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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4月8日，
“共生之境——新疆百年美术的发生发
展与当下艺术观察（昌吉站）”展览在昌
吉州美术馆开展，展览持续至“五一”假
期。当日上午，文艺爱好者、昌吉职业技
术学院师生、昌吉市第五小学师生等百
余人走进美术馆观展。

火热的开荒场景、喜悦的丰收场面、
温馨的生活画面……走进昌吉州美术馆
一楼展厅，翔实的文字说明和一幅幅具
有时代烙印的图片陈列于观众眼前。

昌吉市文艺工作者薛莉在展厅内
不时拿起手机记录下触动她的作品。

“整体来看，色彩从黑白到彩色，材料从
单一到多元，这些作品都有明显的时代
印记。我能在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现实生
活的痕迹，又能在笔触中感受到创作者
的艺术化表达。今后，我也要创作出更

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薛莉说。
据了解，展览以新疆百年美术发展

为切口，借美术作品中体现的历史文
化、人文地缘、自然生态、社会人生，归
纳和塑造出有时间纵深、空间维度、流
变依据的新疆多维立体形象。本次展览
分为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分为两个段
落：第一段落依托史料、文献，就1983年
之前新疆美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萌芽
到初创的样貌，以编年的形式呈现 300
余位艺术家的作品文献及8万余字的新
疆美术大事记；第二段落展出1983年至
今，参加过历年全国性重要美术展览的
82 位艺术家的 89 件作品，以独立展览
的布陈方式呈现，梳理了新疆美术40年
发展和成长的脉络。第二板块征集、组
织了30件（组）当代原创作品，呈现新疆
当代艺术生态。

新疆美术馆副馆长刘锐说：“新疆
美术的璀璨历史由不同时期的各地艺
术家共同创造，其中许多艺术家都和昌
吉州有紧密联系。近几年，昌吉州的专
业创作者、高校师生等群体，频繁参加
全国的美术展览并取得不错的成绩，昌
吉州美术事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希望这次展览让昌吉州观众了解新
疆美术的百年发展史，通过作品感受到
色彩和笔触的魅力，享受视觉与文化的
双重盛宴。”

展览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新疆美术馆、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承办，昌吉州美术馆协办，是
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系列展览之一。
展览作为第四届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
年展的平行展，还入选了2024年全国美
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优秀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王正佳、李逸凡报
道：4月13日，奇台县“文润庭州 魅力奇
台”第二十四次百日广场文化活动暨“红
动奇台 救在身边”红十字博爱文化宣传
月活动，在靖宁文化主题公园启动。这也
是奇台县聚焦“兴文旅 旺百业”目标，打
造“周周有看点 月月有活动”文旅专项
活动的首场演出。

活动以文艺演出与公益宣传相结合

的方式，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充满温
度的文化盛宴。现场人声鼎沸，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开场舞《欢腾古城》拉开了活
动序幕，随后一曲《东方红》响彻云霄。演
员们身着艳丽的服装，载歌载舞，唱响奋
进新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礼赞
幸福新生活。

奇台县崇文社区居民俞淑惠说：“今
天很开心，节目特别精彩，很接地气，希

望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活动现场，还为2024年以来新增的

四支红十字会志愿公益团队授旗，随后志
愿者向观众讲解演示了应急救护知识。

依托百日广场文化活动，奇台县文
化馆将联动音协、舞协、戏曲协会、书法
家协会等力量，常态化开展传统戏曲、歌
舞演艺、旅拍体验、才艺展示及剪纸、刺
绣、制作木蒸笼等非遗展示与互动活动，

让广大居民及游客充分感受奇台历史文
化内涵，体验“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
进一步提升奇台县文化旅游知名度和美
誉度，持续擦亮“金奇台·旱码头”品牌。

据介绍，此次百日广场文化活动将
从4月持续至10月，每周预计在商业街
和主题公园举办 4 场至 5 场演出。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文
化生活。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报道：4 月 8
日，昌吉州文化馆2025年“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优秀文化志愿者暨优
质文化“七进”下基层展演活动在昌吉
市建国路街道水林社区火热开演。此次
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
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展演在晚霞艺术团的舞蹈《最美是
你》中拉开序幕，健身操《我们新疆好地
方》、男声独唱《一杯美酒》等10多个精
彩节目轮番上演。非遗项目表演成为展
演的亮点，州级新疆花儿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寇红演唱的《花花尕妹》和昌
吉市文化馆选送的杖头木偶戏《周仁回
府》让观众领略了传统艺术魅力。

“节目太精彩了！在家门口就能看
到如此专业的演出，还能学到二胡演奏
的技巧，我太开心了！”水林社区居民王
德乾是一位二胡爱好者，他为州文化馆
公益班学员表演的二胡齐奏《新赛马》
所吸引，并不时叫好。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传，州文化馆工作人员为群众介绍了
九碗三行子、根雕、剪纸、哈萨克族刺绣
等昌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有媒体报道，被誉为诗歌
第一刊的《诗刊》，其副主编在
朋友圈发布“告诗人”声明，对
AI诗歌投稿发出警告。无独有
偶，创刊 20 年的诗歌刊物《青
春诗刊》也在官方微信号发
文，公布了部分用AI写作的投
稿者，并表示将建立黑名单机
制拒绝此类投稿者。

AI写诗与人类写诗，孰优
孰劣？笔者分别将这个问题抛向
了一位诗人朋友和DeepSeek。

诗人的回答很简洁，也很
自信：AI 写诗，将像上涨的海
平面，把人类逼到一个个艺术
的孤岛上，只有在山顶上的人
才能活下来。

DeepSeek 的回答，则十分
周全：AI写诗与人类诗人的创
作在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
异，两者各有优劣，无法简单断
言孰优孰劣。AI的优势在于数
据驱动，通过学习海量诗歌文
本，能快速模仿不同风格，甚至
进行融合跨时代、跨文化的表
达，并能生成反常规的词语组
合，打破语法惯例，带来意外的
新鲜感，几分钟内生成数百首
诗歌的速度将远超过人类速
度。而高质量的人类创作的优
势在于有着明确的情感动机和
精准的语言控制力，其情感“在
场”性、对文化背景的深切把握
是无法经历生老病死、爱恨别
离的AI不能比拟的。

诗歌，是语言的舞蹈，也
是情感的炼金术，考验的是诗
人的想象力、意境、思想深度
和文字表达，承载着文明的集
体记忆与个体觉醒——

“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
的，糖是甜的，你也是”，辛波丝
卡的诗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喜
悦，打通了私人化表达的空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
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不仅
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也寄托
了一代人的理想与志向；“我本
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
过太阳”，狄金森的诗句道尽欲
望与存在的悖论……最优秀的
诗歌能带来个体瞬间的震颤，
无论是爱、孤独、绝望、狂喜，都
提炼成跨越时空的普遍经验。
而目前的AI诗作，即便乍一看
像模像样，但都只是人类规则
下文字的游戏。

真正的艺术创作，不是集
大成而是择优，是从 0 到 1、从
无到有。随着 AI 不断进化，我
们也许会看到，很多诗人都将
败给AI，因为AI有着比一般人
强大得多的数据库和算力。但
这两者，也永远无法涵盖有创
造力的诗人包括艺术家的“下
一个”作品。而所谓“下一个”
作品，就是人类还没有写出来
的“杰作”。只有等“下一个”作
品出现之后，才会进入AI数据
库和算力。换句话说，看似新
颖的AI诗歌，本质只是语料的
重新排列，永远无法追问“为
何写诗”，其创作永远在人类
设定的框架内，也无法主动打
破规则。这就是AI可以打败大
多数平庸者，却无法打败有创
造力的艺术家的原因。

来源：《光明日报》

家门口的精品艺术双年展来啦

新疆百年美术的发生发展与当下艺术观察（昌吉站）展览开展

4月8日，文艺爱好者在昌吉州美术馆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千年故城焕新生
——北庭故城遗址保护开发纪实

□本报记者 朱丽君 张鹏 周甜丽 通讯员 杜川江 马凯雄 杨天文

周周有看点 月月有活动

奇台县百日广场文化活动启幕

3月26日上午，自治区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昌吉
回族自治州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条例将于5月1日起
颁布实施。2月18日，北庭故城遗址
成功入选了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清
单，标志着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利用进入新阶段。在文博工作者的
努力下，陆续发掘和修复了一批重要
文物，历经千年的古迹遗址重现大唐
丝路曾经的繁盛，不仅成为新疆文旅
融合的鲜活载体，更是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历史见证。

千年故城见证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

“这儿是北门瓮城，有了瓮城，
城池就不易被攻破。敌人进入瓮城
后，就会被困住，周围城墙上都是
弓箭手，好比请君入瓮。”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庭故
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郭物在遗
址考古现场向记者介绍。

2018年，郭物开始担任北庭故
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故城遗址内城
的东西南北门和外城，他都进行了实
地踏勘。郭物指着城墙说：“我们最大
的收获是基本弄清楚了这座城池的
路在哪儿，墙在哪儿，宫殿在哪儿，相
互之间关系是什么。”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吉木萨尔
县城北偏东12公里处，依据历史文
献记载，这里是我国唐代至元代新
疆天山以北的行政中心城市，曾是
丝绸之路北道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军事重镇。早在东汉时期，戊己
校尉耿恭曾率数百人在此屯田驻
守。公元702年，唐朝在此设立北庭
都护府，后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
统辖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
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唐朝在天山北
麓的政治军事中心。

在郭物看来，北庭故城遗址见证
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理，
以及中华大家庭里各民族从未间断
地交往交流交融。以北庭故城为核心
的军政设置，是中央王朝有效管辖新
疆的例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
各民族共同开拓守卫疆土、共同书写
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
的珍贵见证。郭物表示：“北庭的军政
设置从汉代延续下来，在唐代达到一
个高峰以后，又延续到高昌回鹘时
期，直至蒙元时期。”

千年故城遗珍穿越历史
重焕新生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在这

座千年故城里，一代代文博工作者在此
探寻历史，深入钻研，逐步揭开了遗址
的真容，陆续取得了悲田寺刻字陶器残
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
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等考古成果。

“通过悲田寺陶片等文物就可以推断出
当时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郭物说。

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
修复室内，记者看到一件件残缺的文物
等待迎接“新生”。经过清洗、拼对、填补
裂纹、复原纹饰……在文物修复师手
中，千年故城遗珍恢复了原本面貌。据
了解，去年至今，文物修复师已修复各
类出土文物110件，将陆续在丝绸之路
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展出。

“这些文物来自唐、宋、蒙、元等各
个历史时期，有唐代时期居民生活所使
用的陶罐，还有与唐代长安城遗址出土
文物相同图案的莲花纹瓦。这些文物见
证着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一以贯
之的有效管辖。”北庭学研究院文物修
复师刘潇告诉记者，北庭故城出土文物
大多属于唐至元代，修复时需严格遵循
历史工艺，按照“最小干预、修旧如旧、
材料要可逆”原则精心处理。为了尊重
历史原貌，对于其中一些未达成修复要
素的文物，可进行直接展示。“这尊佛像
的立像出土于北庭故城遗址五、六号佛
寺佛塔，我们对其进行了直接展示。曾
有人认为在我身后的两尊小佛头也属
于它，我们尝试过，发现它们并不是一
体的，文物修复是非常科学严谨的一项
工作，不能随意想象。”刘潇向记者讲述
了考古的严谨性。

千年故城融合现代科技再续
昔日繁华

如今，北庭故城遗址因其独特的历
史文化，已成为各地游客的热门打卡
点。去年就接待游客 10.3 万人次，旅游
收入近143万元。这里缘何如此吸引游
客目光？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如何焕发
新的魅力，让更多游客感受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呢？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北庭
故城遗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
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三部分
组成。自2021年启动的“数字北庭”项目，
采用3D建模、虚拟漫游等技术，复原了故
城鼎盛时期的街市与佛寺。现在，游客戴
上VR设备，即可穿越回唐代的丝绸之路
商队中。“手指轻点，这些文物就鲜活地呈
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感受千年前的场
景。”福建游客吴亚萍说。

“我们采用数字化手段，做好馆藏
文物的保护与保存、研究与教育、传播
与展示、修复与复原等工作。通过AI技
术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感和参与度。”
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馆长张
芸菲说。

2024年《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遗
址保护条例》启动修订，首次将“数字扫
描、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写入条款，并
明确文旅融合、研学教育等活化路径。

“我们计划投资2亿元，实施北庭故城遗
址大空间沉浸式 VR 数字复原工程，构
建‘数字科技+全场景文旅生态’体系。”
吉木萨尔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潘晓娟

表示。
数字技术的运用，让游客对遗

址全貌以及出土的重要文物，有了
全新的体验，也让千年故城遗址更
具生命力和活力。

“我们将推出丝绸之路唐代文
化等主题旅游精品路线，进一步增
强游客的文化认同感，吸引更多人
走进北庭故城，感受千年故城的历
史文化魅力。”吉木萨尔县文物局
局长、北庭学研究院院长马娇说。

这些年，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不
断支持下，北庭故城遗址的开发保
护走上快车道。2013 年，北庭故城
遗址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成为集考古、科研、保护和观光
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
区；2014 年，北庭故城遗址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2021
年，北庭故城遗址被列入国家文物
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
规划》。2025年2月，北庭故城遗址
又成功入选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
清单。

北庭故城遗址的保护与发展，
正是新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
话，让文化说话的实践。目前，全疆
对游客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243
处，世界文化遗产景区6家。以北庭
故城、交河故城为代表的古迹遗
址，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同时，已成为文旅深
度融合的“活载体”。

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AI写诗：

低于创造高于平庸
□张焱

文化时评

本报讯 通讯员梁宏涛报道：近
日，泉州广播电视台与昌吉市融媒体中
心签订共创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以26
年的泉州援疆实践为蓝本，联合制作系
列微广播剧《福见天山 泉昌纪事》。

该系列微广播剧将以泉州对口支
援昌吉市26年的历程为背景，聚焦泉昌
两地文化交融、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
时代篇章，串联医疗、产业、教育等主
题，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援疆故事，
展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

“该系列微广播剧每集均取材真实
事件并获当事人授权。在表现手法上将
采用‘纪录片式旁白+戏剧化演绎’的方
式，打造精品工程。”泉州广播电视台全
媒体广播中心主任潘海阳说。

2024年底，在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
部的支持下，泉州广播电视台和昌吉市
融媒体中心合作推动AI数字人项目，昌
吉市融媒体中心AI数字人主播峰峰、璐
璐、天天已上线，目前已实现24小时不
间断的短视频内容生成。

“希望通过该系列微广播剧展现援
疆干部人才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精神
风貌，同时让更多人了解援疆工作。借
助泉州广播电视台的传播优势，我们将
进一步宣传昌吉市的特色农产品、产业
和文化，促进两地深度互动交流，进一
步擦亮泉州援疆品牌。”昌吉市委副书
记、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部指挥长蒋文
强说。

微广播剧

《福见天山 泉昌纪事》

即将亮相

昌吉州文化馆

展演活动走进水林社区

4月8日，昌吉州文化馆干部（左一）
手把手指导居民学习剪纸技艺。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