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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背景

项目背景：

苏州方言作为吴语主要的方言之一，承载了苏州悠久的历史和习俗，是苏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但随着城市版图扩张，苏州外

来人口占比增长至70%以上，本地方言的使用土壤逐渐缺失、社会功能消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有10%不到的苏州人会说相对

地道的苏州话， 并且还存在十里不同音的问题，所以用技术的手段留存、保护、开拓苏州方言，就显得重要而急迫。

目标及要解决的问题：

科大讯飞多年来持续深耕于方言的语音识别与合成，目前已支持26种方言的识别。讯飞的苏州研究院从18年开始打造苏州方言的

识别与合成系统，已在影视、文旅等场景落地应用，希望能找到既能用技术赋能，又能用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旧事新谈”

的应用场景，那此时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听到AI合成的苏州话”，如何让大众“了解方言的传承价值”，如何让

年轻人“重新认识方言”，如何找到AI方言的“应用场景” ，于是我们开始了此次项目的策划。



营销目标

通过此次项目，我们希望：

技术与艺术创新交融的方式，能够作为文化传承的接力棒，成为地域文化传承和让年轻人共情的“地方文化特

产”，让年轻一代在AI方言艺术作品中丰富感官体验的同时，能够唤起其对本土文化、方言声音的兴趣，也能

推广至全国其他城市助力更多传统文化的传播，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喜爱上传统文化。 

• 1.  通过借助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焕新传统文化的创意表达，引发年轻人对方言的共振； 

• 2.  通过方言艺术展的营销推广从媒体端唤起公众对于方言文化的重视，为方言保护和传承创造新机遇；

• 3.  通过AI技术+艺术创作的跨界联动，用技术手段赋予传统文化以活力开辟方言应用的新场景，有效保护

文化的多样性；

• 4.  通过公益性落地大众能听能看能玩的科技艺术展，加深各界对讯飞用科技践行”有温度的社会责任“的

感知，增强品牌的声量与美誉度；

•  



策略与创意

项目策略：

1.方言的传承需要进入年轻人的世界，AI方言的“听觉”一定要与精而美的“视觉”联合在一起。

根据苏州讯飞对于本地资源的调研发现，目前深耕在苏州方言的专家学者以及艺术工作者，内容策划上难以触动90、00后的“神

经”，所以方言文化要传承一定不能“放过”90、00后。在标定了“Z世代”作为受众的同时，我们也明确了需要与年轻的创作

团队共同进行内容创作。

2.聚焦科技与艺术的创新融合，打造一场全民能听能看能玩的互动展览。

为了给苏州方言这门传统方言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要让听觉与视觉串联，传播点要具备“创新之美”、“趣味互动”、“播撒种

子”的特点，我们锁定了新媒体艺术领域。AI方言+通感艺术+传统美学，一场科技艺术展览落地苏州最大文化icon苏州博物馆，

以线上传播安利大众走进现场，以线下精良展项吸引观众自发推荐，线上与线下的双线联动促成跨界破圈。

3.AI技术落地+精而美的艺术创作，对方言传承与地域文化都有强烈使命感与深入探索能力。

通过初期对新媒体艺术的调研，发现感官与艺术结合的展览不胜枚举，唯一能让展览的创新性与特殊性显现的，便是科技力量的

加持。通过和艺术家、策展团队的多次沟通，我们达成共识，紧扣”苏州文化”、”苏州方言”及”人工智能技术”这三大要点，

致力于打造一场听觉与视觉并举、地域边界消弭、趣味性与教育性同在的科技艺术展览。同时，我们要对艺术创作及呈现有质的

坚持，对展览呈现抱有热诚与责任，真正能够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对方言的新感知。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创意落地：

项目在创意之初，便是希望能把方言这种声音和通感艺术关联起来，调动大众的感官体验，让其在互动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方言文化的深厚底蕴，

又能看到艺术创作之后的新颖呈现。那么策划这场展览，最大的问题是AI方言如何体现才能与艺术交相辉映，如何设计艺术作品的呈现才能让吸

引观众主动学习并说出苏州话，同时如何既能呈现苏州文化之美又能“接地气”，也是对创意的极大要求。

1. AI方言作为技术底座，赋能艺术作品的交互体验。

一场以方言传承与文化之美开始策划的艺术展览，方言除了作为重要的视觉符号呈现，还需让观众听到吴侬软语，唤起公众对方言的关照。于是，

便以对苏州方言的“听与说“来引导观众互动，使其在趣味交互中感受方言魅力并能习得一些苏州方言。

2. 方言+苏州文化，庞杂的体系中，要以“人“的生活细节，窥见文化之美。

艺术家选取根植于苏州文化的意象成为作品的核心元素，让本地市民走进展览能够唤醒一些记忆和共情。所以，设定童谣、苏州俗语、日常用语

等作为交互的语料时，让观众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快速习得并感受方言之韵。

3. 外地年轻人以新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与年轻一代同频共振。

此次艺术展的艺术家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青年艺术家，共创作11件展出作品，均从苏州文化着眼创作，选取了”桥“、”文征

明“、”山水“、”昆曲“等姑苏文化元素，以新媒体艺术的形式重新创作编排，打造了一场既有文化底蕴之美，又贴合现代化“社交”、“互

动”及“新潮”需求的展览。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媒介策略与传播规划：

1.媒介渠道：

主要推广阵营标定圈层及种草属性更强的小红书站。首先在传播的媒介选择上，我们主要考虑一是贴合受众，

明确逛展、休闲、亲子、生活圈层受众主要活跃在小红书平台，更能吸引到目标受众，且更易扩大受众面；

第二点考量是一场线下的展览不仅现场的作品要美而有趣，更需要被线上的人看到，才能增多到场的观众。

把握小红书“种草“特性，进行本地头部KOL的邀约，以”1带8“的策略打造流量聚集池，引爆AI方言艺术

展相关关键词，实现线上互动用户到现场探展观众的高转化；

充分利用自有媒介，形成联动矩阵。通过苏州博物馆自有媒体账号在小红书、微博、微信等渠道的高频发布，

充分发挥其苏州本地最大文化icon的号召力与美誉，吸引众多圈层媒介联动，主动推广安利展览，助力展览

在艺术圈层的渗透；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2.公关传播：

由头部党央媒+本地媒体+圈层网媒的联动覆盖，到省级政务媒介主动推荐，垂直媒体自来水报道，kol、

koc自发安利。

“回响·AI方言艺术展聚焦”科技艺术展览“的主题，重点突出技术与艺术的跨界融合，强调方言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通过头部党央媒体联动造势，到省级政务号主动推荐，到多家圈层媒体渗透传播，再到小红书平

台集中发酵，从上至下、由内自外破圈推广，形成全网方言艺术热，吸引数十万观众线下逛展。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项目执行进度安排：

项目整体分为5大阶段，从2022年3月一直贯穿到2023年10月；

1.创意策划（3月-12月）

项目方案制定、与广州美术学院达成合作、评选出7件作品、技术摸底；

2.落地场景接洽；（3月-5月）

确定合作模式，敲定展览落地苏州博物馆，尝试解决展项适配场馆问题、制作方言交互系统；

3.合作资源接洽；（6月）

和策展公司直觉泵达成合作，制作完整策展方案、引入中国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作品、广州美术学院7组作品打磨优化；

4.策展落地；（7月-8月）

调试设备、测试展项效果、现场搭建与展项制作、物料设计与制作、营销资源接入、举办开幕式；

5.开展运维（9月-10月）

营销计划与落地、现场运维、现场活动开展、撤展、复盘；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项目挑战：

1.初探风险。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此前从未参与过艺术展览的相关工作，不了解策展及艺术呈现等板块，从

策展到落地执行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期间还担心展项展出后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等；不断寻找志同道

合的伙伴，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所以才形成了4方联合策展的合作模式；

2.场馆适配。AI方言艺术展是在苏州博物馆的苏色生活馆展出，该馆自带环绕的LED大屏且由一套播控设备

统一管理，对艺术作品的素材清晰度与细腻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将交互体验的软硬件与播控设备串联，

保证0时差响应、素材流畅展示都是面临的问题；当时通过吸取经验，经过多轮的素材测试，一遍遍调整参

数和尺寸后再渲染素材保证了如期交付也节省了投入；联合多个技术方，充分发挥讯飞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

优势，助力软硬件串联方案的实现、网络环境的搭建；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3.多方协作。因艺术家们来自于全国多个地区，且作品众多、风格各异，一方面需要及时调试素材，测试与

场馆硬件的适配度，同时也需要设计方言交互流程的简单、易玩，尽可能降低观众参与的门槛及上手的难度；

当时与多位艺术家保持沟通，把控创作进度，为测试预留足够时间保证了作品的展示效果；通过小范围的多

轮测试，不断优化方言交互的逻辑与界面，最终打造了一套AI方言交互系统；

4.运维难度。展览从8月19日到10月8日，展期持续45天，又因为展览是互动型配有互动设备的展览，所以

需要固定人力运维；苏州讯飞仅3名工作人员和苏博的志愿者配合运维展览，展期共管理了近200位来自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以工具手册管理人力，形成统一规范的运维手册，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上岗，保证现场的正

常接待；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项目结果：

“回响·AI方言艺术展”项目落地在苏州博物馆，展期45天接待了40万到场观众。同时以小红书、微信、

PR稿件为主要宣发渠道，标的传统文化及艺术与AI方言的创新融合，项目整体曝光超1亿，参与互动人

次超30万。在传播过程中，无成本覆盖众多圈层媒体，引发全网对AI方言艺术展的热议，掀起一股方言

潮。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受众反应： 

回响·AI方言艺术展自开展以来，接待了40万现场逛展观众，在小红书上被近200位观众安利，其中单篇种

草笔记获得10万+观看、6000+点赞和3000+分享收藏。在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多个渠道被百万博主、

艺术博主及方言博主推荐，吸引展览单日最高有近2万观众逛展。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市场反应：

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网、中共江苏省委新闻网、苏州发布等近10个政务媒介主动推荐。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金洁，苏州市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赵勤，苏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沙涛，苏州市教育局语言文

字与继续教育处副处长徐展，苏州市语委办苏唯珂莅临现场参观，给予高度肯定；

获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陈霖推荐入选中国数字城市品牌杭州论坛（2023）“城市品牌传播十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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