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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让 马良 和 神笔 相得益彰

2018年文博会上，巨型地幕影

院、AR试衣间、720云上VR全景美

图……一批“文化+科技”型文化龙头

企业、数字文化创意企业集中展示的

新产品，成为风靡全场的焦点。近年

来，云南的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不断

发生“化学反应”，科技赋能让文创

产业得以拥抱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文化

更好地进入百姓生活，为未来创造无

限可能。

人机交互展示文化创意

8月10日，在创意云南2018文博

会6号馆，一场“文化+科技”的盛宴

正在上演。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不

少“黑科技”已不仅停留在概念上，

更多的是强调便利、交互与应用。

一个看似普通的“茶几”，其实

具有多物体识别功能。“桌面”就是

一块可以供多人同时操作的UI界面，

用手触屏或者用烟灰缸、杯子、笔、

手机等常用物体都可以操控界面查看

信息。“它既是一个多媒体交互平

台，又可以当桌子使用，我们把多层

信息桌面化，利用多点触控技术支持

多人同时触控操作且互不干扰，实现

不同功能的运行，可直观快捷地为客

户展示信息。”视广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映华介绍，这个“茶几”可

应用于餐厅点餐、KTV点歌、互动游戏

等娱乐场景，也可用作企业成果展示

或政府宣传。

不少“文化+科技”成果已进入我

们的生活。例如埃舍尔科技为“一部

手机游云南”提供的“VR云南数字版

图”。通过“VR云南数字版图”，游

客可佩带VR头盔，行走在数字云南地

图上，利用手柄交互切换浏览云南16

个州市主要旅游目的地的VR内容。今

年9月，在安宁市正式启用的云南首个

“24小时无人智能共享书房”，通过

科技实现自动化售卖和借阅。阅读与

便民服务相结合，可满足市民“300

米生活圈”内的购书需求。

技术增加了文化的动力，创意实

现了文化的张力。科技对视觉、听觉

等感官进行了强化，打造了兼具艺术

观赏、文化教育、科技互动等全方位

沉浸式体验场景，向着更立体的感官

体验，具有故事性的情感体验以及

追求价值高度认同的精神体验方向

发展。

“文化与科技的创新融合，对文

化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昆明市文产办项目规划处副处长安

向辉看来，这种融合成功开拓出一个

新市场，满足了消费者工作、学习和

娱乐的新需要。让文化产品供给的有

效性、附加值和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同

时得到提升，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

和转型升级。

“科技和文化两者相辅相成，文

化是提升科技产业竞争力和价值追求

的重要引擎，而科技则在改变文化产

业的价值链和供需关系，这两者也是

当代产业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安向

辉告诉记者。

穿越时空唤醒文化记忆

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

公司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和科普事业

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和文化交流。2017年12月，国家文物

局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

划在3年内建成2000家百科数字化博物

馆。在数字化博物馆中，用户通过音

频讲解、实景模拟、立体展现等多种

形式，可以如身临其境般地观赏珍贵

文物，让足不出户逛博物馆成为现实。

如今在百度百科的词条上，“西

南联大”不再是干巴巴的文字介绍。

通过百度人工智能AI技术，在词条中

成功复原了西南联大校舍的全景，如

果戴上VR眼镜，还能身临其境、沉浸

式的体会当年西南联大学子艰苦的学

习环境和刚毅坚卓的学习精神。在本

次文博会上，记者看到通过VR、AR等

科技手段还原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

以及龙泉古建筑，没去过龙泉古镇的

观众也可以“穿越虫洞”，体会众多

文化大师和35位院士的“乡愁”。

周杰伦此前在一场个人演唱会上

曾成功实现与邓丽君同台演唱，其中

用到的“幻影成像”技术，这次由视

广科技带到了文博会现场。体验者无

需穿戴任何设备，即可看见悬浮于空

中的立体影像，极具空间纵深感、真

实感和科技感。这项技术主要运用在

文物与贵金属类展示、人物还原、场

景还原方面。

除此之外，“文化+科技”让生活

中的小细节也变得温情脉脉。通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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