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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思维和新技术的不断兴起，中国文化发展的

首要特征是互联网文化的飞速发展 [1]。2015 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 +”计划，旨在让互联

网成为推动各行各业优化、增长、创新、新生的基点。“互

联网 + 艺术 + 科技”背景下的文创产业是指以互联网平

台为基础，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交互设计等信息

通信技术与文化产业结合而形成的文创与艺术、科技、

金融等多方面跨界融合产生的数字文创概念 [2]。将唐陵

文化的传承与互联网平台有机结合 , 为唐陵雕塑的展示

与传播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充实过硬的文化内涵与移

动终端各种交互形式结合能够让文化产品体验的过程变

得妙趣横生，让传统的参观过程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交

互。打造出集高效传播、受众面广、趣味性强、具有情

感体验为一体的数字文创产品，这是传统文创所不能达

到的效果。

一、“互联网 +文创”产业新生态

传统的文创定义是在文化主题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生产出的实体文化产品。随着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数字文创产业掀起了一股热潮。在 2014 年国务院提出

的《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

干意见》中产生了“互联网 + 文创”的产业新生态，

它在现代中国文创产业发展中有着积极意义。文化创意

能够通过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载体产生更多的先进文

化，离不开互联网相关的文化形态和交互方式。随后

2016 年国务院提出《“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以新理念和新技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到 2020 年形成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 [3]。这标志

着文化创意和数字科技等多维度跨学科融合发展已经成

为国家战略，因此加强对唐陵数字化产品开发的研究有

着重要意义。

现代的文创产业不再仅仅以实用主义要求自身 , 其

中对人文价值与情感功能有了更高要求。例如腾讯在

2018年提出的“新文创”,便是和故宫博物院等地合作，

利用小游戏、APP 等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型和

发展。北京故宫博物院出品的多款 APP 都是在用视听触

多维度信息展现传统文化，更好地发挥了北京故宫博物

院传播文化并提高了文化生活的功用（图 1）。比如韩

熙载夜宴图 APP，点击人物或器具会出现文字说明，有

趣的是有些人物还会做鼓掌、敲鼓等动态动作，还有真

实人物融入其中。除了 APP，还有小游戏、输入法、表

情包等数字内容陆续上线，它们产生的价值不仅是破 10

亿的营业额，更是运用丰富的媒体内容和创新的交互设

计让故宫文化“活”了起来。数字内容推动历史文化重

新成为火热的流行文化元素，它符合当下互联网的开放

共享精神。

二、唐陵数字文创产品新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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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繁盛在文创产业中，除了过去传统经营性

的产品以外，数字化文创为博物馆的展览、观众服务和

文化传播构建了线上、线下的互动空间 [4]，创新的形式

促使中华文化得以更好传播与传承，这也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原先产品老化、形式单一的文创产业问题。新时代

的数字文创产品，秉承了“互联网 + 艺术 + 科技”的新

理念，有着高效传播、激发新趣味、扩充人群、产生情

感共鸣的特点，有着更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以下便是基

于互联网平台，数字信息技术对于唐陵文化的针对性设

计分析。

（一）进行高效传播

陵墓石刻随传统丧葬风俗而起，古代称之为“石像

生”，有生命永恒之意。唐陵中众多精美绝伦的石雕刻

群都体现了丰富的艺术价值。其中乾陵还被誉为“唐代

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5]，所以唐陵便是一个了解唐文

化的窗口，是留给当代乃至后代难得的历史财富。目前

在唐十八陵的文化传承中，由于地理位置及资源开发有

限，人们很难亲自去感受唐陵石刻艺术的气势磅礴 [6]，

并且关于唐陵数字化传播途径欠缺，使大众对唐陵文化

了解甚少。

移动互联网可以聚合观众情感，团队多年制作的“数

字唐陵”网站（图2），用数字化媒介展示唐陵的石刻艺术、

展览、纪录片等，让大众随时随地都能了解唐陵雄厚的

文化 [7]。形成一座丰富的数字博物馆，用数字典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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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并传播唐陵文化。

（二）激发趣味，寓教于乐

在中国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网络游戏都是被讨伐

的对象，但随着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开放理念出现，

游戏开始重视文化，寓教于乐。将文化、艺术、技术相结合，

实现了教育游戏化、交互游戏化。腾讯联合北京故宫推

出的“太和殿的脊兽”小游戏，便是通过拖动脊兽放置

在正确位置，引发大众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与思考。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与艺术表现手法也在

不断创新，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也在不断推陈

出新。科技进步，材料、工具的多样化，艺术表现的手

法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例如三维立体的应用、虚拟信息

形象的传播等 [8]。将产品与新的媒介结合，能大大丰富

受众群的感官刺激和传播范围。唐陵团队制作的《梦回

大唐》游戏（图 3），便是通过轻松有趣的方式再现了

唐代翁仲的服饰特征。通过点击换装来体现不同官帽和

衣袍的纹饰变化，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艺术底蕴呈现在

移动终端界面上。

（三）扩充应用人群，产生情感共鸣

互联网背景下的唐陵数字化传播不仅展现出唐陵拥有

的文物，还可以用数字体验方式进行多元化传播。另一方

面，数字文创形式可以和旅游产品结合，丰富文化价值的

同时提升商业价值。在“数字唐陵”网站中，全景陵墓部

分生成的 H5，用数字化媒介展示与移动终端结合，展示

唐陵雕塑。观众点击 360°、720°的位置可全景观看石

刻 [9]，使唐陵雕塑在展示和传播中具有更广泛的数字平台

和应用人群，也使唐陵文化更直观更具互动性。在这样互

联网文化的日渐兴盛下，表情包已经成为一种火热的亚文

化。通过对唐陵已有传播途径的分析，融合当下文化热门

趋势，笔者研究出了具有创新性和多元化的“唐陵祥瑞”

主题表情包（图 4）文创产品。形象以唐桥陵石狮、獬豸

和建陵翼马为原型，根据石刻原型，将头和身体进行 1:1

卡通化设计，增强形象的萌感使祥瑞形象更加贴近人们生

活。在古代，石狮、獬豸、翼马都代表着正义、守护、吉

祥等美好寓意，它们几千年来守护着曾经辉煌的大唐。萌

趣的表情在交互时反映出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希冀，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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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可以感受到这些祥瑞带给人的祈福与无限力量。这一设

计能够使厚重古老的唐陵文化变得轻松有趣起来，它可以

自然地融入人们的交互生活，增加大众的互动，在日常的

交流中产生对文化的情感共鸣。互联网时代下表情包是互

联网系统的代表符号，是多元化与个性化的互联网文化，

是唐陵文化进行文化传播与再创造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使

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趋于一体化。表情包也成为传

播民族文化、节日风俗、个人意志的特殊载体，是文化传

播手段中的新闪光点。

三、结语

无论是以日用品为载体，还是以 APP、数字典藏网

站等这类数字媒介为载体，开发文创产品都是让文化延

续到我们生活当中。日用品是每个时代的，而信息生活

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将新技术作为文创媒介就是让文

创和互联网生活建立密切联系，新媒介和文化融合的文

创，不仅使信息传达更高效，也使体验文化的过程更有

趣味性，不仅扩大了唐陵的观众群，更让普通老百姓与

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更靠近一步。互联网 + 艺术 + 科技

下的数字文创促进了文化和文创产业的发展；将教育与

娱乐有机结合；丰富了人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所以目前

如何将一种文化转化为有形的文化产品，并将其进行数

字化转型，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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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公开审判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民事、刑事和行政裁判文书均应向社会公开，这

极大提升了司法的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效率，

促进司法正义以公民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从辩证的角度看，司法数据也有被滥用的可能，故

而数字经济时代实现正义必须强化对法官、审判员、书

记员和律师等群体的个人数据保护，明确技术应用边界

以保障正义实现。

一方面，从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角度加大对司法

群体的个人数据保护，进而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审判体

现了高度的技艺理性，审判活动的独立不受干扰是正义

实现的前提。司法人员也是有限理性主体，如果他们的

个人信息和审判数据被聚合挖掘，将成为悬在司法正义

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民法总则》对自然人隐

私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进行了规定，为防止法官个

人数据被滥用提供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建立数据技术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其司法

应用场景边界。类似克隆技术不能用于人类，企业或个

人也不能运用数据技术聚合分析司法人员个人信息，也

不得从事影响司法审判的数据分析活动。

四、结语

正如电影《我不是药神》为我国《药品管理法》修

改提供文化推动力，《邹碧华》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法律

的信仰，多年之后再次观看《失控陪审团》，引导我们

对数字经济时代法律正义实现有所体悟，数据技术能提

升司法智能化，促进社会正义，但对法官、审判员和律

师等群体个人数据的滥用也会阻碍正义实现，故必须明

晰数据技术应用边界和底线，维护社会法治和正义。更

进一步，这也体现了电影对现实的反映，启发观众以崭

新视角审视周围世界，并为实践点亮一盏灯。

我国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电影

艺术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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