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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是流淌在田野上的文化。大而言之，
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乡土文化标识，小而论之，
它是各地乡村社会延续的核心。作为村落在赓
续延绵的发展过程中存留下来的文化印迹，它
结构性地呈现于形式多样的风俗习惯、生活方
式、道德情感、民俗仪式、民间艺术之中。犹如
筑起高楼的每一块砖石，乡风诠释着这方水土
的文化特色，代表着这方水土的性格与品质，更
决定了这方水土的根本生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发生了多重变化。
村落空心化与新型社区建设、道德规范式微与
现代化发展同时受到关注，乡村未来成为社会
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乡村发展的“根”与

“魂”，良好的乡风是团结民众、滋养和助力乡村
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乡风不正，则会在现代化
的洪流之中让乡村变成“回不去的故乡”。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历史任务，乡风文明建设成为“三农”工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
特征出发，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

“五大振兴”的重要方面之一。从 2005 年到
2017 年，乡风文明虽然秉持着相同的四字要
求，内涵却是前者的延续和超越。“坚持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

乡风文明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乡风文
明建设，核心在于文明素养的提升。而如何从
有到优，将文明实践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则需要足够内容和细节引导村民见贤思齐、
再塑三观、提升素养。

乡风文明建设，要继承并创新农耕文化延
绵至今的文化自信。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
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根与源，也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是农耕文化的核心
理念。“得时之和，适地之宜”，古人顺应农时、因
地制宜来安排农事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文化理念；“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
食，人成之以礼乐”，体现了“礼仪之邦”人与人
之间守望相助、以德为荣的文化品格；“朝为田
舍郎，暮登天子堂”，耕读传家的前人心怀家国
使命，体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荣辱与共、积极进
取的文化追求。乡风文明建设，有必要更有责
任，重拾优秀农耕文化的“麦穗”。将传统的文
化基因与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
合，将农耕文化的典型元素融入到乡村精神文
化的提升中，了解各地文脉和历史厚度，借助生
动形象且亲近熟悉的节庆习俗、传说故事、农事
活动等，养出乡村人民的精气神，增强文化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

有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是乡风文明
的关节和经脉。当前乡村的文化发展虽有很大
改善，但民众日常生活中文化单调、文化设施使
用率低、传统民俗日渐淡化、文化产业与人才缺
乏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
步加强实践探索，创新治理方式，建立健全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在前期规划和设计
上，要坚持“全局一盘棋”的思路，突破部门条块
化特征的束缚，充分考量文化与产业、生态、生
活、治理相互间的发展逻辑关系基础，将其纳入
到完整、综合的乡村振兴规划之中。在具体路
径上，要摸清文化遗产的家底，对文化遗产进行
提炼、评级，制定保护与传承规划，并将其与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摸清村民的文化需求，对
本地的传统村民、异地迁移新村民、新时代年轻
村民的文化特征与需求统筹分析，形成体现多
元特征的民众文化；要提升乡村文化品质，既结
合既有的文明建设行动，又充分发挥文化政策
的制度优势，重视文化人才培养、产业培育，形
成积极向上、形神具优的乡村特色文化，让文明
乡风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参加了“2019首都文化产业投融
资峰会暨北京文化企业上市培育基地年
会”，听到不少与会者关于文化经济数字化
转型的观点。不由想：当前，数字技术的大
发展、数字经济的整体勃兴以及文化数字
化的全面展开，让文化经济数字化转型成
为亟需破题的问题。转型过程的关键是什
么？相关技术如何影响文化供需？通过采
访相关人士，我们希望构建出一个清晰的

“结构图”来。

崇尚更高效更智能

影响文化经济的数字化技术中心，区
块链首当其冲。它将如何改变当代文化
生产和消费？记者了解到，区块链技术的
全程留痕、可追溯以及不可篡改等特点，
将从根本上改变电视收视率、网络点击
量、电影票房等造假的问题，为文化经济
的生产、消费以及再生产提供可以充分信
赖的科学依据。

“当区块链运用到不同文化场景时，
将给交易各方带来几点影响：一是降低交
易成本，去中介化；二是提高交易效率，实
现交易结算实时化；三是实现交易流程自
动化；四是去中心化存储。”北京英田影视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英田表示，以
影视行业为例，过去，编剧、剧本、版权、投
资、摄制、导演、演员、影视作品成品等各
环节之间清晰度不够。区块链技术的应

用将影视融资流程变得更加合理化，融资
交易提速；同时业务流程同步化，大幅节
约了成本，同时也使得版权保护更有效。

进一步而言，区块链可以从根本上改
变文化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让文化生产
整合更多资源，变得更高效、更智能。例
如，柬埔寨区块链行业发展协会成立的全
球影视链（GFC），是一个与影视结合的区
块链项目。其基于区块链数字资产基础
的流通性应用链，可以整合全球资源，做
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全球影视产业链条
智能合作。用户可以在全球影视链中交
易存储数字资产、交易与投资，处理银行
业务、进行投资、办理金融、进行影视生产
交易、版权成本保护、影视合作共赢等，有
效解决传统资本市场门槛高、投资风险
大、大型影视公司市场资源垄断、中小型
影视企业渠道少、资本匮乏、原创人员缺
乏作品输出平台，导致好的内容频频流失
等问题。

追求科学化个性化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当代
文化生产和消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
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青亦认为，未来的文
化生产将是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的。

“仅大数据一项，就可以起到动态调整播
出、精确制导推广、把握收视习惯、探索节
目偏好、增强广告效度以及电视用户画像

等关键性作用。”
大数据将原先冰冷的文化消费数据，

转变为对有温度的文化消费者兴趣、爱好
乃至情感的测量。在王青亦眼中，大数据
还将以往单一的结构化数据转变为复合
的社交媒体数据、移动端数据、互联网点
击数据以及线上线下购物数据的非结构
性数据，将文化消费与居民其他消费有机
结合起来。

比如，网络视频生产越来越大数据
化，观众在观看视频过程中的暂停、快进、
回放、搜索和评论都会被详细记录，以掌
握并预测用户喜欢的明星、节目类型和戏
剧冲突，优化节目创意和生产。“同时，将
用户收视数据和用户购物数据结合成为
点击流数据，开创性监测用户是如何由收
看视频到形成购买行为的全过程，了解用
户收视偏好和消费需求，预测并引导目标
用户消费动机。”王青亦说。

姜英田以网络视频中的足球节目为
例，佐证了这一观点。“举例来说，在互联
网上，足球爱好者的标签可能和足球有
关。如世界杯、巴萨、梅西、C 罗等联赛、
俱乐部和球员方面的关键词，大数据技术
可以通过关键词，优先提供相应联赛、球
队甚至是精确到球员的内容。这样，人们
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感兴趣的相关信息，获
取平台推送的相应内容，省去了更多搜索
和查找的时间。”

完美世界 CEO 萧泓认为，人工智能
同样改变了文化内容生产形式。他表示：

“例如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功能预测用户
喜好，可以帮助制定剧本修改方案、传播
的途径，采购价格应该是多少，这可以极
大地提高精品的产出率和影视投资的准
确性。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模仿真
人形象、声音，在综艺节目里代替主持人
和用户互动，等等。”

“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机器能够
模拟人的认知与功能，使批量实现对客户
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服务成为可能，这将改
变目前文化企业挖掘受众需求的模式，生
产更加符合广大受众的文化产品。”姜英
田说。

“数字技术的引入，将使文化供给成
为需求前置的定量供给。大数据等技术
全面应用将使文化生产高度科学化；精神
产品供给将越来越趋近于物质产品供
给。”王青亦说。

关注“双刃剑”效应

对于文化经济数字化转型供需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该如何优化、延续以及改
进和消除呢？

姜英田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
块链等新兴技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
关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大数据是基
础资源，人工智能依托于大数据和云计
算，推动影视文化发展走向智能化时代；
区块链为基础架构和交易机制变革创造
了条件，其实现离不开数据资源和计算分
析。只有不断丰富数据，精确计算，提升
技术成熟度，这些新兴技术才能提供更好
的服务。”

而从另一层面来讲，推送和获取的精
准性也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让受众获
取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屏蔽其他内容，
这使得受众接触范围更加狭窄，局限性较
大，并不利于文化有效传播，可能导致文
化企业迎合受众集中生产，甚至导致某种
文化将面临消失的情况。

因此，需要技术上不断完善，在产业
层面推出多种多样的新技术应用平台，比
如区块链融资平台、区块链版权技术平台
等，推动新技术应用。“还需要多方协作，
采取开放协作态度，加大产业合作，实现
资源整合共享。”萧泓说。

“当前，建立在高技术上的文化经
济，可能带来文化创作标准化、虚假文化
需求的制造和生产、大众文化对高雅文
化的遮蔽以及对人们自由和隐私的侵
犯，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应该适
时地通过文化立法、政策引导和审美教
育的方式使文化经济的发展多元、丰富
而繁荣。”王青亦认为，未来应解决数字
时代网络生产的版权争议，通过数字资
产化和资产数字化，实现单点融资到全
链条融资的跨越，解决小微文化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新的技术产业协会，制
定相关标准甚至立法，对一些细节进行规
范，促进新技术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正面推
动作用。”萧泓说。

且听乡风，

随流而化

□ 武志伟

大数据将原先冰冷的文化消费数据，转变为对有温度的文化消费者兴趣、爱好乃

至情感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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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

式，是乡风文明的关节和经脉。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俊凤剪纸艺术馆，非遗传
承人贾永珍正在创作剪纸作品。

贾永珍对剪纸艺术的酷爱和执著追求，使她在
剪纸艺术上很快掌握了全部制作工序，特别是在创
作剪纸构图上疏密得当，劈毛纤细，线条流畅。她的
作品画面多采用阴阳结合，点面相衬的表现手法，题
材也十分丰富，有传统人物故事，民风民情，也有动
物、花鸟、鱼虫、风光等内容。创作手法多用单色红
色表现，也有彩色点染，古朴的传统剪纸艺术给人美
的享受和美好的祝愿。

图/文 史力业 赵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