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平台，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转化

文化数字化，是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
赴。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天下文枢”，文脉
悠长，底蕴深厚，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留
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历史文化资源
数据，还是国家级文物宝藏，往往独立存在于
各自的数据库、档案夹，甚至封存于仓库存
档。如何精准提炼城市文化基因的脉络传
承，推动优秀地方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关乎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夯实、文化创
新再生及经济社会的全面推进。

如果说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
产要素，那么“数据关联能力”就是核心生产
力，而“关联数据”将成为核心资产。为推动
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要素转化，破解城
市生态级历史文化数据库建设难题，南京文
投旗下文都云数字科技公司制定了一套基于
A(AI 人工智能)、B(Blockchain 区块链)、C
(CloudComputing云计算)、D(Big-Data大
数据)四大核心技术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大
数据平台解决方案，通过打造数据母库、数据
金库、数据超市三大核心功能板块，激活文化
数据要素、畅通数据交易渠道、赋能文化创意
生产，全产业链释放文化数据价值，创造数字
文化新资产。

该方案囊括建库、确权、交易、生产四大
服务。一条完整的方案链路，让散落在城市
的文化资源得以关联化、结构化，经过标准处
理后的数据要素进入生产流通环节，赋能文
化创意生产，进而得到价值体系的评估确认，
实现资源到资本再到资产的有序转化。

在这套解决方案的支撑下，依托南京丰
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南京文投在融交会现场
推出了“文枢”金陵历史文化资源大数据平
台，通过联合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市档
案馆、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京

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建共享的方式，关
联了超3亿级条目的南京文化资源数据，并
构建了3000万文本高度时空化、关联化的专
题内容关系网络，为城市文化资源数据发现、
深度文化知识学习等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从建库的技术路径上讲，我们遵循国家
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要求的‘物理分散、逻辑
集中’原则，逐步规范跨库数据的目录标准和
标签体系，让不同机构、组织、部门之间的文
化资源能够一键跨库索引，便于用户搜索查
阅相关资源出处。数据母库是城市文化资源
的发现入口。随着平台的共享开放，我们将
持续关联、动态聚合更多来源的文化资源，最
终实现城市生态级的资源数据底层。”南京文
投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AI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文都云数字科
技公司通过构建算法模型输出智能化、关联
化、可视化的数据要素，形成数据金库可视化
系统，对文物、演艺、非遗、名人、历史地理信息
等文化热数据进行专题存储展示。进入平台
界面，“南京旧影数据库”“南京非遗数据库”

“南京传统民俗数据库”等主题词条如浩渺宇
宙中的颗颗星辰闪烁浮动，每一颗都荟萃着特
定的南京记忆，为用户点亮特定知识仓库。

连接、挖掘、使用，人工智能驾驭的数据
基座，正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
力。文都云围绕文化资源数据的关联索引、
处理分析、展示应用解码城市文化基因，示范
基于文化数据要素的文化IP创意生产服务。
同时，也在尝试跑通文化数据确权、交易服务
的商业模式。今年10月，南京文投获得江苏
首个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综合席位”，
有效淬炼数据生产要素，形成数据交易全流
程服务模式，领跑全省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
探索。

作为文化体验的重要场所，文博场馆充满数字
化发挥的想象空间。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
为样板示范，南京文投开启“文博元宇宙”的场景探
索。今年国庆，大报恩寺元宇宙在小红书等社交媒
体刷屏，打破了游客的刻板印象，得到年轻人的种
草推荐。站在琉璃塔拱门前扫一扫，看拱门神兽

“跃”至手机屏幕环绕展示;戴上VR显示器，在虚拟
环境中穿过拱门享受360度沉浸观赏……现实交

织虚幻，戳中了年轻人对历史文化的趣味需求。
以大报恩寺元宇宙的开发经验，南京文投沉淀

了一套文博场馆数字化系统的提升方案:用数字化
技术贯串景区底层数据中心、管理服务平台及线上
线下的体验端。通过汇合历史资源数据库、关系图
谱数据库、文物素材数据库及数字文创数据库，定
制打造一套文博场馆的数据资产库，以微信小程序
为窗口面向游客提供丰盛的知识大餐。

在这套框架下，文都云公司利用AI知识图谱
技术，为大报恩寺遗址景区量身定制了一套知识图
谱，通过深入挖掘大报恩寺遗址景区的多类型、多
模态数据，建立时间、人物、事件、地理位置等关联数
据模型，通过结构化、关联化、标签化知识处理，形成
了系统、完整的大报恩寺文化知识库。

“国家宝藏”琉璃拱门上有哪些神兽?建造明代
大报恩寺花了多少钱?大报恩寺地宫究竟出土了多
少宝物……点开“大报恩寺遗址景区知识图谱”小
程序，有关大报恩寺的历史沿革、国家宝藏、出土文
物、相关人物、相关作品等“知识星球”延展出细密的
知识网络，游客在此可尽览大报恩寺的前世今生，
弥补线下游览知识获取的不足。

文化数字化，不仅“复活”了珍稀文物，也焕新
了旅游业态。除了打造虚实融合的元宇宙场景，南
京文投在场馆体验内容方面也在整合发力，旗下南
京演艺集团、大明文化、太阳谷等子公司聚焦打造
了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演出，包括南京首部红色浸没
式戏剧《代号1921》、江苏省园博园《百年石光》崖壁
沉浸式演出、《金陵寻梦·夜瞻园》等，在南京各大景
区为游客带去新鲜体验。

一个样板，让文博场馆成为新网红

现场，一款南朝石刻的数字化IP新形象引人
注目。它是梁吴平忠侯萧景墓前的石辟邪在
Web3.0时代的全新变身，观众不仅可以在线欣
赏其三维原型和高清细节，还可以与其进行“对
话”互动。

据介绍，这款可爱的石辟邪来自文投集团
旗下文都云公司发起的一项文化遗产数字活化
项目。该项目通过文物高精度扫描建模、数字
IP创意设计、3D可视化技术呈现等方式，搭建
南京文物数字化活化利用展示平台，以文物遗
产的数据采集、建模复原、IP设计、文创素材提

取、数字内容生产、跨界数字营销的服务全链
路，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活起来、
玩起来、火起来。

南京文投旗下拥有400年历史的老字号品牌
“十竹斋”也在尝试数字文物艺术修复工程，在数字
采样、智能处理、虚拟展示等技术中，使用模型空间
数据驱动的方法，综合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近
景摄影测量技术等修复手段，最终实现文物艺术
品的数字修复，再现优秀文物艺术品原貌。

在数据层建设方面，十竹斋利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GIS等技术，对国内外合作的艺术品

资源、十竹斋自有馆藏
艺术品资源等海量数
据信息进行智能提取、
关联、分析与理解，囊
括解读文字、图片音像
等多维数据内容，通过
结构化、关联化、标签
化知识处理，打造“专
家库+数据库+资源
库”三库合一的“艺术
大数据文库”。

一套方案，让数字遗产焕发时代新彩

一站式服务，促进公共文化共创共享

在市文旅局、建邺区文旅局统筹组织下，南
京文投旗下文创科技公司开发建设了集个性化
服务、精准化配送、数智化管理的一站式公共文
化云服务平台——“建邺文化云”。它服务市民、
场馆机构的同时，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数据依
据，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一站式解决方案。

“建邺文化云”平台包含三大服务体系，即
“公共文化云服务APP、文化配送中心、数据治理
中心”。APP汇集区内图书馆、文化艺术中心、剧
场、美术馆等文化空间活动资源，为市民提供互
联互通、丰富便捷、优质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选
择;“文化配送中心”汇聚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产
品，为公共文化供需构筑起精准高效的供给链
路;“数据治理中心”采取多项管理数智化协同，
以大数据和AI数据分析处理为核心技术，实现
多维度立体化的公共文化数智化一站式服务。

“如果公共文化是解决文化供给的问题，那
么‘文客’平台是立足文化消费领域，直观反映
南京文化消费现状和南京文化生活指数。”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文客”是南京文投在文旅局
指导下推出的以实时数据归集、AI数据分析为
支撑的文化消费平台。剧目演出、展览活动、文
博场馆、游学研学、政府补贴等项目在平台上一
览无余。用户可根据需求爱好，报名研学或购

买演出门票等。
文化消费更能反映市民的真实文化喜好。

“南京哪个区最爱看书?喜欢音乐的人群集中在
什么年龄段?借助‘文客’，官方可获悉南京的文
化消费方向，为文化活动开展和文化产业打造提
供精准指向。”据介绍，“文客”平台自运行以来，
通过演出、展览、图书等领域集聚海量高净值文
化消费人群数据，目前，平台实名注册用户人数
已超400万，其中本地用户占70%，外地用户占
30%，活跃度最高的用户为20至40岁的青年人，
占总人数80%。

集流量归集与分发、消费牵引与深化、数据分
析与应用于一体，服务平台实现了市民在文化活
动中的“事前有引导、事中强体验、事后有反馈、事
终有痕迹”，从而服务文化产业，创造社会效益。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重大部署和《江苏
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意
见》文件要求，南京文投以南京城市为示范场景，
探索出了数字文化城市的建设样板。目前，南京
文投凝心聚智，与江苏有线共建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平台，与腾讯文旅联合打造产业基地。

南京文投率先落实文化数字化战略，助力江
苏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助力南京打造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示范区。

当前，文化数字化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在

党代会历史上是首次;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

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24日开幕的中国（南京）文化和科技融合成果展览交易会上，南京文

化投资控股集团（简称“南京文投”）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文化城市整体解

决方案。

整体方案以“三层、六云、五新”建设模式探索文化数字化落地路径，包

括搭建文化基础层、功能层、体验层“三层”架构;建设文化图谱云、服务云、

治理云、生产云、场景云、消费云等“六云”系统;打造数字文化新资产、新品

牌、新服务、新场景、新平台等“五新”样板。

全国首个数字文化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发布

南京文投集团:扎根“文化土壤”铸牢“数字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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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

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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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报文化产业实时动态

分享文化产业实践经验

展示文化产业+融创成果

讲好江苏创意、江苏案例、江苏经验

2019年10月31日，南京成功加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个也是唯一
一个“世界文学之都”。

为充分发挥南京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都”
对于增强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作用，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
提出“1+N+X”城市空间网络计划。

今年4月，由南京文投旗下南京创意中心承建
运营的“世界文学客厅”正式落成。它占地3000
平方米，位于紫金山入城余脉、古鸡笼山下东南角，
在实体和虚拟空间同时联动着南京1000多个文
学坐标，形成了“数字孪生、虚实结合、遍布全城”的

“1+N+X”文学空间网络和数字体验体系。该体系
背后，南京文投运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等方式，建设1个文学之都城市数据库+1个文学
客厅数字枢纽中心；通过线上线下交互装置，打造
N个“文学+”主题虚拟场景和N条数字漫游文学
小路；联动遍布全城X个文学坐标点；基于GIS时
空基础平台（WebGIS）进行实时数据交互分享，形
成沉浸式的数字漫游体验。

走进文学客厅，南京1800余年的文学文脉
以数字化方式展示，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南京文
脉历史上的高光点，可以通过交互装置找到遍布
南京的1000多个文学坐标点，还可以通过AI导

航定制自己的文学
线路……

助力世界文学
之都“上云·用数·赋
智·落地”，南京文投
和南京文联共同打
造“文都时空”大数
据平台，该平台汇集
南京大学、东南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
艺术学院等高校数
字人文、建筑、计算
机、地理、文学、艺术
等跨学科的专家团
队，历时 2年完成。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
析、地理信息系统及
互联网对南京文学、
历史、文化及城市资源进行线上展示。

点开其中的“文都图谱”，1800年南京的文学
故事，以数字可视化方式实时生成“文都宇宙时
空”。2653个文学人物、4162部文学作品、4545
个文学时间、3735个文学地名由核心“金陵”无限
延展开来，在浩瀚星海里展现南京文学的“长度”

“密度”和“广度”。“一张大网，展现了南京所有的
文学信息。”南京文投相关负责人介绍，2000万
数据在云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算法，实
时生成这张如神经网络般的南京文学知识图
谱。它不断生长、彼此链接;它也跨越时空、浩瀚
如宇宙。

一张网络，赋能文都上云用数

□ 文化产业周刊记者 张雅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