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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了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领域的文化行业系列标准《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
字资源采集和著录》，将于9
月29日起实施，主要用于指
导和规范我国各门类非遗代
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和
著录工作。中国城市报记者
围绕此标准展开了相关采访。

标准具有双重意义

据悉，此次发布的标准明
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
源采集和著录的总体要求，规
定了十大门类的非遗代表性
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
采集实施、资源著录方面的业
务要求和技术要求，共11部
分，对各门类非遗项目应采
集、著录的内容及其相应要求
进行了归纳提炼，既是一份认
识非遗项目的“说明书”，也是
一份拆解细化工作任务的“向
导图”，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
双重意义。

“标准化意味着规范。”上
海市长三角科创产业金融服
务协同创新中心城乡产业金

融研究所所长孙文华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标
准颁布，为我国非遗的数字化
保护以及数字产业化发展提
供了基础支撑。其能够推动
和引导非遗数字化工作的
统一、规范和有序发展，提升
数字采集和著录的质量、效
率，保证非遗项目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促进其合理利用和
传承。

“数字化保护使得非物质
文化遗产更易于被广泛传播
和传承。”国武传媒总裁助理
张晓翠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通过数字化手段，这些文化元
素可以跨越地域和时空限制，
让更多人了解、学习和参与。
同时，数字化还能够有效地保
存非遗项目，避免了传统物质
载体如纸张、皮革等容易腐化
的问题，确保非遗传承不受时
间和环境的影响。

张晓翠进一步表示，该标
准的出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创新传承。数字化手段
能够赋予非遗项目新的呈现方
式，例如虚拟现实、互动展示
等，这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

从而实现其活化和传承。

非遗数字化保护已有实践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开启了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
化之旅。随着技术的飞速发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在
全球得到更广泛的重视。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工作也获得了国
家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
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于数字化的借力模式发生了
变化，由最初助力保存、记录、
展示的辅助性工具，逐渐进化
为助力创新和发展的支撑手
段与科学动力。

此外，全国多地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上
亦有所实践。以广东省为例，
2021年12月，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印发了《广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规范（试
行）》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档案工作操作指
引（试行）》，要求全省各地按
此规范开展非遗档案建设工
作，其中就包括了非遗的数字
化记录。

实际上，早从2015年开

始，广东省就按照文化和旅游
部的工作要求，一步步扎实推
进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项
目的数字化记录工作。在广
东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蓝
海红看来，上述政策的出台，
进一步规范了广东省非遗档
案工作，其中包括对非遗项目
的数字化收集、整理、存储。

据悉，广东省文化馆（广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的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
已经推出经数字化采集后二
次加工的短视频产品，未来，
还将继续加强新媒体矩阵的
建设和运作。

大模型运用前景广阔

当下，随着人工智能潮来
袭，各行各业都在探索大模
型。未来，大模型是否有望
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成为业内热烈讨论的话题
之一。

在采访过程中，多数业内
专家都比较看好大模型在非
遗数字化保护方面的前景。
张晓翠认为，一方面，大模型
可以用于文本的智能分析和
自动化著录。通过对非遗项
目的相关文献、描述和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大模型可以帮助
自动生成更丰富、准确的著录
信息，提高数字资源的质量和
价值。另一方面，大模型还可
以用于多媒体内容的分析和
识别。例如，可以利用图像识
别技术，对非遗项目的视觉元
素进行自动化分析，从而更好
地呈现非遗项目的艺术特点。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研究
所秘书长林先平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模
型可以通过学习和模拟非遗
项目的技艺和传承方式，提供
更加精准的保护和传承方案；
展示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和
独特之处，还能够向世界展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和魅力，并为非遗传承者提供
辅助和指导，更好地传承和发
展非遗项目。

此外，尽管大模型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应
用前景广阔，但仍有潜在风
险。张晓翠建议需要在技术、
伦理和隐私等方面综合考虑，
确保其合理有效地应用于非
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林先
平也指出，大模型的应用面临
包括数据隐私和伦理问题在
内的诸多挑战，还需综合考虑
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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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的《诗仙归来：<李白嘲王
历阳不肯饮酒帖>诗稿的鉴定
与探析》发行。该书由第九、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
馆善本特藏部原主任李致忠
主编。

“李白斗酒诗百篇”，他的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是其中
的一篇，但这幅不大的戏酒调
侃老友的诗稿，有着特殊的流
传经历。

1986年4月，我国著名书
画鉴定家谢稚柳赴日本交流
考察，偶然见到了日本著名收
藏家明日香宁范。明日香宁
范拿出的一幅字帖让谢稚柳
深感震惊：这卷字帖，不但有
着与唐代四川麻纸相似的质
地，而且书风刚健，一望便知
此作非鸡距笔不能书之，非
同一般。明日香宁范告诉谢
稚柳，这是留存千年、中国唐
代大诗人李白的手书诗篇

……初见该帖的谢稚柳内心
激动不已，他虽然并未轻易对
此帖下定论，但心里有颗种子
在萌发。

1987年 11月，明日香宁
范为了考证《嘲王历阳不肯饮
酒帖》的真实性和历史艺术价
值，携此帖来到了中国。时任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的史树青先生，组织了北
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严绍璗、孙静，北京图书馆（今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主任李致忠等多位专家对《嘲
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了认
真科学的分析研究。

之后，著名书法家启功赴
日本，借机再次鉴定了此幅
作品。

2017 年 ，一 丝 曙 光 乍
现。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
会了解到一幅由日本京都某
博物馆收藏的字帖即将被出
售，该帖可能是李白的真迹。
消息一出，研究会的工作人员
立刻动身前往。当时他们见

到的便是这幅曾让学者们魂
牵梦萦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帖》。距离该帖上一次现身已
过去了30年。出于慎重的态
度，研究会广邀全球多位专家
学者，对此帖进行更全面的研
究和鉴定。美国国立佛利尔
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
便是其中一位。傅申曾担任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主要
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
在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
诣。傅申和研究团队结合现
代科技手段，潜心对该帖进行
了数年的研究。与此同时，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还相
会了与自己有着深厚渊源的
一位专家，她就是谢稚柳夫
人、书画家陈佩秋。从1986
年谢稚柳初见该帖、写下家
书，到其逝世，再到陈佩秋亲
眼见到该帖，时间已经过去了
31年。

在多方鉴定、反复求证的
基础上，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
究会从多方筹措资金，以民间

协会的名义从日本回购了这
件诗帖。“一醉上千年，梦醒惊
天下”，经历了千年之旅，《嘲
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终于回到
了祖国。

《诗仙归来：<李白嘲王历
阳不肯饮酒帖>诗稿的鉴定与
探析》集中收录了该帖归国前
后诸位名家从笔法墨色、纸张
成分直至历史考据的鉴定，以
及多位书法评论家关于其艺

术价值的探讨文章和重要报
刊的相关报道。通过此书，人
们既可以了解李白生平交游
活动、《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的创作背景和艺术价值，还可
以学习领会各名家对于古帖
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知识，更可
以从其流传归国中体悟国宝
回归的艰辛历程和相关专家
学者等人的拳拳爱国心、殷殷
报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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