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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背景下济南泉文化互动文化创意设计研究 
刘青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3） 

摘要：济南泉水文化在济南城市文明史和文化发展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数字与创意交融的新时代，要将丰富多元的泉资源文化

产业与科技、旅游、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凝聚资源，形成合力，利用各资源的优势推动文化产业的高效发展。济南泉文化也正不

断被挖掘和传承，通过技术赋能让文化内容以互动，萌发出新内涵，为济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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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南泉文化概述 

（1）济南泉文化概述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泉水是济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

济南泉水日夜不息，孕育了济南的城市之魂——泉文化，无论

是饮食、休闲、娱乐、文化、文物、名人、建筑都与泉水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1]济南人杰地灵、名士辈出，历代的文人墨客

们留下了丰富的名泉诗词，从而积淀了独特深厚的泉水文化，

成为了城市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济南泉水文化在济南城

市文明史和文化发展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既是齐鲁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齐鲁文化的内涵，也是传统文化众多载体

中的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济南泉文化特点 

济南泉水之优，形态之美，数量之多。除此之外，济南泉

文化还有着它独特的历史特征和浓厚的文化意蕴。这种文化意

蕴首要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与历史文化紧密相连。

古往今来，人们就有着对泉水的崇拜与信仰，认为泉水是“天

赐之物，地藏之源”，具有神秘的灵性。字源上面，从甲骨文到

金文，也直观地反映了古人对泉水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理解。 

其次，济南泉文化还散发着人文之美的魅力。纵观济南历

史，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对泉水情有独钟。几代皇帝题诗刻碑，

文人墨客、八方游子留下了丰富的名泉诗词，从而形成了济南

独特深厚的泉水文化和人文景观，为济南增添了古朴与风雅的

气质。随着历史的发展，泉文化逐渐与宗教、文学、艺术等领

域相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 

除此之外，济南泉文化还与地域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息息

交相融合。人们依泉水而居，围泉水而乐，与泉水和谐共生。

泉水文创、泉水音乐节、泉水美食节以及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

活动的举办，既体现了泉城人民的民俗风情和传统习俗，也反

映了泉水在人们心中的美好象征和情感寄托。泉文化的熏陶与

融入，深深地影响了济南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增强了人

们对济南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

重要载体。 

2.济南泉文化创意设计现状及传播路径存在的问题 

（1）数智时代下的文化创意设计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万物智能互联的融

合时代。从 PC 互联网时代到当今的元宇宙时代，交互体验正

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新兴的科技技术为交互体验带来了全新的

变革，也为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挑战。 

交互技术通过增强现实与虚拟技术的发展，创新了文化创

意的表达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化创意的表达界限，成为了文化

设计的核心要素。这种技术的演变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形态，为

文化创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交互技术的融合

增强了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产品更具有吸引力和购

买力，从而带来更高的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 

（2）济南泉文化的文化创意现状 

①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消费不断升级，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一系列政策文件

的出台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当前，文商旅体高

质量融合发展也成为济南文化创意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资源

整合、创新产品与服务、区域合作、智能化发展等各种创新形

式驱动发展。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济南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

源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展现。设计师们将趵突泉、大明湖等著

名景点通过互动体验让观者参与到模拟的历史场景中，穿越古

代，身临其境，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之旅。此外，

济南的非遗文化如鲁绣、木版年画等也通过互动游戏或在线体

验平台得到了创新性传播。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既是一种趋势，

也是一种使命，它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传承文化精髓的重要

力量。 

②数字技术不断融入 

元宇宙技术的发展给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变革。

科技赋能推动了泉文化产业的保护与传承。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展示形式，深化了

泉文化的核心内涵，推动了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2023 年 3 月，

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支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济南是山东数字强省，连续多年荣获“中国领军智慧城市”

称号。5G、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济南的

泉城文化因“数”而兴，也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济南市博物馆推进文物数字化建设，

通过微信公众号便可实现 3D 文物全方位、无死角立体观赏。

2022 年，《新·鹊华秋色图》以功能各异的生动角色展现了济

南上下千年的人文、历史、文化、消费、旅游等数字化应用场

景。丰富多维的“数字 IP”皆在打造完成更具年轻活力的生态

赋能模式，助推济南城市数字文化进一步发展，提升济南文化

软实力。2023 年第二十二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舜网推出的 IP

形象虚拟人物“舜子”成为了济南泉水与传统文化的推荐官。

时尚靓丽的数字人以更灵活的方式穿梭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场

景。新颖的形式，鲜活的语态，带领年轻人群以独特的视角感

受济南深厚的文化底蕴。数字化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

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必然选择。 

③与现代生活密切相连 

济南泉文化创意在紧抓自身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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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文创探索的步伐，将文化创意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全服务链，联合携程、美团、微博等平台资

源，全方位立体化的线上线下推广活动。从时尚服饰到餐饮文

化，从家居用品到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品层出不穷，无时无

刻不渗透到生活中，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满足游

客更好地体验泉文化风情，特此开发了泉文化相关旅游线路，

内容包括自然生态主题研学线路、泉水文化主题研学线路、艺

术体验主题研学线路等。文化线路是体验泉文化的重要途经，

也为大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 

（3）济南泉文化创意设计存在的问题 

①文化产品创新力不足 

济南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当前这些宝贵的地域文

化挖掘深度不够，创新力度仍有不足，文化创意产品仍然存在

较多的模仿和移植,缺乏富有济南特色和时尚元素的创意产品。

相比较西安的汉唐文化，成都的市井休闲文化等，济南的泉文

化仍缺少极致，泉城的核心特色仍需凸显。泉水文化、名士文

化等个性鲜明的城市品牌特色仍需开发，齐鲁文化的历史底蕴、

泉水之城的自然底蕴仍需彰显。 

②文化产业融合程度有待提高 

当前，济南文化产业融合程度确实存在待提高的空间。泉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其它各领域之间仍缺乏有效衔接和协同，行

业分割现象普遍，新的产业形态较少，仍缺乏强有力的龙头企

业，文化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

深入推进，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然

而，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导致文化资源难以充

分整合，创新动力不足。要将丰富多元的泉资源文化产业与其

它产业深度融合，凝聚资源，形成合力，利用各资源的优势推

动文化产业的高效发展。 

③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仍需健全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泉文化产业的发

展仍缺乏具有跨学科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产业从业人员

的知识结合、年龄结构等依然存在与文化发展要求不适的问题。

为此，针对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的不健全，济南亟需构建一套

完善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再次，人才引进政策还

需完善，以更好地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入，为泉城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3.数智时代下济南泉文化元素互动文化创意的路径创新 

①深入挖掘济南泉文化内涵，提炼特色元素 

“泉”是文旅发展的“金子”招牌。泉城依水而兴，听泉

水叮咚，看济南风貌。新时代下挖掘济南泉文化理应继续坚持

文商旅体一体化融合发展。以文化人、以商兴业、以旅融城、

以体聚力，不断塑造提升济南特色的城市 IP 和城市气质，形成

品牌效应。不仅如此，在突出泉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应不断创新

泉文化。诗词、荷花、曲水亭；油旋、甜沫、把子肉......极具“济

南范儿”的特色元素不断深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牢牢把握

新时代的消费需求，不断触及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提升了济南

文化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 

②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强化技术研发能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内容传播呈现形式和体验方式的转

变。济南文化创新创意的发展应紧紧以“泉文化”为抓手，以

“文化+媒体”为战略，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

富有前景的新兴文化创意产业，重点培植新媒体新业态，提升

新兴文化业态的规模。紧跟智能化发展趋势，强化技术研发能

力，不断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增

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方式通过现实场景中叠加虚

拟元素来强化视觉效果，借助听觉、触觉等提升感官享受，创

建沉浸式文旅体验。新技术为媒体的内容生产、传播提供了更

加多元化、智能化的形式，也更加符合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受众

群体的喜好。[2] 

③加强跨界合作，形成多轮驱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们对文旅消费的

需求不断提升，济南泉文化自当向“新”而行，推动全域文旅

高质量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

文旅的生产对象已发生重大变化，跨界融合正成为撬动文旅高

质量发展的支点。跨界联手，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更多

新业态，以泉文化为纽带，串起文旅资源，拓宽泉水深度，借

助数字技术的催化作用，研学路线、夜游泉城、寻迹古韵......

利用济南泉城的文化特色优势与生态、工业、教育、乡村等资

源融合联动，百业齐鸣形成多轮驱动，以品牌资源的双向赋能

实现济南 IP 的加速破圈，打造“文旅+立体业态”的新特色，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③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创意水平 

济南泉文化的创新发展应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要素”的

理念。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

才的专业素养，应重视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聚焦本土人

才挖掘与激励，建成一支涵盖泉水文化、非遗文化、名士文化

等层次丰富、类型多样的人才队伍。通过校企合作、实训基地

建设等多种途经提升人才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为济南文化

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大的本土人才活力。其次要完善激励机制，

加大对人才项目的扶持力度，加强对相关人才的职业技能鉴定，

建立科学、规范的人才评定体系。加强对文旅产业前沿趋势的

研究，定期组织培训和研讨，大力营造尊重支持人才发展创新

的浓厚氛围，提升人才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促进人才的知识更

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信息时代的发展使交互设备、交互内容及交互体验产生了

颠覆式的创新。智能互动不仅让文化的发展触手可及，甚至还

可以获得多维度的感官体验。数字与创意交融的新时代，济南

泉文化的发展趋势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泉水文化也正不断

被挖掘和传承，通过技术赋能让文化内容以互动，萌发出新内

涵，不断拓宽泉水文化的产业链，带动相关领域协同发展，让

泉水文化成为济南的重要品牌，为济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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