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工智能重塑艺术创作

边界，当产教融合叩响人才培

养之门，当文化传承遇见跨界

创新浪潮——

日前，“贯彻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改革 培养创新型艺术人

才”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启

幕，专家学者们的思考碰撞出

深刻共鸣：“民办高校要以机制

灵活之优势，回应产业变革之

需”“人工智能时代，艺术人才

培养需守正创新，在跨界融合

中锚定重要素养”“文化传承不

是简单复刻，而是要以设计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一场深

度对话，勾勒出创新型艺术人

才培养的可行路径。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民

办高校不能缺位，更要主动作

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

长王立生的话语掷地有声。

在研讨会专家主旨报告环节，

多位专家不约而同聚焦民办

高校在艺术教育改革中的特

殊价值——既有数十年发展积

淀的实践经验，更具“船小好调

头”的机制活力。

“民办高校的优势在于能

快速响应产业需求。”中国民办

教育协会名誉会长李连宁以吉

林动画学院为例，认为该校构

建的“学科链对接产业链、专业

链融入产业集群”模式，让学生

在真实项目中“做中学、学中

创”，这种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的深度实践，正是培

养创新型艺术人才的沃土。

“《流浪地球2》的月球引

爆场景，大部分由虚拟技术完

成；《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作

团队分布全球，通过云端协作

打磨细节……电影工业正在从

重工业向智能化轻工业转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

对电影行业的深度观察，揭开

了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的新

面纱——这种变革，正在倒逼

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潘长学

则从设计学视角强调了文化传

承的创新表达：“只有强大的民

族文化才能转化为独特的设计风格，而将文化新范式和

文化传播力转换成商业价值，是设计学和设计专业人才

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他认为，设计者应深挖中华五千

年文明的当代价值，用现代语汇解读传统智慧与美学密

码，让文化符号成为驱动品牌价值持续生长的新动能。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分享印证了技艺融合已见成

效——吉林动画学院的“AI赋能艺术教育”实践、江西服

装学院的“数智化浪潮应对方案”、韩国学者孟亨在带来

的“时代融合设计”等理念，均指向同一结论：艺术与技

术、产业、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是创作实践接轨新时代

的必由之路。

“AI时代，艺术教育的本质不是教技术，而是培养AI

无法替代的创意力与叙事力。”当日下午，在研讨会“构建

创新型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交流”环节，吉

林动画学院教务部部长闫欣的观点引发认同。这场汇聚

多所民办院校的实践分享，展现了构建多元协同人才格

局的全新探索。

其中，吉林动画学院的实践颇具代表性，通过不断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艺术教育+人文基础教

育+美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在AI工具教学

中强化学生的主体性；河北美术学院在推动“产学研

用”一体化中形成了师资队伍、科研平台与特色专业的

集中发力。

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是另一亮点。长春人文学院音

乐舞蹈学院将东北秧歌与现代舞融合，创作出《雪韵》等

剧目，让非遗在舞台上焕发新生；大连艺术学院则以12

年12部原创大剧为载体，实现“艺术思政+艺术实践”育

人模式的有机融合。

吉林动画学院执行校长刘振华说：“创新型人才培

养，源于文化底蕴的深化，归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这场

研讨会虽已落幕，但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启——当教育、科

技、人才的改革合力不断凝聚，艺术教育必将在教育强

国、文化强国的征程中书写更璀璨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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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吉林出版集团译文事业部精心打

造的《时空叠影美如画——百年新民大街》四

季卷轴正式出版。这套以“光阴里的城市映

像”为主题的特色出版物，用纸墨与科技交织

的独特语言，将长春新民大街的百年沧桑与四

季风华凝于纸上，不仅为公众打开了一扇回望

城市历史的窗口，更以创新形式为吉林人文振

兴与文旅发展注入了鲜活力量。

多维叙事多维叙事 绘历史画卷绘历史画卷

作为长春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新

民大街承载着这座城市从建城之初到今日的

岁月印记——这条街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街

景，都镌刻着时光的痕迹，见证着长春的历史

与变迁。“《时空叠影美如画——百年新民大

街》卷轴的出版，初衷便在于将这份珍贵的‘城

市记忆’以可感、可触、可藏的形式留存下来。”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事业部总编辑崔文辉说。

为了让百年新民大街的表现形式更加鲜

活，吉林出版集团译文事业部在立项之初便确

立了“传统与现代共生、科学与艺术交融”的核

心理念，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全方位创新。

不同于传统图书的单页形式，卷轴以“自

北向南”的空中俯瞰视角，将新民大街街景及

其南北景观完整串联。展开卷轴，北以地质宫

后花园为起点，南端以南湖为终点，新民大街

和街道两侧的建筑、绿植次第铺展，给读者以

“漫步街区”的沉浸式体验。

这套画卷以“光阴里的城市映像”为主题，按

春、夏、秋、冬共分为四卷，将街景与季节特征深度

融合。春日的新绿、夏日的浓荫、秋日的金黄、冬

日的素白，不仅通过植被色彩、光影变化直观呈

现，更通过街道氛围的细节刻画，让“时光流转”变

得可感可知。从春卷到冬卷，既是季节的轮回，

也是对新民大街“百年风华”的隐喻——一条街

的四季，便是一座城的光阴岁月。

卷轴将传统绘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融入

VR技术，从新民大街建筑群中选取长春地质

宫、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办公楼、吉林大学白

求恩第一医院1号楼、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办公楼、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新民院区主

楼、省图书馆旧址、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办

公楼、解放军第九六四医院南湖院区主楼8栋

特色建筑，扫描二维码识别画卷中的建筑后即

可观看该建筑的3D立体模型，可360°旋转观

察建筑细节；季节动态特效随模型同步切换，

春日的花瓣飘落、冬日的雪花纷飞让静态建筑

“动”起来；中、英文双语解说则从历史背景、建

筑风格等角度展开，让每一栋建筑都成为“会

说话的历史书”。这种“传统画卷+VR特效”的

叙述方式，打破了纸媒与数字出版物的界限，

让阅读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探索”。

在此基础上，卷轴采用“3D实景复原+手

绘渲染”的技术组合，对长春地质宫等8栋重

点建筑进行精准复刻，后期在技术人员对建筑

模型进行电脑渲染后又请画家手绘添彩，使画

面效果更加逼真；对街道整体布局、植被搭配

等，则进行艺术化处理，让作品在保持历史准

确性的同时，兼具画卷的灵动美感。这种独特

的虚实结合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既能感受到历

史的厚重，又能获得视觉的愉悦。

以匠心守初心以匠心守初心 于细节处求极致于细节处求极致

一套画卷的诞生，背后是严谨的史料考证、

融合技术的探索及对艺术的执着。为了让百年

新民大街的风貌既真实又动人，制作团队历经

数月，走过了一条“从史料到画卷”的匠心之路。

为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吉林出版集团成立

专门项目组，项目组成员耗费数月时间，收集

了大量关于新民大街的历史影像、老照片、建

筑图纸等资料，涵盖不同时期的街景风貌与建

筑细节。

制作的第一步，是为街景复原找依据。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事业部联合长春市城乡规

划展览馆、省图书馆、吉林建筑大学等相关单

位，系统梳理了新民大街自建成以来的历史

文献、影像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仅历史照片

就收集了近千张，涵盖不同年代、不同季节的

街景细节。

“今年3月份接到任务后，馆里第一时间

启动专项工作，迅速梳理馆藏资源，将所有与

新民大街相关的珍贵史料进行系统整合。其

中，20世纪40年代的建筑影像资料、精准复原

的3D模型等核心素材被优先整理归档，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史料包’，力争为项目推进节省

大量时间。项目启动后，我们多次为制作团队

提供展厅参观讲解、影像拍摄、资料考证等支

持，确保每一处建筑的还原都有扎实的史料依

据。”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馆馆长范晶说。

“为核实新民大街上建筑的外观细节，我

们的团队多次到现场实地勘探。同时，为确认

街道的行道树品种，专门请教专家，比对不同

树种在四季的形态特征，精准地呈现新民大街

四季更迭的美丽景色。只有在细节处下功夫，

才能让卷轴真实、立体，富有生命力。新民大

街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城市记忆，我们的职责

就是让这些记忆有证可考。”吉林出版集团译

文事业部经理助理范迪说。

为避免主观创作偏离历史真实，制作团队

组建了由吉林建筑大学、长春日报社、长春晚

报社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顾问团队，

全程参与内容编写及审核。从建筑比例的校

准到街道布局的还原，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多轮

论证——比如每一栋建筑的具体数据，制作团

队根据历史图纸与现存遗迹反复核实，最终得

出精准数据；街道的宽度、两侧建筑的方位，也

严格参照当时的城市规划档案，力求与历史原

貌一致。

守护城市记忆守护城市记忆 赋能文旅振兴赋能文旅振兴

一条街道的变迁，折射一座城市的发展。

7月 5日，长春新民大街焕新启幕。这

条全长 1445 米的百年老街，以崭新姿态与

市民重逢。漫步今日的新民大街，时光与烟

火在此交织：“一馆三厅”如珍珠般串联起城

市的记忆，13处口袋公园装点街旁，29家特

色店铺错落有致，共同勾勒出多彩鲜活的生

活图景……

作为“新民向新”的献礼之作，《时空叠影

美如画——百年新民大街》卷轴一经出版，便

在业界引发良好的反响。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套画卷即将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游

客朋友们很快就能一睹其风采。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部主任、长春历史文

化博物馆负责人王昊说：“新民大街是‘吉林省

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见证了长春的百年

变迁。《时空叠影美如画——百年新民大街》卷

轴以‘光阴里的城市映像’为主题，通过画卷形

式，重现这条长街在不同季节的盛景，既追求

历史的‘真’，也讲究艺术的‘美’，让长春这段

独特历史文化以直观可视的方式得以传承。

卷轴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文化体验形式，让不

同语言背景的读者都能深入了解建筑背后的

故事以及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从单纯的视觉

欣赏升级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同时，卷轴

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宛如精美的艺术长

卷，是具有较高鉴赏和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

为城市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亮点。”

长春市朝阳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马莉表

示：“当前吉林正大力推动人文振兴、文旅勃

兴，在此背景下，《时空叠影美如画——百年新

民大街》卷轴的出版恰逢其时。它作为一张精

美的城市文化名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

的文化内涵，向外界展示了长春新民大街的独

特风貌。游客通过卷轴能提前领略新民大街

的四季美景和历史韵味，从而吸引更多人前来

实地参观游览，为长春文旅产业吸引了潜在客

源。同时，其作为特色出版物，也能与我们的

其他文旅产品形成联动，如图书《北有长白》

《一江松水》《吉线秘境G331》等出版物，以及

‘长春礼物’文创产品等，丰富长春的文旅产品

体系，从而提升长春文旅产业的整体吸引力和

竞争力。”

从史料堆中的抽丝剥茧，到笔墨间的精

雕细琢，再到科学技术的创新赋能，《时空叠

影美如画——百年新民大街》卷轴以独特的

方式，让一条街道的百年历史变得可感、可

触、可藏。它不仅是一套画卷，更像一台“时

光机”，既守护着长春的历史记忆，也为这座

城市的文旅发展与人文传承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正如吉林出版集团译文事业部的全

体创作人员所言：“我们希望当读者展开画卷

时，能在笔墨光影中了解这座古老而年轻的

城市，透过时光叠影，读懂这座城市向新而行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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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阅
读在吉林市的松花江畔，灰墙拱窗间，

一座独具民国时期气息的老建筑静静伫

立。这座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建筑，采

用地上二层、地下一层的下沉式设计，承

载着岁月风霜——它便是复建的吉林官

参局。

追溯历史，清乾隆十年（1745），清政

府在吉林城设立了官参局。这里不仅是

清廷管理人参事务的行政中心，更是当时

垄断性的人参专卖市场。依托长白山与

松花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吉林成为人

参的绝佳产地。官参局设于此地，通过

“参票制”实施配额管理，对人参进行专

营，实行低买高卖、课征重税的政策。

时光流转，昔日的官参局如今已焕

新为吉林官参局博物馆。在复建过程

中，项目组会同多位文史专家，参照史上

吉林城地图，于原址附近利用原有建筑

框架，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依据史

料记载进行了复原，最大限度地重现了

历史风貌。

馆内展陈丰富。地上两层展区，通过

翔实的史料与珍贵的实物，生动展现了吉

林官参局的历史变迁、人参的贸易历程以

及其应用与栽培历史。参观者在此不仅

能领略关东历史民俗、满清时代演变，更

见证了吉林人参在中国人参文化中的核

心地位。步入二楼，昔日官参局的环境格

局与职能场景被巧妙复原：中堂的庄重威

严、发放参票时的繁忙景象、定等定价的

严谨过程、账房课税的有条不紊，仿佛历

历在目。地下一层则布局精致，文化氛围

浓厚，是文创与人参产品的展销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二楼特设一处人参养

殖区，供参观者近距离观察人参的生长状

态。全馆运用历史再现手法，营造出沉浸

式、情景化的展览空间，让每一位游客沉

浸其中，深切感受人参背后深厚的历史与

文化底蕴。

吉林官参局，不仅是一座建筑实体，

更是一部鲜活的人参正史，默默见证着吉

林的参韵风华。

吉林官参局：

建筑里的参韵风华
本报记者 郭悦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