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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连古今通山海
“2025丝绸之路周”共绘中外文明互鉴“新图景”

◎ 记者 刘青 供图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记者 刘青 供图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7 月 12 日，随着最后一场实战拍摄

指导的结束，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主办、浙江传媒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培

训中心）承办的浙江省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青年人才培养“新光人才”项目第一

阶段正式收官。这场持续数日的“成长

盛宴”，不仅汇聚了韦路、江海洋、许一顶

等行业大咖，更以“破圈思维”串联起 AI
技术、影视创作与文旅融合的跨界对话，

为广电视听领域的青年才俊们注入了兼

具理论深度与实战价值的“专业能量

包”——而这股能量，正悄然重塑着浙江

文旅产业的未来模样。

作为项目的“开门红”，浙江传媒学

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韦路的《人工智能时

代的国际传播》讲座，一开场就抛出了直

击行业痛点的命题：“当 AI 能写稿、能剪

辑、能生成虚拟主播，我们还需要怎样的

传播者？”韦路院长的答案藏在“和而不

同”四个字里。他解析，人工智能能高效

处理数据、优化传播路径，却难以替代人

类对文化差异的细腻感知——这种感

知，恰恰是讲好中国文旅故事的核心。

“比如西湖的‘断桥残雪’，AI 能生成千

万张雪景图，却写不出白娘子传说里

‘千年等一回’的文化共情；雁荡山的奇

峰怪石，算法能精准标注地质数据，却

道不明徐霞客游记里‘拔地参天，直上

干云’的人文意境。”在他看来，AI 时代

的国际传播，需要青年人才既善用技术

工具拓宽文旅内容的传播半径，更要守

住文化根脉，让世界透过镜头看见“不一

样的浙江”。

国家一级导演江海洋带着《基因与

进化——AI 时代电影的思考》走上讲台

时，这位曾执导《攀登者》等多部主旋律

大片的导演以《流浪地球》为例：影片中

冰封的东方明珠、坍塌的上海中心，不仅

是视觉奇观，更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情感共鸣，“你去看横店影视城的沉浸

式演出，看宋城的《宋城千古情》，本质上

都是用电影级的视觉呈现、故事架构，让

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他强

调，AI时代的电影人要做的，不是被技术

裹挟，而是用 AI 优化文旅场景的光影设

计、剧本打磨，甚至通过虚拟数字人打造

“永不落幕”的景区导览——就像《流浪

地球》里的智能 AI“莫斯”，既能高效服

务，又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当资深电影操盘手许一顶带着《影

视+文旅——银幕到现实的双向奔赴》

的“实战手册”登场时，教室里的气氛瞬

间热烈起来。这位曾操盘过多部“影视

带火文旅”案例的行业老兵，一上来就抛

出了一个鲜活的对比：“《阿凡达》让张家

界的‘哈利路亚山’成了网红打卡地，《非

诚勿扰》带火了杭州西溪湿地——这不

是偶然，而是‘影视 IP+文旅场景’的必然

共振。”

许一顶眼中，合格的“影视+文旅”操

盘手得是“全栈玩家”，前期要像侦探一

样挖掘文旅资源的独特性，比如丽水古

堰画乡的“千年樟树+油画产业”，完全可

以成为电影里的“治愈系秘境”；拍摄时

要预留“文旅接口”，就像《你好，李焕

英》里的襄阳卫东机械厂，刻意保留的

80 年代场景，天然适合后期改造为沉浸

式 体 验 区 ；上 映 后 更 要 做 好“ 流 量 转

化”，通过短视频挑战赛、明星同款路线

等，让银幕里的“虚拟种草”变成现实中

的“打卡消费”。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葛继宏的《从品

牌塑造解读传播工作的创新》讲座，为这

场“成长盛宴”加了一把“干货之火”。“西

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

因为有山有水，而是因为它把白蛇传、苏

东坡、白居易的故事，变成了‘三潭印月’

‘苏堤春晓’这些可感知的场景。”葛继宏

解释，文旅品牌的塑造，就是要让“硬资

源”长出“软故事”。比如衢州的孔氏南

宗家庙，光说“全国三大孔庙之一”不够，

得讲清楚“南宋迁都时，孔子后裔如何带

着儒家文化扎根江南”，才能让游客理解

这份“东南阙里”的独特价值。而 AI、大

数据等技术，正是让这些故事“传得更

远”的工具——通过算法精准推送，让喜

欢历史的游客刷到孔庙的研学活动，让

热衷汉服的年轻人看到衢州水亭门的古

装夜游。

理论之外，实战环节更让学员们直

呼“解渴”。浙江摄协航拍专委会副秘书

长张力带队的实地拍摄，把课堂知识变

成了镜头下的实践：在杭州良渚古城遗

址，学员们用无人机航拍与AI剪辑结合，

制作出“5000 年文明与现代光影”的短视

频；在运河边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他们

尝试用“一镜到底”的手法，串联起茶馆

听书、手作陶瓷、运河游船的场景，让“活

态遗产”的魅力跃然屏上。

有人计划用“影视+文旅”的思路改

造家乡的古村落，有人琢磨着用 AI 优化

景区的多语种导览系统，还有人想把江

海洋导演的“情感表达”理念，融入红色

文旅基地的内容创作中。这场“新光人

才”培养项目的收官，不是结束，而是一

个新的开始。

7 月 11 日，“2025 丝绸之路周”主场

活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启幕。这场由国

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等多部门

联合承办的文化盛宴，以“丝连古今路

通山海”为主题，特邀内蒙古自治区为

主宾省（区）、巴西为主宾国，吸引了中

外嘉宾约 150 人共赴盛会。从草原丝路

的文物对话，到海上丝路的跨国合作；

从学术研讨的思想碰撞，到非遗创新的

实践探索，“2025 丝绸之路周”正以多元

形式编织起一张连接古今、贯通中外的

文化网络。

开幕式上，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副

总领事卢卡斯·利马、世界文化协会会长

吕克·罗什等嘉宾的致辞，既回顾了丝绸

之路的历史脉络，更展望了当代文明对

话的无限可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土

耳其文化和旅游部等20家国内外机构还

通过视频方式发来祝贺，让这场开幕仪

式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

作为主场活动的核心亮点，“碧色万

里——10-12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主题

大展同步启幕。展览汇集辽上京遗址、

耶律羽之墓等出土的200余件文物，其中

60余件为一级文物，通过伊斯兰玻璃、西

域琥珀、吴越秘色瓷等珍贵遗存，辅以多

媒体技术，生动再现辽朝时期草原丝绸

之路的繁荣景象。从7月11日至10月20
日，观众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临展厅沉

浸式感受 10-12 世纪欧亚大陆多元文化

的碰撞与融合。

主宾国巴西带来的“荟萃：多元融合

的巴西摄影展”同样引人瞩目。巴西摄

影师克劳迪娅·丰塔纳以季节流转中的

城市轮廓为创作灵感，用镜头捕捉巴西

都市的霓虹光影与建筑美学。展览设于

中国丝绸博物馆时装馆户外连廊，将持

续至 10 月 20 日，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窥

见南美文化风情的窗口。

夜幕降临，“内蒙古之夜”暨丝绸之

路数字博物馆主题策展推介颁奖典礼热

闹登场。现场不仅揭晓了“草原丝绸之

路”主题策展获奖名单，更有融合蒙古族

风情的文艺表演精彩上演，让观众在歌

舞中感受草原文明的厚重与灵动。

除了静态展览，系列学术活动与实践

项目为“丝绸之路周”注入深度内涵。7
月 9 日至 1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

国丝绸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非遗即时

尚”首期工作坊率先启动，来自全球的

学员围绕非遗保护伦理与商业化路径

展开研讨，探索将蚕桑丝织等非遗技

艺融入现代时尚的创新模式。7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

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杭州召

开，百余位专家聚焦“博物馆视角下的

丝路文明互鉴”，为文化遗产保护献计

献策。

7 月 11 日至 13 日，“守护丝路文明：

博物馆对话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玉

皇山庄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与

欧亚美多国学者共论遗产保护与博物馆

使命，《2024 年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年

报》的发布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主宾国巴西的系列活动将在10月底

至11月初延伸至南美大陆。中国丝绸博

物馆与巴西移民博物馆合作的“丝系山

海”展览，将展出 122 件（组）丝绸文物与

当代艺术品，其中不乏列入“文明桥梁计

划”的精品。“陌桑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展

演将走进圣保罗与伊瓜苏，让巴西观众

亲身体验这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

目的魅力。更令人期待的是，中巴设计

师将以唐代翼马纹锦、南宋山茶花罗等

文物为灵感，联合创作时尚作品，在伊瓜

苏市举办的“中巴时尚之约”发布会上惊

艳亮相。同期举行的“博物馆促进文化

遗产可持续发展”学术对话，将进一步推

动两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公众教

育等领域的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国丝海外展厅”项

目在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该项目首站落

户巴西伊瓜苏市哈罗尔多·阿尔瓦伦加

文化中心，未来将通过常态化展览与交

流，让中国丝绸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

这一举措与“丝绸之路周”已形成的全球

影响力相辅相成——据统计，前五届活

动相关报道在海内外社交媒体阅读量超

10 亿次，近日更成功通过国际博协可持

续发展实践奖初选，成为博物馆推动文

化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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