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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有“塞北锁钥”之

称。相传驻守在安塞的

士兵把腰鼓当作和刀、

弓、箭一样重要的作战工

具，用来传递信息、擂鼓

助威、庆贺胜利。腰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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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安塞，几乎村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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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
拓展文旅产业内涵

在中国，随着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高附加值、沉浸式的深度游和个性游层出

不穷。为文旅产业赋能有多少种可能？从

正在厦门举行的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会

可一窥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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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
引领消费升级

□ 花 建

这是一场沉浸式演艺活动：在上海一

栋5层老楼改造成的90多个“复古风”房间

里，30 多位演员穿梭其间进行表演，观众

自由游走于戏剧场景中，和演员进行面对

面的接触与互动；在另一场敦煌主题的沉

浸式展览中，敦煌莫高窟7个代表性石窟

得到1∶1复原，飞天壁画360度的动感呈现

给人巨大震撼，再辅以光影、装置艺术及舞

蹈表演等，将观展“升级”为一次非同寻常

的生活体验。

今天，以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沉

浸式娱乐、沉浸式影视等为代表，沉浸式体

验正成为文化产业创新活力强劲、表现形

式丰富的新业态之一，如春雨入夜般渗透

到演出场馆、文化园区、旅游景区、文化遗

产等不同空间。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沉浸式体验的

特点，那就是“集成创新，跨域融合”。沉浸

式体验，是通过集成大量技术、智慧和创意

所创造出来的一种高价值经历。它一方面

集成大量前沿科技成果，3D全息投影、多

通道投影、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

等技术，共同搭建沉浸式体验的结构和形

态；另一方面以主题性的空间造境为关键，

通过交互式空间和叙事性空间的营造，让

人们沉浸在特定情境、氛围与主题中。沉

浸式体验提供的既有以视觉、听觉、触觉、

嗅觉等为主的感官体验，也有叙事性和故

事性的情感体验，还有追求价值认同的精

神体验，是一次集多种媒介和各种视听效

果于一体、全方位作用于身心的难忘经历。

正如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景那样：

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一旦在融合中形成重

大突破，将极大鼓励人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沉浸式体验结合高新技术和装备，把

原本束之高阁的珍贵资源转换为高品质的

文化体验服务。

沉浸式体验是拓展体验领域的重要一

步，是引领消费升级的热点方向。在工业

化社会之前，由于科技发展水平限制，人们

获得的沉浸式体验往往是个别的、偶然性

的，难以成为普遍的消费形态。在信息化

社会，借助科技装备和创意设计，把高品质

的体验发展为一种具有高价值的消费形

态，条件已经具备。这极大地推动了人们

对体验消费的开发和追求。

沉浸式体验的发展水平，某种程度上

是创新机制力度和深度的折射，需要跨学

科合作。沉浸式体验建立在新一代通信、

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意设计和数字内容等

基础之上，能否聚合各领域的研发成果，促

进科技、投资、创意、艺术、商业等主体的合

作，成为在沉浸式体验领域能否形成融合

创新优势的关键。有鉴于此，发展沉浸式

体验离不开多学科、多领域的联合攻关，特

别需要把原创内容与前沿科技进行创新组

合，形成二者在内容、技术、管理、运营等方

面的有机结合。要把重视基础研究、推动

持续革新的科学精神，与鼓励天马行空、倡

导大胆想象的艺术思维结合起来，化合成

“奇妙结晶”。

发展沉浸式体验还必须高度关注文化

消费者尤其年轻一代的需求。沉浸式体验

是深受年轻人喜爱和容易激发想象力的产

业群组。要敏锐把握年轻一代在数字化、

智能化、网络化背景下，不断追求新体验消

费的需求，促进沉浸式体验获得更加广泛

的市场应用和可持续发展。

□ 刘诗平

天宝陂、龙首渠引洛古灌区、白

沙溪三十六堰、桑园围12月8日成

功入选2020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这些灌溉工程凭什么入选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们有哪些胜

出“绝招”？

天宝陂：拒咸蓄淡，
生态友好

天宝陂位于福建省福清市的龙

江中段，因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而

得名，距今1300多年。

“天宝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拒

咸水蓄淡水工程，拒咸蓄淡的建设

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它

的修建使当地大片农田旱涝保收，

是区域农业发展的转折点，为当地

农业发展、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做出

了重要贡献。”福建省福清市市长

张新怿说。

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高黎辉介绍，天宝陂在宋

代维修时，首次使用了铁水固基技

术。天宝陂采用斜向布置方式，坝

体长度大约是河流宽度的3倍，泄流

能力加大，上下游水位差减小，坝体

承受的水流冲击力也减小，极大地

增强了抵御洪水冲刷能力并延长堰

坝生命周期。

“这次修复在当时算得上是工

程奇迹。同时，天宝陂使用卵石、条

石、铁等材料，就地取材，建设中注

重环保。长坝轴布置能增加泄流

能力，具有对河流的生态友好性。”

高黎辉说。

龙首渠：首创井渠法，
促农业发展

龙首渠引洛古灌区位于陕西省

渭南市，始建于汉武帝时期，距今

2100多年历史。

“龙首渠是当地农耕文明高度

发展、区域经济繁荣昌盛的见证，

如今它灌溉的农田达到74.3万亩。”

陕西省渭南市洛惠渠管理中心主任

迪江涛说，修建龙首渠之始，就提出

引高含沙量的洛河水来灌溉盐碱

地，这种盐碱地的治理方式对改善

土壤、提高粮食产量有良好作用，是

农业发展的里程碑。

据中国水科院刘静博士介绍，龙

首渠渠道工程在设计理念、施工技

术、工程规模等方面领先于其时代。

从龙首渠开始的引洛灌溉，采用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的建设方式，同时注

重运用淤卤压减的方式治理盐碱

地，对区域生态有改善作用。

“采用竖井方式辅助暗渠开挖，

开凿 3.5 公里的地下隧洞，使竖

井、暗渠、明渠完美结合并能自流

行水。井渠法在其建筑年代是一种

创新，为其后隧洞施工与水利工程

理论和手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刘静说。

三十六堰：连续筑堰，
因地制宜

白沙溪三十六堰位于浙江省金

华市婺城区，始建于东汉，距今1900

多年。

“历史上，三十六堰为金华农业

发展、粮食增产做出重要贡献，至今

仍然保持着充足的活力和发挥重要

的作用，并且具有先进的科技价值、

悠久的历史价值、巨大的效益和丰

富的文化价值。”金华市婺城区委书

记蔡艳说。

高黎辉表示，在同一条河流上

修建36座堰，从最上游的沙畈堰到

最下游的中济堰横跨45公里，水位

落差168米，在工程规划和建设规

模等方面具有时代领先性。

“阶梯-深潭是山区河流自然发

育的地貌特征，三十六堰的建设者发

现这一特点，并加以科学利用。在每

个深潭的下游修筑堰坝，利用深潭

对水流的消能作用，减小水流对堰

坝的冲击，同时在干旱月份深潭能

增加堰坝的蓄水量。”高黎辉说。

蔡艳表示，三十六堰的主材都

是卵石、条石、铁等，就地取材，既成

本低廉，又发挥重要作用。以潭筑

堰的方式增加了溪潭的消能作用，

稳定了白沙溪的河床，有利于白沙

溪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有极高

的生态重塑作用。

桑园围：基围水利，显
综合效益

桑园围地跨佛山市南海、顺德

两区，始建于北宋，至今有900多年

历史，属河口三角洲的基围或围田

灌排工程，包括堤防、灌排渠道、水

闸等。

“桑园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基

围水利工程，是珠三角灌溉农业发

展的里程碑，历史上灌溉农田20多

万亩，现灌溉面积6.2万亩，为农村

繁荣提供了水利保障。”佛山市水利

局局长李永生说，桑园围在长期建

设运营过程中，对围区的生产生活、

民俗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桑园围

灌溉工程遗产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

特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张伟兵

博士说，桑园围所代表的区域“大包

围”式的防洪理念，在现代的城市或

区域防洪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发展。

围内桑基鱼塘循环农业模式，对当

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桑园围工程体系的规划设计，

充分体现了对防洪挡潮、灌溉、排涝

等水环境矛盾的统筹协调，实现了

对围区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

境的改变、优化和维系，具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效应。”张伟兵说。

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主席、水

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表

示，我国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

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

国家。新入选的4个灌溉工程，与我

国此前入选的19个灌溉工程一样，

有着独特的科技价值、历史文化价

值和生态价值，发挥着巨大的社会

经济效益。我国灌溉工程遗产在世

界灌排界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

一张重要名片。

□ 蔡馨逸

鼓槌落下的瞬间，空气仿佛被

炸裂。百十个头系白羊肚手巾、腰

扎红腰带的汉子敲打腰鼓纵情跳

跃，鼓声咆哮、红绸飞舞、黄土荡天、

气势磅礴……

千百年来，安塞腰鼓在黄土地

上狂飙。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文化

馆里，珍藏着一块当地出土的宋代

腰鼓人物画像砖，只见腰鼓手握着

鼓槌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双脚跳

起，仿佛正在敲击挎在腰间的腰

鼓。据考证，安塞腰鼓有 2000多

年历史。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古时

有“塞北锁钥”之称。相传驻守在安

塞的士兵把腰鼓当作和刀、弓、箭一

样重要的作战工具，用来传递信息、

擂鼓助威、庆贺胜利。腰鼓也逐渐

从军队流传到民间。在安塞，几乎

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

“安塞腰鼓是根植于黄土地的

艺术。”潜心研究安塞腰鼓的当地学

者张新德说，“过去，安塞山大沟深，

自然条件恶劣。越是艰苦的地方，

歌越多、艺越高。人们用铿锵有力

的腰鼓展示他们不服穷、制伏穷的

愿望和意志，再加上有军鼓的基因，

就形成了安塞腰鼓万马奔腾、排山

倒海之势。”

正是这种原始生命力，1984年

陈凯歌拍摄电影《黄土地》到安塞

取景时，一下就选中了腰鼓。150

名腰鼓手在山梁上打鼓的画面随

着电影上映，展现在世界观众眼

前。从此，安塞腰鼓走上了更大的

舞台。

1996年，安塞区被命名为中国

腰鼓之乡。2006年，安塞腰鼓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60岁的刘占明是安塞腰鼓省级

传承人，被当地人称为“安塞腰鼓

总教练”。8岁起跟着父亲学打鼓，

15岁进入文艺宣传队，他一路打着

腰鼓登上了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开

幕式、上海世界博览会、国庆70周

年大型文艺晚会的舞台，走上了德

国、美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

的街头。

随着安塞腰鼓逐渐闯出了知名

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学习和

传承的队伍。安塞区非遗保护中心

主任殷宇鹏说：“我们建立起传承人

电子档案和15个传习所，还让安塞

腰鼓进入全区中小学的体育课堂，

从娃娃开始传承民间艺术。”

“安塞腰鼓学起来容易，但要打

好了难。”刘占明说，安塞腰鼓表演

讲究“六劲”：摇头晃脑有股能劲，挥

槌有股狠劲，踢腿有股蛮劲，转身有

股猛劲，跳跃有股虎劲，全身使出一

股牛劲。目的是要让观众看着带

劲，听着鼓劲。

安塞区白坪街道冯家营村村民

周志战在2018年5月登上了冯家营

村“千人腰鼓大舞台”，成为一名专

业腰鼓手。在冯家营村，像周志战

这样的专业鼓手有246名，他们用

酣畅淋漓的腰鼓表演吸引众多游

客。2019年，“千人腰鼓大舞台”接

待游客46万人次，依靠文旅产业户

均增收约7000元。

“腰鼓对于土生土长的安塞人

来说，不仅是我们从小接触和传承

的文化，现在还成为很多人增收致

富的手段。”周志战说着拿起鼓槌敲

打起来。

这鼓声，从千年前的古战场传

到新世纪；这舞步，从黄土高原的山

坳跳到世界舞台；这精气神，从腰鼓

手的脸上漫延到每个观众的心里。

它们凭什么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我国4处新入选灌溉工程的胜出“绝招”

在黄土地上“狂飙”的安塞腰鼓

左上图：入选2020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

天宝陂 新华社发

左下图：入选2020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

白沙溪三十六堰 新华社发

上中图：入选2020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

桑园围 新华社发

右图：入选 2020 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

龙首渠引洛古灌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