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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新文创计划”:

年轻创作者“扮靓”古老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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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在家中的窗花剪纸里，
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西湖下镇
压着一只怪兽，名叫“年”，它惧怕
红色、火光和巨响。而眼下，由于
缺少鞭炮镇压，年兽已然苏醒，危
机一触即发。男孩的爷爷，是抵御

“年兽”的团队成员。除夕将至，爷
爷潜入湖底，与年兽殊死搏斗。男
孩灵机一动，请来西湖边真正的

“大神”——广场舞天团。于是，在
世界遗产西湖文化景观的山水怀
抱中，喜气洋洋的人们为一片黛
绿点缀上最耀眼的红色。喜庆热
闹的锣鼓、大妈们愉悦的舞步，形
成奇妙的“魔法”，年兽就此轰然
倒地。

谁能想到，流传了千年的年
兽传说，来到波光粼粼的西湖，会
上演这么一出神秘又喜气的故
事？不久前，这部名叫《年兽》的8
分钟短片一上线，就引来众多观
众围观，令人忍俊不禁。

《年兽》的创作，来自腾讯联
合阅文集团共同发起的“世界遗
产新文创计划”。这一计划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的世界遗
产为原型，号召中国网络文学作
家深入挖掘世界遗产的内涵与
故事创作短篇文学作品，并以新
文创模式，邀请导演、编剧和短
视频创作者以短片、动漫、音乐
等多种数字内容形态进一步开
发该文学作品，以此呈现世界遗
产的多元切面，打开文旅融合的
想象空间。

当年轻的创作者们走进古老
的世界遗产深处，有趣的故事吸
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让深厚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与当下生活建立
了新连接。

用有趣的故事吸引年
轻人的目光

“每年都会过年，但很多人已
经淡忘了除岁和过年的习俗。西湖
上发生过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
可我想让大家知道西湖上不仅仅
有爱情故事，也可以有合家欢。”
身为浙江人的阅文集团品牌作家
连力说，提到世界遗产，脑海里立
刻就想到了西湖，“就想靠着自己
的力量传播一下自己知道的世界
遗产。”

于是，他将春节的年文化和
西湖相结合，创作了《年兽》。这次

“温故”的创作之旅，让连力兴奋
不已：“当代社会日新月异，文化
遗产是历史的一部分，驻足在历
史的长河里观察古老的文化和技
术，为我今后的创作注入更多的
文化元素。”

以西湖文化景观为背景创作
故事原型，在上海浦东新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及上海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非遗数字积累和文化传播中
心的支持下，腾讯影业“青年导演
培养计划”合作导演童画将《年兽》
拍摄成片。别出心裁的“打年”方
式，将山水环绕的西湖文化景观与
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融合在一起，
翻新了传统的年味符号，也为西湖
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用一种新的形式吸引更多年
轻人的目光，去关注这些千年遗
产。因为这次拍摄，我第一次深入
了解西湖，还有那些带着神秘色彩
的传说故事。”童画说，“在了解、筛
选故事的过程中，有机会去深入了
解西湖背后的历史文化对现在的

市民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让我
更多地去思考，如何把杭州的人文
气质悄悄融入短片当中，这是一件
有趣又有挑战的事。”

年轻的网络文学作家和青年
导演跨界合作影视项目，对彼此
来说都是一次崭新体验。“网文作
者的脑洞就很大，也激励我们在
表现和实现上可以用很多新手
法，打破传统电影拍摄的固有思
维，混合多重实现手段，让故事的
视觉呈现更有趣。”童画说，“我们
希望用有趣的故事吸引年轻人的
目光，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更好地
保护这些人类文明的遗珠。”

世界遗产就在我们的
生活中

和《年兽》一同上线的，还有两
部短片，一部是以湖北神农架和

“野人”传说为背景创作的《野朋
友》，一部是发生在安徽宏村的“爱
不会缺席”的故事《礼物》。值得一
提的是，三部短片的主创团队都以
90后为主。他们从家乡的世界遗
产中汲取创作灵感，用青年视角记
录时代发展，以更生活化的表达，
让世界遗产走进千家万户。

“世界遗产并非遥不可及，它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阅文集团作
家李陈鑫说。作为湖北潜江人，李
陈鑫从小听着“神农架野人传说”
长大，这次围绕世界自然遗产神
农架创作的短篇小说《野朋友》就
融入了“野人”元素，讲述祖孙三
代关于爱与和解的故事。

同为湖北人，腾讯影业“青年
导演培养计划”合作导演陈新彦
基于短篇小说《野朋友》拍摄了

同名短片。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
文化和旅游局的指导下，《野朋
友》剧组深入神农架林区取景，
并将当地文旅元素融入其中。短
片以“神农架野人传说”为线索，
串联起父亲与爷爷、父亲与孩
子、父亲与母亲间的对峙隔阂与
情感联系，紧张的剧情节奏，细
腻的情感表达，既加深了神农架
的神秘之感，又表现了中国式的
亲情关系。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熟悉并喜欢神农架的
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
间文学唱本《黑暗传》传承人陈切
松认为，青年创作者的视角拉近了
世界遗产与普通人的距离，对当地
的文化旅游有很好的推广作用。

好的故事就是一个走
进去的“引子”

中国目前拥有 55 项世界遗
产，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也是拥有
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
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点状分
布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
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
同织就了一张熠熠生辉的世界遗
产网络。

短片《礼物》由安徽省文化和
旅游厅指导，在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古建筑群取景拍摄，讲述抗疫之下
一场“特别的团圆”。阅文集团白金
作家周燕用细腻的笔触将家国大
爱与青梅竹马之情娓娓道来，腾讯
影业“青年导演培养计划”合作导
演王子怡则以娴熟的镜头语言还
原小说故事，共同传递“总有人在
默默爱着你”的创作理念。短片中，

水墨山水、诗情画意的徽派建筑，
炊烟袅袅、亲邻互助的生活场景，
臭鳜鱼、毛豆腐等特色食物，让观
众感叹，这就是“老家生活”。

在李陈鑫看来，好的故事就是
一个“引子”，让年轻一代对世界遗
产有个初步的了解。

这或许是青年创作者们参与
的“世界遗产新文创计划”未来能
够打开的新空间：用传播量和有趣
的形式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在新与
老的碰撞中，赋予古迹新的时代文
化意义，增强人们与世界遗产间的
情感互动，同时激活文化传承。

“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大自然与人类文明的结晶，
青年创作者从中汲取灵感，以年
轻和多样化的视角融合时代特色
与个人创意进行创作，塑造出众
多具有互动性和延展性的本土文
化 IP，再借助数字化的内容表达
和互联网的广泛传播，能够实现
自然、文化、创意与科技的相互融
合，也让传统文化本身得到了延
续和新生。”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副院长、非遗数字积累和文化
传播中心负责人唐廷强说。

西泠印社社员、国家博物馆访
问学者韩回之认为，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
借助新文创模式与当代人建立连
接。传统文化的新式表达，将唤醒
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笔者了解到，接下来，“世界
遗产新文创计划”还将联合更多
青年创意者，围绕多处世界遗产，
以短IP开发形式推出短文、短片、
动漫、音乐等一系列新文创作品，
立体化展现世界遗产的魅力。

（《光明日报》颜维琦）

春 芽 李磊 摄

我的家在陕西咸
阳，这里的乡村民俗
源远流长，什么时候
吃什么讲究颇多，譬
如农历正月二十就要
吃菜饸（也称菜馍、合
合）。民国末年编撰的
《咸阳县志稿》篇之六
“风俗志”中岁时记事
第四节就有记载，“正
月二十日烙菜馍，名
曰合合，偏食人家，俗
传置于房顶，以补天；
按于地，以补地”。

正月二十吃菜饸缘自一个美
丽的传说：原本，咸阳习俗讲究农
历正月只能蒸煮，不做烙焙之食如
烙锅盔、焙烧饼等，原因是正月里
不能“烧干锅”。然而，到了正月二
十这天家家户户要烙菜饸，为的是
纪念女娲。

菜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
和面烙饼，先给擀好的两层薄饼
胚中夹上韭菜一类馅料，再压紧
周边放进铁锅，如同烙锅盔一样
烙熟。还有一种是摊煎饼做菜饸，
即和好面糊，先摊当地人称为煎
饼的薄饼，并将两个饼胚叠在一
起，中间夹好馅料后再烙熟。摊菜
饸的关键是要会“烧火”，麦草要
一把一把地添，四周都要烧到；
火力要均匀，不能过旺，也不能
太蔫，避免锅里的煎饼烧焦或没
有火色……咸阳农村里没有专门
烙饼的鏊子，烧水、煮面条、烙饼
都用一口大铁锅。在这样的锅里
摊饼是一门技术：先把锅烧热，抹
平少许油，舀一勺面糊，沿锅内
四周倒进，随之用锅铲迅速向上
抹开，使其吃满半个锅底。摊在
锅里的面糊量决定饼的厚度，虽
是凹形锅，水平高的人可以摊出
薄且均匀的饼来。等到锅里的面
糊开始起泡冒气，周围打起卷儿
时，双手捻着边儿轻轻一翻，使原
来朝下的一面朝上，片刻后取出
再接着做第二个，然后给锅里的
饼摊好菜馅，覆上头一张饼压紧
周边，盖上锅盖等待片刻，一个菜
饸就熟了……

现在，菜饸（包括煎饼）已不仅
因其筋道、柔软、绵顺、味道香爨而成
为人们喜爱的上乘美食，更有人结合
本土生活习惯创造出许多新的风味
和特色，使其多了一番实用价值和人
文情怀，给人不只带来物质享受，也
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今年春节假
期，实景游戏体
验馆呈现一票难
求的火爆场面，
真人实景游戏成
为文化消费新风
口。与桌面游戏
和 电 子 游 戏 不
同，在实景游戏
体验馆中，人们
身着戏服扮演不
同角色，沉浸式
体验让参与者更
充分融入故事，
切身感受“第二
人生”。

随着人们生
活 水 平 普 遍 提
高，文化需求正
在 发 生 新 的 变
化，更具个性、参
与性和互动性的
文化活动受到人
们欢迎，体验经
济应运而生。体验式文化消费的“卖
点”是提供新奇有趣的文化娱乐体
验，实景游戏、VR游戏、陶艺手工、
民俗文化游、沉浸式戏剧等都属于
体验式文化消费。

体验式文化消费具有个性定制、
互动参与、跨媒介的多感官体验等特
征。以广受好评的沉浸式戏剧《不眠
之夜》为例，整个演出空间包括90个
房间，有3000多个内藏道具抽屉可供
观众探索。观众进入戏剧空间后能够
自由游走，戏剧情节在这个空间中时
时上演，不同的入场时间与行动路线
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观剧体验。无论是
剧场空间、道具还是演员表演，都是
作品的“素材”。观众通过探索完成的
独特戏剧体验才是作品最重要的部
分，可以说，每一次“观看”都是一次
深度的个性化定制。

在传统的文化消费中，无论是
阅读书籍、聆听音乐还是欣赏影视
作品，都是单向度的，创作与消费
是两个独立的环节。在体验式文化
消费中，消费者不仅参与创作，也
是作品的组成部分，这让消费者的
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独一无二的作品背后，是独一无二
的经历与体验。体验式文化消费因
而具有唯一性、当下性与不可复制
性。另外，体验式文化消费中的互
动过程，综合利用包括 VR、AR 在
内的多媒体数码技术，提供跨媒介
的多感官体验——如温度、质感、
震动等在传统文化产品中很难体
验到的综合感官效果，为叙事与审
美提供了更多维度。

体验式文化消费的流行有其
原因。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消费
者更愿意主动参与；另一方面，体
验式文化消费能够营造出区别于
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场景，颇具仪式
感的形式能够起到放松身心、调剂
生活的作用。依托于成熟的工业生
产能力和前沿数码技术，体验式文
化消费以情境化开辟奇妙空间，以
沉浸感创造并满足着新的消费需
求，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发挥着积极作用。

长远来看，体验式文化消费还
有迭代升级的空间，尤其要在加强
设计、优化体验、打造品牌上下功
夫，力求提供形式更多元、制作更
精良、互动体验更丰富、审美品位
更高雅、文化意涵更丰富的优质文
化服务。

本报讯（芦蕊）近日，山
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东沟
村农家书屋被山西省委宣
传部授予2020年度全省“优
秀阅读推广机构”。

据了解，2011年杏花岭
区东沟村成立了农家书屋。
在新农村建设中，东沟村加
快精神文明建设进程，大力
营造良好文化学习氛围，把
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解决村民
“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
问题，提高农民素质，促进
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
展。图书管理员郭瑞华介
绍，首批图书大部分是农业
书籍，包括养猪养鸡知识、
种植果树注意事项等，不少
村民都成为书屋的常客，在
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东沟村农家书屋已

有藏书2591册，涵盖政治法
律、医学、历史文化、农业等
多个领域，内容贴近百姓生
活，成为广大村民的“精神
乐园”。该村还将现代农村
党员远程教育系统与“农家
书屋”学习平台进行资源整
合，打造“网络+书屋”式的
文化学习平台，帮助广大农
村群众拓宽获取文化知识
和科学技术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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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月球样品 001
号·见证中华飞天梦”开幕
式暨捐赠入藏仪式在国家
博物馆举行。国家博物馆以
月球样品001号为中心，展

出探月工程相关科技实物
40 余件，辅以大量图片资
料、动态图片和视频资料，
系统回顾中国探月工程取
得的辉煌成就，全面展示中

国人民实现“上九天揽月”
梦想的伟大奋斗历程，振奋
民族精神、激发民族自豪
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人民日报》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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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2月 28 日
电（记者 魏一骏）记者从杭
州公交集团获悉，杭州公交
日前推出“扫码查时刻”服
务，让乘客能更方便精准地
掌握乘车时刻。

2月 27日，杭州公交在
城区申花板块、三墩北板
块、紫金明珠板块的27个站
点推出首批“扫码查时刻”
服务，乘客可用微信扫描站
牌上的二维码获取相关信
息。为提升乘客的体验感，
该服务不需关注公众号、不
需注册会员、不需下载程
序，乘客直接通过扫码即可
获取停靠该站点所有线路
的发车班次及下班车到达
时间。3月起，杭州公交在其
他各站点陆续设置“扫码查
时刻”二维码。

据悉，杭州公交将力争
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前实
现主城区各站点“扫码查时
刻”全覆盖，从而使主城区公
交线路实现“班次时刻化”。

杭
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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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扫
码
查
时
刻
﹄
服
务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沟村：
农家书屋成广大村民“精神乐园”

国博展出月球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