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年初，圆明园推出的“历史其实也
有 fun 儿”亲子游园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
与普通的亲子游不同，游客在这里可以通
过数字科技领略到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
一部手机、一个 iPad 就可以体现互动和“穿
越”。

“乾隆五十五年，王公大臣为乾隆贺寿
的地点在哪里？”对于这道题，iPad 上给出
了 3 个选项，A 是九州清晏，B 是正大光明，
C 是长春仙馆。当游客选出其中一个答案
后，便可以按照地图的指示先到达对应的
景点。而他的选择是否正确，扫过景点里
的二维码就能知道。当答案正确，并在对

应的景点扫过二维码后，谜题就会解锁进
入下一环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定位功
能可以记录游客的答题成就。这样一来促
使许多游客按照兴趣点，开发线路进行游
览，亲子游也变得更有意思起来”。除此之
外，手机可以通过定位功能，在不同的景点
接受到不同的知识讲解，让人们领略到园
中深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

有趣有序，有张有弛，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开发才能互惠并行。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方面，现代科技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是历史的翻译者。”北京清城睿
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说。她和她的
团队首次突破技术应用瓶颈，将 3D 扫描技
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还是在 2006 年圆
明园碧澜桥虚拟拼接项目。

碧澜桥位于圆明园的九州景区，经过
考古发掘后，大量残存的石构件重见天
日。如何利用仅有的实物遗存重现碧澜桥

原貌，成了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难题。传
统的对比拼接方式显然并不适用，除了石
构件自重较大，起吊困难以外，对构件本身
的二次伤害更加难以估量，毕竟成功拼接
可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尝试。

最终，清城睿现团队给出了一个全新
的方案，即利用 3D 扫描技术，把碧澜桥遗
存石块转化为点云数据，在电脑中通过大
量的运算和拼接尝试完成虚拟复原。

在这次成功尝试后，团队提出了更加
理想的遗产修复技术构想：在以后的遗产
修复工作中，运用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残
缺的部分进行数字重构，并利用 3D 打印补
配其残缺部分，从而补配部分的与残存部
分的黏合性和整体性更为理想，也将更加
接近文化遗址原貌。

“希望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仪
器的广泛使用，这个技术构想将有机会成
为文化修复的主流技术。”贺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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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孤单 德不孤行
□ 管 斌

一位非遗保护专家的构想——

以网络之长 补非遗之短
□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副秘书长 朱 钢

自 2003 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进
入公众视野。国家为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
遗产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和各项优惠政
策，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各种补贴和帮助。
但我国非遗品类多、体量大，目前的非遗保
护传承仍面临很多问题，如技艺传承出现
断层，公众了解度不够，缺乏推广途径等。
有些非遗项目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与市场
脱节，脱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手段，保护和传承非
遗，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非遗保护较为棘手的是非遗传承人队
伍严重不足，后继无人。以技艺类项目为
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非遗产品依靠纯
粹的手工制作，制作过程辛苦，耗费时间
长，而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与之相符，
年轻人不愿传承该项技艺。再深究原因，
传承人有技艺、有生产能力，但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等，非遗传承人无法对
产品进行很好的包装推广，不能满足现代
消费的需求，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在这里，
互联网就有了用武之地。

互联网的属性之一是共享，“互联网+”
突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方便传承人与消
费者之间的互动，助于传承人将非遗和现
实需求融合，使非遗产品更能为消费者了
解和接受。传统手工艺通过互联网展示，
一方面使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便捷
的了解平台，另一方面也让传统手工技艺

有新的商业模式。通过电子商务模式打造
非遗产品，从物流、营销、运营等各环节找
到持续发展的利润点，共同为非遗传承人
服务。一旦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链，非遗
的保护就可以不依赖于政府部门，而非遗
传承人则可以一门心思做好手艺。

从传播角度而言，80 后、90 后的年轻
人是非遗传播的主要对象，而互联网是他
们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时代的年
轻人所关注的微博、微信、微视频和 APP 等
平台力量会是今后传播、展示非遗的重要
工具。此外，通过手机客户端，借助百度、
爱奇艺等互联网平台，非遗传承人可通过
视频方式，使其作品和技艺变成可知可感
的移动互联的沟通内容，增加公众的了解
度和关注度。通过占领年轻人的信息接受
渠道，非遗将会在互联网时代取得更好的
传承和发展。 （庞彩霞整理）

保护非遗，是与时俱进求发展，还是继

续闭门造车，答案不言而喻。

身处这个共享和互动的互联网时代，非

遗要适应周围环境，必须要学会利用数据、

网络，这已经成为保护非遗的必须步骤了。

百度大数据显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传播

非遗知识最重要的途径，31.1%的人通过网络

来了解非遗，占所有了解非遗途径的第一位。

让互联网助力非遗的传承，让其中凝聚

的文化精粹保存下来，用互联网思维来构架

非遗保护，将是个有益的探索。人们想出了

很多方法。比如，对手工技艺这类贴近生活

贴近市场的非遗项目，可以通过网店的形式

让更多人把它们带回家，而舞蹈、音乐这些

非遗项目，则可以打造非遗特色品牌，结合

网络宣传，让更多的受众感受“非遗”带来的

传统文化的魅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非遗

的价值。

互联网不仅扩大了非遗的传播范围，让

非遗文化渗透到亿万网民的日常生活中，还

有希望为非遗的保护与发展打开一条新通

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目前的问题。西

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立川曾提出一

个观点，即在网络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网络化生存，是非遗保护中不可回避的课

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看法已经逐渐成

为保护非遗各方人士的共识。

有人已经开始着手非遗移居互联网计

划了。他们借助互联网手段，让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通过视频方式，将自己的技艺上传到

专业平台，在全国乃至全球寻找喜欢非遗的

青年，并推荐给他们感兴趣的技艺，解决非

遗传承中师资、生源信息不对称，以及传授

成本高的问题。

这种利用互联网的便利传播、推广非遗

文化的想法具有创新意义，但在实际操作

中仍然存在许多难题。很多传承人年事已

高，有些传承人居住在乡村、牧区，对网络比

较陌生，并且有些非遗技艺，制作过程非常

复杂，一段短短的视频体现并不足以包容完

整的技术。

我们相信，在未来，不断带给人们惊喜

的互联网，一定会给非遗这位阅历丰富、饱

经沧桑的“住户”一处称心的居所。

一次文化修复的新尝试——

“翻译”圆明园
□ 金 晶

数字技术能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开发进程有趣有序，有张有弛，还有机

会成为文化修复的主流技术

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所关注的微

博、微信、微视频和APP等平台力量会

是今后传播、展示非遗的重要工具

一个初见成效的非遗成果

数据库活了
□ 庞彩霞

让非遗搭上网络快车
□ 朝 石

道德是民族之根，文明之本。在历史发

展的长河里，道德如同阳光、空气、水，滋养

着中华民族，让炎黄子孙从漫漫长夜里走向

黎明、走向辉煌，在生死存亡之际获得新生、

永续发展。中华道德所独具的坚硬内核，顽

强基因，已深深融入到民族的血脉里。鲁迅

说：石在，火不会灭。同样，只要道德在，无

论经历什么样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们

这 个 民 族 总 能 在 困 境 中 崛 起 ，在 危 局 中

奋进。

道德是国家之基。为政以德，以德治

国，这是传统中国治理的根基。以德治国，

强基固本，乃是国家、民族长盛不衰，长治久

安的良方。《管子·牧民》有曰：“国有四维，一

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

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

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

廉，四曰耻。”章炳麟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

种之根基。稍稍浏览我国古代朝代更替史

就可知道，封建王朝没落之际，莫不是礼崩

乐坏，道德式微，统治者腐朽无德，官僚集团

贪婪无度，人心涣散，民意背离。“重莫如国，

栋莫如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

了道德的支撑，那就如房屋缺了栋梁，必定

是墙倾垣颓，大厦将危。

纵观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在每一个关键

之处、每一个挫折时刻，都深深地刻着“道

德”二字。近代以来，中国陷入到前所未有

的危困之局，面临着亡国灭种。尤其是抗日

战争，这是民族历史上的大悲壮、大苦难，也

更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大挣扎、大振作。

从政要到平民，从军人到妇孺，无数仁人志

士投入到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不屈不挠

者大有之，以身殉国者大有之，埋头苦干实

干者大有之⋯⋯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撑起风

雨飘摇的旧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雷锋、焦

裕禄等闪耀在新时代的道德星空图上，他们

是德之楷模，国之栋梁。

古语说：人若无德，与禽兽何异。假如

人类失去了道德，人类将走向自我毁灭。殷

鉴不远，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南京

大屠杀的惨绝人寰，都是血殷殷的教训。是

的，道德的星空也会满布雾霾蒙尘，甚至遭

遇狂风暴雨，从而减弱它的光芒。然而，无

论怎样，道德就在那里，它总能刺破阴霾，在

最关键的时候发出熠熠光彩。近几十年来，

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在快速进步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必要的束缚被

解构，一些必需的秩序被混乱，一些必然的

准则被打破，不道德的声音和行为尘嚣泛

起。但是，社会无论经历怎样的变迁，道德

不应也始终不会失去它在人间的位置。

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而道德是为人之

本，处世之基。范晔在《后汉书·崔实列传》

里说：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

之粱肉也。西方哲语亦云：修养之于心地，

其重要如同食物之于身体。两者都不约而

同地把道德的教化与修养比作精神的食

粮。法律、刑法、准则等都是药石，而人是不

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的，因而它们必须建立

在道德的基础上。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今日之中

国，欲民族复兴，首在立人。立人之道，首在

立德。这个“德”，不是假仁假义，不是作秀

与点缀，不是“吃人”的虚伪的“道德”，是“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理想追求，是

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信仰，是“为

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

界，是舍我其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

是“修齐治平”的道德实践和人生磨砺。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成德，青年时代

从军，在怒海狂涛中救下 14 名战友，雷锋赠

言称他为“永远学习的好榜样”。多年以后，

他转业、退休，从不把过去的光环顶在头上，

而是数十年如一日，走雷锋之路，行成德之

道，不以善小而不为，在平凡中坚守，成了

“学习雷锋的好榜样”，成了当代活雷锋！而

他从来认为这只是自己的本分，是为人的本

性。道德没有大小高下之别，只要抱有善

念 ，不 舍 善 行 ，人 人 皆 可 圣 贤 ，人 人 皆 可

舜尧。

道不孤单，德不孤行。

道德的星空，长空无边，星星无数，总有

一颗感动您，总有一颗鼓舞您，总有一颗给

您心灵的慰藉，总有一颗使您明净，总有一

颗 给 您 力 量 。 仰 望 道 德 的 星 空 吧 ，星 空

不空。

2011 年颁布实施的《非遗法》明确指
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及相关数据库。”这是国家第一次在法律层
面明确了开展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
经过多年摸索,非遗数据库的建设取得一定
的经验和成果，在非遗保护及传播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非遗保护的实际操作中，数据库是非
遗保护的基础工作。现在，切实可行的办法
是通过文字、照片、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
体等各类载体，利用非遗数据库来记录非遗
项目的核心与代表性内容。数据库采用数
字化技术的记录手段，类似于人类学研究中
的“描述”，而在“描述—解释—评价”的研究
过程中，“描述”位于研究工作的底层，因此，
建立非遗数据库，是全面、完整地呈现各个
非遗项目的特性，为后续研究、保护工作提
供支撑的基础环节。

在收集归纳的基础上，非遗数据库还成
了管理非遗项目的有效方式。我国的非遗
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因此在实际的管理过
程中，工作较为繁杂，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而在非遗的保护中,数据库越来

越凸显出其操作灵活、便于储存与管理的特
性,这对于提高我国非遗资源的管理水平,
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开展系统的保护工
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非遗数据库的传播手段能够
符合人们的接收方式。因为，建立非遗数据
库，实际上也是信息传播的编码过程，它将
每一个非遗项目转化为文字、图片、声像、数
据等符号，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形
象的、逻辑的表述。简单地说，就是使得非
遗项目通过数据库的平台，将信息转换成符
号，人们再通过这个平台展现的符号，组合
成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以直观地达到传播
的效果，从而提高社会大众的保护意识,加
大非遗的保护力度。

今天，非遗数据库已经可以被活化利
用，渐渐成为非遗的基因库。那里，非遗基
因正被进行解码提取，并与相关领域进行产
业对接，从而拓展非遗的发展空间。就算大
多数非遗项目只能“单打独斗”，处境被动，
但数据库却能为解决非遗与现代社会脱节
这个根本提供更多帮助，从而使传统文化渗
透到更多领域中，吸引人们的关注，不至于
沦为一种符号。

数字时代，非遗项目不仅要

变成计算机语言录入电脑中，更

要让人们使用它，接触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