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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数字时代下，我国非遗保
护与传承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文旅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今年6月11日我国第17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
地共举办了6200多项非遗宣
传展示活动，其中线上活动达
2400多项。

非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
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么，在
现阶段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路上，
我国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困
难？数字时代下，如何更好地保
护和传承非遗？如何利用数字
化等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创
造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保护传承之路

道阻且长

作为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我国的非遗资源十
分丰富。截至2020年 12月，
中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
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
第一。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34项，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优秀实
践名册1项。另有观研报告网
发布的《中国非遗保护行业现状
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2022-2029 年）》显示，截至
2021年末，我国共有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3610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本
土特色非遗资源，对于延续我
国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
工作。在多方的联动努力下，
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果。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
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仍
存在一些瓶颈性问题。此前，
福建省漳州市政协委员、省级
非遗铁枝木偶传承人陈银龙在
调查该市东山县非遗传承人现
状中发现，目前东山县共有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省级非
遗传承人12人，非遗传承人的
平均年龄已达60.25岁，不少非
遗民间绝活正濒临消亡。

2019年，被评为陕西省非
遗项目的大白杨社火传承人
——时年82岁的侯宗海，主动
联系西安非遗保护中心，表示
要将大白杨社火项目近年来取
得的国家补贴悉数捐出。自申
报陕西省级非遗成功后，大白

杨社火只耍了一次，没有耍过
第二次。据了解，大白杨村位
于西安市西二环以内。从农村
到城中村再到城市社区，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白杨村
落的性质消失殆尽，大白杨的
失地农民也变为城市居民，人
们最原始的通过社火祈求五谷
丰登的诉求逐渐弱化；再加上
大白杨村位于交通要道，耍社
火的条件又被进一步限制。为
了重现大白杨社火的辉煌，候
宗海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成
功，最终选择放弃这项非遗传
承，将所得的所有款项全部捐
给大白杨小学。

四川非遗文创产业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巩强曾撰文：“有些
非遗项目越保护越濒危，自身造
血功能逐渐丧失，最终依然无法
逃避步入消亡的结局。”

实际上，非遗传人往往“身
兼数职”。一方面，他们要忙于
非遗产品的生产和非遗活动的
宣传；另一方面，单靠售卖非遗
产品、进行非遗表演又无法满
足其生活需求，使其不得不去
外地打工或另寻谋生之道。

艺术管理专家欧阳艺智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除了以上所
述，非遗保护和传承现阶段最大
的困难是经费不足：“这项事业
目前的主要资本投入方还是国
家，民间资本投入不足；而民间
投入多数也仅限于谁经营谁投
入。”同时，欧阳艺智还指出，现
阶段，非遗领域交叉性新型人才
明显不足，亟需一大批既懂艺术
又懂科技、还懂市场的人才。

数字化的推广和应用

提供非遗展示理想路径

面对非遗保护传承路上的

种种问题，数字经济的崛起或
为其提供了解决新思路、发展
新道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
地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以线上开展为
主，亦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参
与、讨论。以今年河南的非遗
购物节为例，其集结了河南省
线上非遗商家480余家、非遗
工坊和老字号商家160余家，
主要分为“行走河南 云购非
遗”系列活动和“数字时代的非
遗”系列活动两大部分。

据介绍，“行走河南 云购
非遗”系列活动主要依托于各
大线上购物渠道，把新的销售
推广模式引入非遗，推动非遗
传统商业模式进行迭代升级；

“数字时代的非遗”系列则更偏
重于依托腾讯、抖音、阿里巴巴
等平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电
商运营、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
规范、流量提升等数字技能专
题培训，从而助力非遗更好地
拥抱数字时代。

抖音《2022 非遗数据报
告》显示，抖音上国家级非遗项
目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3726
亿次，获赞总数为94亿次，抖
音视频覆盖的国家级非遗项目
达99.74%。在抖音“非遗合伙
人计划”“看见手艺计划”等助
力下，过去一年，抖音非遗项目
直播场次同比增长642%，获直
播打赏的非遗主播人数同比增
长427%，濒危非遗视频播放量
同比增长60%。

“就当下而言，非遗传承人
要熟悉掌握网络、手机及直播
短视频平台的玩法。”文旅创新
创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德欣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称，非遗传承人一定要利用好

网络工具和手段，完成非遗的
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销
售，特别是县级非遗一定要用
好这些平台，逐步改变自己弱
势和边缘化的现状。

2019年，抖音上一位名叫
“油纸伞大师”的非遗传承人将
自己制作油纸伞的过程录制成
视频，一经推出，就收获了众多
年轻人的喜爱，其油纸伞产品
从滞销到供不应求。如今，这
位“油纸伞大师”已在抖音拥有
了100多万粉丝，这也意味着
我国至少有100多万人对油纸
伞制作的非遗技艺很感兴趣。

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看来，我
国非遗形式多样、技艺精巧，普
通展陈手段很难呈现其博大精
深的文化内涵。而数字化的发
展和应用，给非遗的展示传播
提供了理想路径，必将开创新
的文化传承空间、新的文化体
验方式以及新的文化传播业
态。这对非遗保护工作，尤其
是对广大的年轻传承群体来
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让传统非遗文化技艺

尽情拥抱数字科技

眼下，如何利用数字化赋
能非遗发展成为业内人士关注
的焦点。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明确提出，从
2025年到2035年，“非遗的国
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新目
标。在未来的数字世界中，虚
拟与现实进一步叠加拟合，科
技本身的超级连接正通过数
据、应用、内容、服务、产品等具
化形态实现虚拟世界里的“新
全球化”。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
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日益
成熟并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经济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数字时代
非遗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等各
个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也逐渐成
为新潮流、新趋势。通过区块
链、5G、云计算、AI技术的普及
应用，通过数字空间建模、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3D
扫描、动态捕捉等技术手段，让
传统非遗文化技艺与数字科技
相结合，赋予了传统文化传承
新的时代元素和意义。

今年端午节前夕，以粽子
和龙舟等端午节符号为灵感，
融合湖北宜昌特色文化元素的
12款数字藏品上线发售，价格
在38元至68元不等。据悉，6
月1日，该套数字藏品上线仅
一天，总参与人数便达52277
人；6月2日15:00开售，不到3
分钟，共计24000份便全部售
罄。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称，端午节是我国首个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的节日，作为主要
申报地，湖北宜昌与端午节有
着更深的渊源。藏品以数字艺
术语言焕新中国传统节日，在
弘扬端午文化的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的知名
度。“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统
文化，给实体经济探索数字世
界引出一条更宽阔的发展之
路。”该负责人说。

端午节掀起的一股“非遗+
数字藏品”热，让越来越多的人
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其蕴
含的经济价值。

此外，张德欣还建议，地方
政府、相关企业及非遗从业者
必须具备跨界思维与破圈意
识，打破旧有思维窠臼，突破自
我限制，打开思想格局。

以腾讯与敦煌研究院近年
来的联合出品为例，从2017年
双方达成合作以来，先后推出
了数字供养人、王者荣耀飞天
皮肤、QQ音乐“古乐重声”音
乐会、敦煌诗巾、“云游敦煌”小
程序和敦煌动画剧等数字化传
播精品内容。其中，通过“云游
敦煌”小程序，用户足不出户就
能游览敦煌。据悉，目前这个
小程序的总访问量已突破
5800万。6月15日，双方又宣
布成立“数字敦煌x腾讯互娱
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术联合实
验室”,腾讯将拿出游戏技术，
深度参与敦煌的数字化，比如
用游戏技术全真复现藏经洞、
打造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
瑶等。

数字化赋能非遗发展数字化赋能非遗发展
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之魂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之魂

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非遗街区（北京路）投入使用的无人零售车尽显科技范儿，市民可
通过扫码支付购买非遗产品。 中新社发 许建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