对琳琅满目的影视作品，观众

有时甚至会面临选择困难。

《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五

星出东方》等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百花争

妍。演唱会、音乐节等音乐活动轮番登

场并下沉至县城。2023 年，全国艺术表

演团体原创首演剧目 1993 部，原创首演

节目 3805 个。

图书出版飞速发展，图书品种空前

丰富，2023 年我国出版图书达 119 亿册

（张），约 20 万种。网络文学快速崛起，

平台驻站作者总数接近 3000 万，现实、

历史、青春、科幻等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学

精品大量涌现，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

文化产品极大丰富的背后，是国家

对文化事业的持续投入。2023 年我国文

化和旅游事业费（2018 年及以前为文化

事业费）达 1280.4 亿元，而 1953 年至

1957 年，我国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仅为 5

亿元。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十分缺乏，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有

896 个，而公共图书馆仅有 55 个。

1953 年，当时的文化部颁布《关于

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明

确了文化馆（站）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

跃群众文化生活的职能，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由此启动。此后几十年，

公共文化机构的设施建设、设备条件逐

步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一批

法律法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

快车道，现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

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3年末，全国共

有群众文化机构 43752 个、公共图书馆

3246个、备案博物馆 6833 家。从城市到

乡村，公共文化场馆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实践中，各地采取盘活存量、调整

置换、集中利用等方式，促进基层文化设

施科学布局、优化功能，涌现出浙江“文

化礼堂”、甘肃“乡村大舞台”、湖南攸县

“门前三小”（小广场尧小书屋尧小讲堂）、

山东“农村文化大院”等各具特色的基层

文化空间。此外，上海嘉定的“我嘉·秀

空间”、广西北海的海岛智慧书房等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也不断涌现，目前全国已

经超过 3.35 万个。

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服务水平也在

不断提升。

———通过推行总分馆制袁推动优质

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遥 图书馆尧文化馆尧
美术馆总分馆制深入推进袁让优质文化

资源流动起来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

衡供给和高效利用遥
———完善野订单式冶野菜单式冶服务袁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

对接遥 山西太原推出野周二剧场冶袁根据

观众的口味选择演出剧目曰福建闽侯县

建立野队伍节目库冶袁设立野周末农家戏

台冶点单台袁群众想看什么点什么遥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建设和服务袁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

力遥 广东引入社会力量袁试点建设野公共

文化共同体冶袁 拓宽公共文化建设资金

来源曰云南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野彩云之

南等你来冶等文化活动袁丰富公共文化

服务产品供给遥

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下班后去干吗？”

“去上夜校！”

9 月 2 日，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

班报名通道开启，共投放 1072 门课程、

2.5 万个名额。八年来，上海市民艺术夜

校不断扩容，但仍然“一课难求”。今年

秋季班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最多时 90

万人同时在线抢课，很多热门课程都是

“秒光”。

除了上海，重庆、济南、广州、天津、

成都等很多城市都推出了不同特色的

夜校，涉及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不

同的公共文化机构。

美好生活，人人向往。“夜校之火说

明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开

始把文化艺术追求当成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总校负责人、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说。

上夜校只是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

一部分。上班路上，听听自己喜欢的音

乐；中午休息，刷一部心仪已久的大剧；

下班后，进电影院放松一下紧绷的神

经；晚饭后，跳一场酣畅淋漓的广场舞；

临睡前，翻翻枕边书，伴着书香入眠；周

末，带着孩子打卡博物馆、美术馆……

这些曾经是老百姓想象中的文化享受，

而今已无处不在，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

式。

数据勾勒出当下群众文化活动的

整体样貌：2023 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412 万场，服务人次

18.4 亿；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 11.6

亿，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29.4 万次；全

国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 254.2 万场，观

众 9 亿人次；全国公共美术馆举办展览

9813 场，观展人次 6217.9 万。

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

“推开一扇门，打开一扇窗，美丽新

农村，翻卷着金色麦浪……”舞台上，一群

农民朋友手持麦克风，高唱着《美好的日

子唱着过》，一脸的陶醉和幸福。这是近日

在河南兰考举办的 2024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主场活动上的一个场景。

日子越过越好，文化生活越来越丰

富，群众不再满足于坐在舞台下当观

众，也希望登上舞台唱起来、跳起来，成

为文化活动的主角。

52 岁的辽宁省朝阳县唐杖子村村

民李春军，已连续 29 年组织村民自编、

自导、自演“村晚”。每年“村晚”上演，正

值天寒地冻，可村民们参与的热情一年

比一年高涨，从最初只有十几人到现在

有 100 多名演职人员。在李春军的带动

下，现在朝阳县几乎每个乡都有了自己

的群众文化活动。

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村民们不仅开

心，也自信了。“以前你要说采访哪个村

民，他们指定都扭扭捏捏的，现在当着几

千人的面，让唱就唱，让跳就跳，接受采访

更不在话下，这不就是文化自信么！”李春

军颇为感慨地说，“以前搞活动，大家积极

性不高，现在只要说办活动，村民们都争

着抢着报名，每次都要优中选优。”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整

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支持农民自发组织

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

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

过去十多年，从“四季村晚”到“大家

唱”群众歌咏比赛，从“村超”“村 BA”到

广场舞展演，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站到

文化舞台中央，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

“以前在台下当观众，如今登台当主角，

感觉不一样，有种当主人的感觉。”农民

朋友这样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随着群众自身文化造血能力的增

强，《敲起琴鼓劲逮逮》《扫街》《阿婶合唱

团》《一分不能少》《打扁担》《看见自己》

《爱上这座城》《阳台的花儿开了》《守望·

撒麻》《两室一厅》《公鸡过寿》等一大批

群众文艺作品，从“群星奖”评奖活动中

脱颖而出，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

不同艺术门类，展现了新时代群众文艺

创作的最新成果。

在线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直

播和短视频的方式，创作文艺作品，展现

艺术才华，记录日常生活，主要短视频平

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近 8000 万，日直

播场次超 350 万。

数据

1949 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000 个袁 到 1978 年末增加到 3150 个袁
2023 年末达到 17781 个遥

新中国成立之初袁 全国仅有群众文

化机构 896 个袁 到 1978 年末增加到

6893 个袁2023 年末达到 43752 个遥
1949 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55

个袁1978 年末增加到 1218 个袁2023 年末

达到 3246 个遥 渊韩业庭冤

参加暑期研学活动的中学生
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参观遥

游客在湖南博物院博物馆公
园体验文创产品遥

山东临沂袁市民体验制作中药香囊遥

暑期袁游客在故宫博物院参观遥

数字敦煌沉浸展安徽首发
寻境敦煌从 285 窟开始

围绕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

活化利用，满足市民游客的数字化游览

需求，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旗下安徽

广电科技公司、安徽电影集团在安徽省

合肥市引入“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

浸展”，实现安徽区域首发落地，打造“广

电 + 文旅”融合数字新消费场景案例。

“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

围绕莫高窟第 285 窟，依托敦煌学百年

的研究成果和“数字敦煌”多年积淀，结

合腾讯游戏科技等前沿技术能力，综合

应用三维建模技术、游戏引擎的物理渲

染和全局动态光照、VR 虚拟现实场景

等前沿游戏技术，1:1 高精度立体还原第

285 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

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为大众带

来敦煌壁画线上知识讲解互动及线下

VR 深度体验。游客可零距离观赏壁画、

360 度自由探索洞窟细节，还可以“上

升”到窟顶，身临其境参与壁画故事情

节，感受古时洞窟中曾被照亮的场景。

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

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其中，第 285

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有明确建窟纪年

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同时也

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内容最丰富、保存最

完整的石窟，在洞窟形制、壁画内容等

方面融汇中西方多元的艺术风格，以其

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内容著称于世。

线上，用户可登录“数字敦煌”官方网站

或微信搜索“数字敦煌沉浸展”微信小

程序，随时随地一键体验，深度浏览壁

画故事，自由探索上百个洞窟知识点，

了解第 285 窟丰富的文化内涵。

线下，游客可在合肥骆岗公园·时

空聚场（北京园对面）内“寻境敦煌———

VR 虚拟漫游展厅”通过佩戴 VR 设备，

身临其境“走进”第 285 洞窟。游客不

仅能打破时空束缚，穿越到 1400 多年

前“刀林剑雨”的壁画世界，还能与“雷

公”等 40 余位“众神”飞跃云端、一同

奏响天乐。

“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

为游客大众在国庆假期期间感受浓厚

节日氛围的同时，呈现了一场敦煌文化

的“饕餮盛宴”。体验游客纷纷表示，

“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带来

了敦煌 285 窟壁画身临其境的知识讲

解互动和 VR 深度体验，沉浸式感受到

了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是一场别开生

面的数字游览体验和文化大餐。

渊李辉冤

敦煌乐舞文化走进台湾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