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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16日在官
网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报
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中国新闻事
业全媒体化、平台化趋势日益显著，全
方位增速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规模增长放缓并继续致力深度融
合与数字化转型。

这是中国记协自2014年以来发布
的第六份有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状况
的年度报告。报告称，自 2020 年发布
上一期报告以来，中国新闻事业面对
媒体深度融合时期的机遇和挑战，出
现一些新变化、新发展，本期报告尽可
能予以反映。

报告称，两年间，媒体平台技术、数

字化传输技术、高新视频技术、人工智
能、5G等新技术驱动媒体变革与创新发
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百万新闻从业人
员素质能力持续提升，人员结构渐趋年
轻化、高学历化。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保障，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持续
加强，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范围不断
扩大，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

据介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和部
分新闻媒体为报告提供了 2020 年及
2021年的最新数据材料。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承担了本次报告的起草工作，
外文出版社承担了翻译及出版工作。报
告将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等多语种版本同时发布。

中国记协报告：

中国新闻事业全媒体化、
平台化趋势日益显著

疫情对消费形成了压力，同时一
些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正兴起。
记者近日在北京、湖南、宁夏等地采访
了解到，“云”健身、露营热、智能电器

“潮”，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线上购物、近郊露营、“云”健身受

到青睐
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盛秋平

日前表示，“五一”假期，重点电商平台
绿色智能家电销售增长40%以上，居
家健身器材增长20%以上；各地近郊
游、乡村游受到青睐，户外用品销售显
著增长。

4 月以来，去哪儿网露营相关词
汇搜索量同比增长 2.5 倍，是 2020 年
同期的 4 倍；今年以来露营相关产品
（住宿、出游）预订量是去年同期的 3
倍左右。淘宝天猫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前后淘宝鲜花销售额同比
增长超160%。

银川市民叶先生今年每周要到周
边露营一次。“我年初在手机上刷短视
频了解露营装备，刚开始尝试买了一
些，带着家人和孩子体验几次后便一
发不可收拾。”叶先生说，现在身边喜
欢露营的人越来越多，他已经加了好
几个露营微信群。

记者采访发现，更加健康、智能的
新型家电受到越来越多人青睐。苏宁
易购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健康家
电、“懒人家电”销量保持增长，例如融

合吸尘和拖地双重功能、能够解放双
手的洗地机，销量同比上涨 133.7％。
烘焙工具销量同比上涨15.41％，其中
无油空气炸锅销量更是同比增长了
740.8％。

家住北京的史女士是个上班族，
平时因忙于工作较少做饭，今年她购
买空气炸锅，经常跟着直播短视频学
做一些新潮菜品。

“云”健身也成为居家生活的新热
潮之一。各大购物平台健身设备的搜
索热度大幅上扬，苏宁易购数据显示，
跳绳、瑜伽垫、跑步机等运动器材销量
同比上升197.5％，速干T恤、运动鞋、
运动裤等运动服饰同比上涨142.1％。

政策大力支持、平台优惠促销，产
业发展加速

业内人士指出，近郊露营、“云”健
身等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不
断涌现，电商、网络直播、外卖等增长
明显。消费者不断追求更加健康、便
利、智能的生活方式，相关产业得到了
更快发展。

——政策大力支持释放“潜力”。
今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的意见》提出，“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

“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促进新型
消费”等。

各地相关部门也相继推出各类积
极举措。国元证券发布消费行业研究

报告指出，根据各地区政务服务网数
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四川、陕西、湖
北等 20 个省市先后发放了总额超过
34亿元的消费券，涉及米面粮油等必
选消费，以及家电、汽车、酒店旅游等
可选消费，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
面。

——直播带货和优惠补贴。今年
“五一”期间，湖南省湘西州进行线上
直播，推广全州景点和农特产品，2000
张古城门票、德夯景区门票“秒”光，带
货农产品销售千万元以上。根据苏宁
数据显示，“五一”期间，苏宁易购在北
京、深圳、天津等百余个城市开展家电
3C惠民补贴、以旧换新服务等活动。
苏宁易购门店换新订单环比增长
87%，消费电子以旧换新业务环比增
长65%。

——新消费“带火”相关产业发
展。露营越野爱好者王渊亲眼见证了
露营的爆发式增长，他接触的一个小
众的露营火炉加工厂只用了3年就成
为行业内的大企业。看准露营这个新
兴行业的他投入130多万元改造建成
400 亩左右的银川露营基地，“五一”
期间，露营基地每天客流量都在1000
人次左右。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李红昌认为，疫情下新的消费形态兴
起，人们传统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正发
生改变。

合理引导把握“新风口”
新兴消费意味新人群、新需求、新

营销、新供给，因此商家需要把握“新
风口”。

“供给可以促进新型消费形态的
发展，消费者对于新型消费的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也会拉动创新。”网经社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主任莫岱
青认为，商家要进一步顺应社会消费
形态的变化，积极进行科技创新，提供
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和服务，满足
新的消费需求。

盛秋平表示，新兴消费是重要引
擎，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
近四分之一。加快发展新兴消费，将
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鼓励发
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壮大定
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兴消费。

李红昌认为，政府对于新型的消
费形态，特别是对于具有公益性的、惠
及边远地区农产品的销售给予支持，
同时针对智能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
等进行价格补贴，持续提升新消费动
力。

尽管疫情下一些新型消费形态
兴起，但也让很多行业比较困难。李
红昌建议，各地还应继续坚持就业优
先政策，落实落细稳就业的系列举
措，持续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形
成强大的消费能力。（孙晓、王昊森参
与采写）

“云”健身、露营热、智能电器“潮”……

新消费模式兴起 政策支持释放“潜力”
新华社记者 吴文诩 刘芳洲 许晋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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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上图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展出的照明器具（5月18日摄）；下图是广西
南宁市的璀璨夜色（2018年12月10日摄，无人机照片）。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
日。当日记者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记录下展出的部分展品和场景，并将它们与现
实影像形成对比，在时空变换中感受生活变化、时代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展览“链接”现实 感受时代变迁

（上接第三版）于是，唐卡成为地方对
中央王朝进行想象与认同的中介，通
过这幅特别的唐卡，将琼果杰寺、七世
达赖喇嘛与清王朝之间的关联性可视
化。这幅永乐织锦唐卡被人们视为是
皇帝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的礼物，而
这些礼物分别藏在琼果杰寺、布达拉
宫和甘丹寺，足以体现琼果杰寺的重
要地位。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永乐
织锦唐卡在琼果杰寺通过民俗仪式展
示超越了物与词的视听感官，成为一
种立体多维的身体实践，以更加本土
化的表达，转换为地方文化逻辑与象
征语言，深入到民间礼俗社会之中。

三、展陈中的唐卡：新的时代主题
下的文化交流与视觉实践

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从1987年
开始被保管在山南地区文管会。1995
年，成立山南雅砻历史博物馆，这幅唐
卡便成为其中的重要藏品。或许在很
多人眼中，乡土社会的仪式传统与民
俗生活是唐卡“自然的语境”，而博物
馆、文化展览等新生事物则不然。例
如，在阿多诺（T. Adorno）看来，博物
馆的物品是一种去语境化的状态，被
从生活的语境中抽离出来，成了死气
沉沉之物。而文化实践的视角则主张
摒弃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式，转而
认为博物馆本身即是一种语境，而不
是一个沉睡的场所。于是，永乐织锦
唐卡在当代博物馆及展览中的再语境
化过程成为我们在此继续讨论的议
题。

地处雅砻河流域的山南被公认为
是藏文化的发祥地，保存和发掘了许
多重要文物、遗址和遗迹。例如，早在
1961 年，位于山南琼结县的藏王墓就
与布达拉宫、大昭寺等8项古迹一道被
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982年至1983年，山南境内的昌
珠寺、藏王墓、桑耶寺、雍布拉康、敏珠
林寺等就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和西藏
自治区首批拨款维修的重要古迹。这
些历史文化遗产早已超越了山南的地
域性，成为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相

比于西藏自治区其他地市，山南的文
物工作也起步更早，不仅较早地开展
地下考古发掘，也注重地上文物普查，
并在“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
针指导下重视征集流散文物。从1981
年山南地区文管会成立以来，陆续征
集历史、宗教和民俗文物4000余件，包
括考古出土的金银器、陶器、石器，古
籍文献档案、金铜造像、唐卡、民俗用
品、墓葬随葬品等，并逐一登记造册建
档。1995年成立的山南雅砻历史博物
馆在严格意义上是西藏自治区兴建的
第一座博物馆。曾任山南雅砻历史博
物馆馆长的强巴次仁向笔者介绍了这
幅唐卡在该馆的展陈与外出参展交流
情况：

1995 年，当时老主任（土登朗杰）
也还在，我们一堆人在一起讨论，这些
文物一直被保管在库房中，应该有一
个让它们与公众见面的空间，发挥文
物的功能。于是就争取了援藏资金20
万元、自治区文物局拨款50万元、国家
文物局拨款 20 万元，一共 90 万元，就
在老文物局院子里面建立了山南雅砻
历史博物馆，有600多平方米，当时资
金有限，安保设施不全，故一直处于内
部陈列状态。这幅唐卡平时会被谨慎
地收存起来。作为反映汉藏交流的重
要历史文物，这幅唐卡还几次外出参
加自治区文物管理局组织的对外交流
展，先后曾到过德国、日本等国和中国
台湾等地展出。

根据相关报道，2006 年 8 月至
2007年5月在德国举办的中国西藏文
物展，仅2007年2月20日在柏林亚洲
艺术博物馆开展当天观展人数就达上
千人。2009年“圣地西藏珍宝展”在日
本福冈、北海道、东京、大阪、仙台等5
座城市巡展，参观人数超过 50 万人
次。2010年，“圣地西藏——最接近天
空的宝藏”文物精品展在台北、高雄等
地展出，参观人数达到21万人次。在
展览中，来自山南雅砻历史博物馆的
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被安排在“文
化交流单元”，用于表现西藏宗教领袖

与明朝中央政权的往来关系，被策展
人索文清重点向观众介绍。通过向观
众描述这幅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的
精美工艺和汉藏交流历史，突出其珍
贵性，并强调其保存完好的现状，说明
收藏者对唐卡的珍视，暗示着人们对
这段历史和情谊的重视。如果说当代
博物馆已成为话语争夺的领域，那么
文物展示亦可被视为话语争夺的视觉
实践。在索文清看来，文化交流是“一
带一路”最重要的内容，而文物展示则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最有
效的方式，这些文物被完好保存的状
态，其精美的程度本身就能达到不证
自明的效果，而如果光靠口头宣传则
没人愿意听。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认为博物馆陈列的物品拥
有其自身内在的吸引力，一种如阿尔
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所言的能动
性，主张物本身具有的吸引和诱导力
量，会使观者产生一种回应。包括这
幅永乐织锦唐卡在内的100多件国家
一级文物，以其独特的美学魅力和历
史故事，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这些
对外交流的文物展示，是让世界更多
了解西藏、更加正确认识西藏历史和
现状的途径，展示了中国政府保护西
藏传统文化所取得的成就。

2013 年，山南市为创建第二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根据相
关硬件设施要求投入山南博物馆新馆
的建设。由于博物馆是文物保护单
位，属于绝对保护区，对周围环境有严
格要求，于是将新馆移到了离老馆2公
里的昌珠镇。利用湖南援藏资金1800
万元、国家贷款 3000 万元，于 2015 年
建成了山南博物馆展馆的主体建筑，
总面积5700平方米。2017年山南市财
政拨款2800万元投入陈列布展，由南
京博物院负责展陈设计。近年来，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理念对
全国文博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山南
博物馆在布展设计过程中也实践“让

文物活起来”的理念，主张尽可能将文
物资源向全社会开放，增强公众接触
文物资源的便利性，尤其强调用文物
揭示历史真相，发挥文物在维护祖国
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中的特殊功能。
从山南博物馆的收藏情况来看，从原
始社会到吐蕃再到宋、元、明、清，每个
时期都有藏品，故将展馆的一层都设
计成了历史陈列展厅。这幅永乐织锦
胜乐金刚唐卡被安排在了明代历史展
厅。

兴起于 19 世纪的博物馆是与民
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紧密相连的。
而当我们对“认同”的概念作“去本质
化”理解时，便会关注到博物馆等现代
公共文化机构既是展示认同也是塑造
认同的场所。2020年9月，布展完成的
山南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永乐织锦
胜乐金刚唐卡作为镇馆之宝之一，受
到观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山南博物
馆一楼的历史展厅采用了昏暗的人造
光，给观众一种进入“时空隧道”的神
秘感与年代感。因明代掌管西藏地方
的帕木竹巴政权在山南泽当，故这一
时期的馆藏文物较多，被给予了最大
的展示空间，其展陈主题为“多元并
存”。在这一展厅中，永乐织锦胜乐金
刚唐卡被置于中国明代的历史坐标与
汉藏文化交流的关系之中，呈现出一
种结构化的时间与空间叙事特征，也
体现了国家叙事的地方化表述。永乐
织锦胜乐金刚唐卡被陈列在展厅中最
显著的位置，旁边是关于格鲁派、宗喀
巴大师、琼果杰寺的图片介绍，展柜前
方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便于观众远距
离欣赏。在深色和昏暗的环境之中，
这幅织锦唐卡被密封在一个大型玻璃
橱窗内，由射灯照亮，巨幅的金色唐卡
耀眼生辉，对观众产生强烈的美学震
撼。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在此经历
着重新语境化的过程，以新的身份进
行着叙事，与观众交流，并以其独特性
发挥着能动性。在有关山南博物馆的
新闻报道中，一是强调文物是历史见
证物，见证了西藏与内地的历史渊源、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二是将
文物视为鲜活的教材，主张围绕见证
物讲好历史故事，通过文物与观众的
交流互动，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一位来自山南市完全中学的学
生白玛拉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印
象最深的展品便是这幅永乐织锦唐
卡：“这么大幅精美的唐卡是汉藏结合
的艺术风格，不仅珍贵，更是历史的见
证，看得出西藏与祖国的密切联系是
由来已久的。”

在盖尔看来，艺术品与受众之间
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当艺术品服
务于教化与宣传功能时，艺术品便是
能动者，观众成为受动者；而当艺术风
格与技巧随着观众审美需求而发生变
化时，观众便成为能动者，艺术品成为
受动者。艺术品在技艺层面的复杂性
形成了一种艺术之魅，使其能够在不
同文化语境中发挥协调社会能动性的
作用。在山南博物馆中陈展的永乐织
锦唐卡因其形式的精美性吸引着观
众，其视觉属性感召观众进一步思考
和推理艺术品的历史来源，以此来实
现其能动性。而观众也通过联想，主
动将唐卡的历史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主流话语进行了关联。
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山南博
物馆是国家文化建设工程的组成部
分。通过将展陈设计与时代主题相关
联，此幅唐卡有关中央王朝与西藏地
方关系的历史表述被整合进当代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叙事中，成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视觉化阐释与对话过
程。在此，博物馆陈展之物不再是被
动地再现历史，更是积极地塑造着历
史。

四、结语
通过对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在

不同语境下属性和意义的考察，使我
们意识到物的意义更新不仅仅是被所
处位置所赋予的，更是物的多重内在
属性与不同社会情景相契合而被激发
的结果。在 15 世纪的明朝礼仪政治
中，作为永乐皇帝封赐西藏高僧的礼

物，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既象征着
一体性又传达着等级性。唐卡呈现的
汉藏艺术交融特征，即使赏赐者在价
值竞技中胜出，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触发受赐者的情感与认同，使我们
看到价值竞技的柔性方式。

在18世纪，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
卡拥有了新的身份、功能和口述史，被
表述为“汉地皇帝”赏赐给七世达赖喇
嘛的礼物，由七世达赖喇嘛带到西藏
山南琼果杰寺，每年在该寺最隆重的
杰亚曲仪式中公开展示。在格鲁派兴
起、七世达赖喇嘛政教地位的确立过
程中，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是重要的
外部因素。而从内部因素来看，琼果
杰寺是格鲁派神圣性的重要来源。通
过这幅特别的唐卡，琼果杰寺、七世达
赖喇嘛与清王朝之间的关联性变得可
见了。故在琼果杰寺的仪式语境中，
尽管物的话语发生了变化，但词与物
的逻辑却未改变，永乐织锦胜乐金刚
唐卡成为地方政教首领对中央王朝权
力象征符号转换与借用的中介物。

在当代，被收藏在博物馆中的永
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并不是去语境
化的无生机状态之物，而是在新的语
境中继续发挥着能动性。永乐织锦
唐卡参加对外文化交流的文物展示，
成为话语争夺的视觉实践。在山南
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永乐织锦唐卡
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
觉化阐释，展示着认同的同时也塑造
着认同。并且，唐卡的这种能动性，
不仅仅是来自盖尔所说的艺术的技
术之魅，更来自其作为赏赐礼物的历
史记忆与汉藏交融特征。永乐织锦
胜乐金刚唐卡特殊的美学与文化属
性，使之在文化交流中体现出能动的
力量。其交流方式既可跨越时间和
空间，又可超越语言和文字，产生直
触心灵的交流效力。这种在精神层
面的跨文化沟通，正是实现人心深度
交融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
院副教授）

近年，三星堆遗址
重要考古发现成果陆续
公布，带动三星堆博物
馆的文创产品设计销售
热潮，一些文创产品取
材于发掘出土的金面
罩、青铜器等文物，受到
人们的欢迎。

◀5月16日在三星
堆博物馆文创商店拍摄
的盲盒系列产品。

▶5月16日在三星
堆博物馆拍摄的金面罩
文创冰箱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