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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2025架無人機上天「拜年」，春字燈籠、醒
獅、廣州塔、荔枝、木棉等嶺南元素，將現
代科技成就與傳統節慶文化底蘊相結合；遊
客化身電子人，走進電子版《歲時節慶軸
圖》，打卡「廣式」吃喝玩樂；穿上華麗的
霓裳羽衣，化身為壁畫中的飛天仙子或供養
人，體驗變身「飛天」的夢幻，再看一場精
彩絕倫的水下舞獅……2025年春節是首個
「世界非遺版」春節，在人工智能等技術加
持下，傳統非遺煥發出全新活力，讓市民遊
客在各種沉浸式互動體驗中，領略不一樣的
中華民族春節民俗文化魅力。
在29日晚上演的2025年廣州白鵝潭春節煙

花匯演，高空爆裂煙花等特別的「聲光效」
展現方式，將現代科技成就與傳統節慶文化
底蘊相結合，為遊客們提供了一場精彩的視
覺盛宴。只見燈光變幻中，由無人機繪成的
兩隻中華白海豚在空中輕盈穿梭，第十五屆
全國運動會與殘特奧會的吉祥物——「喜洋
洋」與「樂融融」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與觀眾
們見面。倒計時響起，無人機化身為第十五
屆全運會運動員，在夜空中奔跑並點燃祥瑞
蛇年的新年鞭炮。2025架無人機組成的表演
編隊緩緩升起，「2025廣州新年好」字樣點
亮了整個羊城夜空。
「科技感」，是很多欣賞完煙花匯演的觀

眾發出的讚嘆，也是眾多遊客參與各種非遺
互動體驗後最深刻的感受。申遺成功後的首
個「世界非遺」級別春節，年味格外濃厚。
傳統與現代的碰撞，文化與科技的融合，為
這個春節增添了眾多趣味。

文化館互動裝置 看盡穗生活百態
古色古香的廣州市文化館新館，在新春期

間吸引大批市民遊客前來打卡。香港文匯報
記者走訪發現，常設展《花城百花開——廣
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展》人氣最旺，尤其是二
樓展廳，一塊3.8米寬、7米高的電子版《歲
時節慶軸圖》前站滿了排隊嘗鮮的遊客，等
候與NPC一聚。
廣州民俗豐富多彩，四時節慶各有千秋。
《歲時節慶軸圖》設置了交互體驗功能，遊
客通過二樓展廳中設置的觸控屏聯動LED屏
幕，點擊屏幕完成互動體驗。想深度參與的
遊客，還可以掃描展廳中設置的二維碼，根

據喜好選擇不同頭飾及服飾進行角色創造，
在手機端通過小程序互動遊戲「化身」畫中
人物，在畫中結識上士高賓、對話商賈攤
販，或者是選擇不同的節慶氛圍進行互動體
驗，在豐富的場景中看盡廣州生活百態。
「這個我去現場看過，有舞龍舞獅，有巡

遊，還有很多好吃的。」指着屏幕上「海不
揚波」的牌坊，六歲的小女孩興奮回憶起去
年跟隨家長參加廣州千年廟會「菠蘿誕」的
情景。陳媽媽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假期經
常帶孩子參加各種民俗活動，希望孩子從小
沐浴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感受到中華文化
的博大精深，從而更加熱愛自己的國家。

光影藝術展 古城場景一一呈現
作為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也是中

國古代最大的都城，長安向來是國人最嚮往
的一座古城。這個春節，遊客來到正佳廣場
五樓廣正街，「文昌殿」「上元花街」「國
子監」 等唐都長安的經典場景一一呈現，古
風建築與絢爛燈火相互輝映。正佳自然科學
博物館再度化身「敦煌古郡」，「遇見敦
煌——沉浸式光影藝術展」通過互動和光影
技術，讓觀眾可以近距離欣賞畫中人物的姿
態、服飾、樂器等細節，還能品讀其中的故
事畫，品味延續了千年的故事。
遊客Annie參觀之後表示，「有一種朝聖的

感覺。」Annie認為這是用現代數字技術對古
典美學進行的一次全新詮釋，視覺效果非常
震撼。最讓Annie滿意的是現場還可以集章，
還能換上華麗的霓裳羽衣，化身為壁畫中的
飛天仙子或供養人，吸引無數遊客體驗。

舞台大幕拉開，16個機械人穿

着大花襖、扭着秧歌登場，瞬間

點燃現場氣氛……在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蛇

年春晚的創意融合舞蹈《秧BOT》中，機械人

與舞者共舞，手絹花翻飛旋轉，傳統文化與現

代科技實現跨界融合。

此次登上春晚舞台的人形機械人H1來自杭

州宇樹科技，該企業是一家機械狗與人形機械

人雙通道商業化的公司。

杭州宇樹科技相關負責人介紹說，人形機械

人H1具備出色的運動控制能力，能够完成複

雜動作，如原地轉體、倒立轉體等，在受到外

力干擾時仍能保持平衡並繼續行走，體現了其

先進的平衡算法和硬件設計水平。

其中，高精度 3D 激光 SLAM 自主定位和導

航、多智能體協同規劃、先進組網方案和全身

AI運動控制等高科技，可以讓人形機械人H1

實現定位精準、連接穩定，還能應對各種突發

狀況。

上述負責人介紹，AI驅動全身運動控制技術

是人形機械人H1的「秘密武器」。一方面其

配備了360度全景深度感知技術，就像長了無

數雙眼睛可以將周圍環境看得一清二楚；另一

方面通過AI算法，人形機械人H1可以聽懂音

樂，根據音樂節奏實時調整舞蹈動作。

「大家可能覺得機械人的形象很機械呆板，

這其實是為了與舞蹈演員真人產生更大反差而

特別設計的，希望通過這種反差讓整個表演更

加生動有趣。」人形機械人H1的工程師回應

說。

據 了 解 ， 人 形 機 械 人 H1 的 藝 名 是 「 福

兮」，諧音「伏羲」，寓意科技帶來的美好祝

福和蛇年傳統文化。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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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佳自然科學博物館開年大展正佳自然科學博物館開年大展「「遇見敦煌遇見敦煌——
沉浸式光影藝術展沉浸式光影藝術展」」為觀眾帶來一場穿越時空的為觀眾帶來一場穿越時空的
視覺與感官盛宴視覺與感官盛宴。。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蛇年春節期間蛇年春節期間，，文博場館文博場館
熱度不減熱度不減，，各種互動遊戲吸各種互動遊戲吸
引孩子們積極參與引孩子們積極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科技賦能沉浸式體驗 花式玩轉粵式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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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乙巳蛇年春節，是首個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後的春

節。當記憶中的春節，還是長輩們忙碌準備年貨

的身影，大街小巷瀰漫着傳統年味時，逐漸成為

年貨購買主力軍的「95後」年輕人們，正在用他

們獨特的方式，為過年添上了一抹別樣的溫馨色

彩。電子紅包、虛擬春聯、數字福字……這些新

穎別致的「年貨」，成為了年輕人手中的新寵，

輕輕一點，便將思念與關懷化作數字暖流，穿越

心海。有人說年味變淡了不似從前，實則

年輕人用自己獨特的過節儀式感，換了一

種更貼近時代的新方式，編織着新一代年

味裏的溫馨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小津將傳統
剪紙藝術融入
創新設計，獲
得了不錯的反
響。

香港文匯報
廣西傳真

◀柯先生設計的海賊王春聯受到二次元粉
絲的喜愛。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在網購平台上，各類設計的紅包封
面銷量不少。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舞蹈演員與人形機械人H1互動。 中新社

「蛇戴上了虛擬現實眼鏡（AR眼鏡），手中捧
着一個閃閃發亮的紅包，紅包上的『福』字

彷彿從未來傳來。」作為一名AI訓練師，阿恒將自
己用AI設計的電子紅包封面上傳到自己的社交媒體
平台，吸引了不少「粉絲」詢問。在瞬息萬變的數
字時代，年輕人有着自己的「賽博」儀式感，「拜
年表情包」、「紅包封面」、「拜年文案」成為了
「Z世代」過年必不可少的「新三件套」。根據淘
寶聯手夸克推出的《年輕人春節過年微洞察報告》
顯示，「90後」「00後」對「年味」的定義正在發
生顯著變化，數據表明，有超過60％的年輕人表
示，他們更願意通過新的方式來體驗和創造屬於自
己的「年味」。

拜年表情包成新年「嘴替」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小紅書上看到，關於「AI紅包
封面製作教程」有超過31萬篇筆記，而動手能力較
差的人則選擇了直接網購。「平時上班忙也沒時間
弄，網上看到漂亮的紅包封面，打算買一個，春節
的時候給女朋友發紅包用。」在廣西南寧上班的
「90後」楊春和女朋友在不同的城市過年，他希望
通過獨特設計的紅包封面，讓女朋友在異地也能
感受到他的心意。「獨特的紅包封面設計，也表
達了一部分我想和她說的話。」楊春一邊說一邊

展示他手機上購買的紅包封面，粉色的底色上是一
朵像素玫瑰。
精心挑選的紅包封面成為了「加分神器」；而花

式拜年表情包、AI拜年視頻以及AI拜年文案則被新
一代年輕人稱為「社恐福音」，是「i人」（MBTI
測試人格）的新年「嘴替」，既表達了心意，又輕
鬆化解了社交壓力。據《年輕人春節過年微洞察報
告》顯示，近一周淘寶上搜索「紅包封面」相關產
品環比提升190%；夸克上搜索「AI表情包」相關內
容同比提升140%。

「谷子」春聯窗花熱賣
當年輕人開始接受家庭年貨置辦權，連春聯、窗

花這些傳統的年貨「周邊」也被爆改。「谷子」春
聯、窗花、創意年畫等，成為年貨市場的新寵，為
傳統年味增添了別樣色彩。「谷子」，作為英文
「goods」 的諧音，是以動漫、遊戲、偶像等流行文
化元素為主題的周邊商品。今年，眾多品牌與熱門
IP 的聯動讓 「谷子」 在年貨市場上大放異彩。據
不完全統計，超過30個品牌與黃油小熊、《原神》

遊戲、《封神》大電影
等合作推出相關年貨產品。

「掛個路飛在這裏，願你 2025年也能乘風破
浪！」「95後」柯先生戲稱自己是「老二次元」，
這亦是他第二年在網上設計、售賣與動漫IP相結合
的春聯產品。「傳統和動漫結合更適用於年輕人，
也很受年輕消費者的體驗，臨近春節，我預計今年
銷量比去年還會有所上漲。」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柯
先生的店舖裏看到，一款海賊王的春聯銷售量超過
3,100件。「消費者的反響都不錯，幾乎沒有差評，
非常受二次元粉絲群體的喜愛。」

創意非遺周邊大放異彩
除了「谷子春聯」，創意非遺周邊也頗受歡迎。
「蛇年到了，設計了一款醒獅蛇剪紙作品，沒想到
有粉絲喜歡馬上被預定走了。」小津是一名設計
師，他表示自己做剪紙作品的目的，也是為了將傳
統文化通過現代審美的設計，賦予其新的活力，讓
更多年輕人喜歡。「過年不少地方都有貼窗花的傳
統，而我目前推出的這款平安喜樂剪紙還挺受歡迎
的，大家反饋都不錯。」剪紙作品意外受歡迎，也
讓小津決定2025年將會把更多重心放在剪紙的創新
設計上。「傳統也需要創新，基於現在年輕人的生
活需求和社交需求來進行創意融合，這樣可以使年
輕人更喜歡傳統春節文化，這樣我們的年味也會越
來越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