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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茶吧

信息化时代，文化领域的科技

应用日趋常态化，文化公共服务能

力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均

得到有效提升。非遗作为近年来倍

受重视的保护对象，在数字化保护

方面作了重要探索。相

关部门从颁布法律、出台

意见和启动数字化试点

工程等方面，对非遗调查

记录的技术手段和成果

提出相关要求，有效推动

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非

遗数字化保护工作。

建立非遗数据库应有

用户思维，重视用户体验。

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在

数据标准建设、数据库平

台建设、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 等 方 面 ，积 极 展 开 探

索，并取得一定成效，已

经在逐步建立和不断更

新着非遗基础资源的相

关 数 据 库 与 数 字 档 案 。

但关键问题在于，从“有

资源”到“好用的资源”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

目前，鉴于非遗活态传承

和非遗记录成果跨行业、

跨部门、跨领域分散管理

的实际情况，能够整合汇

聚全国非遗资源的数据

库仍不具备公开提供服

务 的 能 力 ，一 些 非 遗 管

理、保护、研究部门更多

的是基于各自业务重点

或研究专长，分散建设和

管理其非遗资源。

随 着 融 媒 体 平 台 的

多业态发展，非遗在传统

媒体之外，“走”上舞台、

“走”进屏幕的机会越来

越多，非遗相关内容传播

的需求不断增强，但这并

未给非遗基础资源建设

预留出充裕的响应时间，

却从传播意义上为非遗

基础资源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此，倡导非遗

数字化保护和基础资源

建设应有用户思维，重视

用户体验，应该在非遗数

字建档初期，或保护过程

中便考虑到其数字化成果后期传播

利用的可能。

笔者认为，应针对不同应用对

象，对非遗基础资源进行内容分级，

比如，可分为典藏级、浏览级和发布

级，根据内容分级做好用户需求调

研，并对数字化成果进行持续优化

更新，建设易获取、易转化的非遗基

础资源库。

相关从业者应始终对现代传媒

技术保持清醒的认识。当前，非遗

保护工作重传承、重传播，特别是借

助传统节日、节庆和博览会等活动，

大力开展非遗主题展示传播工作，

在传播队伍、传播渠道、

传播品牌活动、传播能力

建 设 等 方 面 取 得 成 效 。

但非遗传播的核心问题

仍然囿于缺少专业的内

容生产，相关数字化建档

成果，即便在获得相关 IP

权益的前提下，究竟有多

少数字资源能够有效支

持传播，很难有定论。这

个问题成为反思非遗数

字化保护工作的切入点。

如 何 从 记 录 端 提 前

考虑解决后期应用端的

问题，以取得更好的传播

效果？如何取得较高的

传播效果？显然，从数字

化记录到数字化传播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归根结

底还是要回到如何集聚

优质内容的问题上。鉴

于此，非遗传播能力建设

的关键是，需要从业者始

终对现代传媒技术保持

清醒认识，尽可能避免对

非遗碎片化和去语境化

传播所造成的信息缺失，

并积极参照相关法律法

规，解决由于非遗数字化

传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及学术伦理等问题。

在遵循非遗保护相关

知识产权及学术伦理的前

提下，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工

作实际上是确保非遗在信

息化时代的数字生命力。

数字化保护工作的一端

连接着基础资源建设的

入口，另一端连接着非遗

传播活动的出口。所以

说，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

成为反观基础资源建设

和非遗传播能力建设的

一面镜子。非遗的数字

化保护工作对基础资源

建设和非遗传播能力建

设的基础性与持续性意

义将愈发凸显。

因此，激活非遗资源的数字生命

力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常态性开设

线上线下联动等活动，打通基础资

源建设的入口和非遗传播活动的出

口，将成为一种有效探索方式。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

间文艺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

1959 年 3 月，浙江嘉兴马家浜村

村 民 在 积 肥 过 程 中 发 现 了 史 前 遗

迹 ，经 考 古 发 掘 确 认 为 马 家 浜 遗

址。60 多年来，对马家浜遗址的发

掘和研究从未停止。近年来，考古

界对马家浜遗址进行了专题调查，

截至目前，嘉兴市发现并确认马家

浜遗址或者有堆积的遗址 16处。

为更好地挖掘马家浜文化的价

值、展示研究成果、传播其丰富的文

化遗产，2019 年 12 月 27 日，嘉兴市

马家浜文化博物馆落成揭牌，《马家

浜》考古发掘报告发布，考察马家浜

遗址等一系列纪念遗址发现 60 周年

的活动也将相继开展。在马家浜文

化博物馆揭牌现场，1959 年马家浜

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参与者和 2009 年

第二次发掘时的考古队领队、参与

者与专家学者共话马家浜文化的研

究和发展。

据介绍，1959 年初春，马家浜村

村民在挖坑沤肥时发现了大量兽骨

和古代遗物。随后，浙江省文物管

理委员会组织考古人员对马家浜遗

址进行抢救性发掘。1975 年，学者

吴汝祚发表文章，在考古界率先提

出“马家浜文化”的概念。1977 年，

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马家浜文

化”命名，逐步确立其地位。因马家

浜遗址保护规划论证和遗址公园建

设需要，2009 年 11 月，马家浜遗址进

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取得新进展，出

土了一批玉器、陶器残片、人类遗骨

等有价值的遗存。

此后，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和研

究工作持续进行。2019 年，嘉兴市

文物部门配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嘉兴地区近 20 处马家浜文化

遗址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成果突

出，对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家浜人的

生活聚落、生产活动、生活习性等方

面提供了实物资料。比如，谭家湾

遗址虽范围不大，但西北区发现了

马家浜文化墓葬，学界对谭家湾遗

址文化内涵有了新认识；通过对马

家浜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六七千

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已

经开始创造灿烂的文明历史。

“马家浜遗址于 2001 年被公布

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列入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

园名单，2017 年列入第三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嘉兴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文物处处长汪红星说，

马家浜文化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

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分支，

环太湖流域地区是其主要的分布范

围，包括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

州，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以

及上海等地。马家浜文化与后续的

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自成发展系列，

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被称为“江

南文化之源”。

60 年多来，在浙江、江苏、上海

等地区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

一批重要的马家浜文化遗址陆续被

发现，马家浜文化面貌日益清晰，学

术 研 究 日 益 深 入 。 在 对 马 家 浜 文

化的类型分析研究、马家浜文化器

物研究，以及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

文 化 、良 渚 文 化 、崧 泽 文 化 等 考 古

学文化的关系研究，马家浜文化与

中 国 文 明 起 源 研 究 等 方 面 取得了

一定成绩。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

员张敏认为，虽然马家浜文化的历

史意义不一般，但马家浜文化研究

在深度、广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今后，还需要动态地对马家浜文化

开 展 进 一 步 研 究 工 作 。 从 时 间 上

看，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的过渡

期研究还不明确，可以作为马家浜

文化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员 朱 乃

诚 认 为 ，马 家 浜 文 化 的 发 现 、命 名

在考古史上有重要意义，从马家浜

文化到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地区文

化 体 系 自 成 序 列 。 良 渚 古 城 申 遗

成功后需要重新认识马家浜文化，

对 其 开 展 深 度 挖 掘 、阐 释 、研 究和

活化利用。

为更好地弘扬和展示马家浜文

化，从 2009 年开始，嘉兴市委、市政

府规划建设马家浜考古遗址公园，

至 2018 年，嘉兴市政府批准同意遗

址公园总体规划方案。遗址公园规

划面积为 23 公顷，其中遗址分布范

围约 3 公顷，保护范围 7.7 公顷。遗

址公园分为马家浜文化博物馆区、

遗址发掘现场展示区、文化休闲服

务区等三大功能区。汪红星说：“马

家浜考古遗址公园方案已经国家文物

局评审通过，目前已开始建设，总投资

1.7亿元，预计2021年建成开放。”

此 外 ，马 家 浜 文 化 博 物 馆 于

2017 年 5 月动工兴建，总投资 1.2 亿

元，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馆内除

了“江南文化之源——马家浜”基本

陈列外，还从杭州余杭博物馆引进

“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良渚文

化”展览，全面展现太湖地区绵延不

断的史前文化。

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张

硕表示，以马家浜文化保护传承为

契机，嘉兴将围绕“红船魂、国际范、

江南韵、运河情”特色风貌，打造国

际化品质的江南水乡文化名城，进

一步确立嘉兴“江南文化之源”的地

位，提升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

马家浜文化深度挖掘、活化利用正当时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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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市南

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距今已有

7000余年历史。

◆马家浜遗址于 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

列入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17 年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名单。

◆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需要重新认识马家浜文化，对其开展深度挖掘、

阐释、研究和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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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里，年味浓！民

间艺术瑰宝年画以鲜明的

民间特色、画风特点和精

湛技艺、内涵底蕴，为人们

所喜闻乐见。特别是年画

作为春节祈福纳祥、追求

美好生活的文化符号，传

承几千年历久弥新。随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不断走向深入和《中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实

施 ，年 画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活”、越来越“火”。做年

画、贴年画，“年”来了——

◀ 1月 11日，湖南省长沙市长郡湘府中

学学生来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雨花非遗

馆滩头高腊梅年画传习所，学习制作国家级

非遗项目滩头年画，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图为滩头高腊梅年画传习所工作人员

戴静为学生讲解滩头年画。 薛宇舸 摄

▼ 春节临近，河北武强木版年画进入销售旺季，年画作坊内一片忙碌，

年画艺人忙着制作、销售年画，保证年画市场的供应量。2006年，武强木版年

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图为 1月 12日，河北省武强县的一名年画艺人（右）印制武强木版年画。

李晓果 摄

▼“春风杨柳万千条——新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年画展”近日

在广东深圳市福田区文化馆非遗主题馆开幕。展览以年画的形

式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的发展历程和农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怀、凝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精神力量。图为展览现场。 胡振栋 摄

▲ 1 月 10 日，由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主办、山东艺术学院年画艺术研究中

心承办的“新年画 新生活——山东年画进社区公益活动”在山东济南阳光 100社

区举行。活动分传统年画印制体验课、年画年节民俗课和参与互动3个环节，通过年

画作品展示、讲解和示范印制等，普及年节民俗知识，引导居民了解和体验传统雕

版年画印制。

图为孩子们现场印制年画。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孙丛丛 摄

▶ 1 月 11 日，《神荼郁

垒》门神年画在北京发布，

这件作品由 100 多位藏家与

众多民间艺术家创作。传统

木版年画《神荼郁垒》臻选清

代古版，由年画界技艺高超

的名家历时330天完成。

图 为 民 间 艺 术 家 在 发

布会现场绘制年画。

本报记者 马 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