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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名城保护聚焦名城保护 共享经验成果共享经验成果
本报记者 连晓芳

广西非遗传承人“抖”起来了
蓝歆旻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10 月 4 日 ，2019 年“ 神 笔 小

将”青少年书法展现场书写展示

活动在风景宜人的湖南省常德

市桃花源景区举办。活动经网

上 投 稿 评 选 ，从 山 东 、甘 肃 、上

海、湖南以及香港、澳门等地的 1

万余名报名选手中选拔出 295 名

青 少 年 选 手 现 场 挥 毫 、同 场 竞

技，与湖光山色为伴，以千古诗

文为题，歌颂伟大祖国。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文化馆、

常德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主

办，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书法文

化，激发青少年对祖国文化和语

言文字的热情。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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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文

公众参与名城保护工作能够起

到哪些作用？公众参与的形式、组织

方 式 有 哪 些 ？ 活 动 如 何 持 续 开 展？

针对上述话题，来自全国六省份 8 个

名城保护团队的代表，近日聚集在北

京西城区烂缦胡同 108 号，分享参与

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传播、助力所在

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心得。

此次“全国名城保护公众行动沙

龙·北京站”活动由北京市西城区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清

华 大 学 国 家 遗 产 中 心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促 进 中 心 主

办，来自西城区名城办、北京市规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西 城 分 局 、名 城

保护公众参与领域和公益慈善领域

资 深 专 家 、名 城 保 护 团 队 代 表 及 文

化遗产和名城保护爱好者等 50 余人

出席了活动。

优化参与结构 提升参与效果

“四名汇智”（名城、名业、名人、

名景）计划由西城区名城办、名城保

护促进中心、西城名城委青年工作者

委员会于 2017 年发起并实施，是一项

旨在培育社会力量、推动共识建立、

助力名城保护的公众活动。经过近 3

年的成长，活动主办方积累了大量经

验，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名城保

护社会化参与过程中作出了积极贡

献。“四名汇智”计划的副秘书长王虹

光介绍了该项目 3 年来的实施心得与

成果：“四名汇智”计划项目充分尊重

和调动作为城市主人的居民、学生、

社区组织和其他公众团体在名城保护

和文化传播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

性，广泛联络和整合社会各界力量，优

化公众参与结构，提升参与效率与效

果，许多思想活跃、创意丰富的“80后”

“90后”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

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

3 年来，“四名汇智”计划共吸引

近 30 家热心企业的支持，收到国内外

多个高校团体、文化机构、社会组织

的 238个项目申请，组织了超过 400场

访谈、讲座、沙龙、论坛、演出、游戏等

活动。“团队成员通过深挖北京中轴

线的历史沿革，分析‘三山五园’的演

变过程，调查平房区的住房改造意愿

以及残疾人的无障碍环境，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王虹光说。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

新宇通过介绍该中心创立的历史和

开 展 的 主 要 活 动 ，诠 释 了“ 拥 抱 过

去，帮遗产向未来”的使命和“文化

遗产保护，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

愿景。“我们策划的‘老北京遛弯儿’

活动对北京老城胡同进行‘地毯式’

和‘ 全 景 式 ’走 访 调 查 ，吸引了大量

志愿者参与，也是社会公众特别是社

区公众参与和助力北京旧城保护的

典范。”他说。

从线上到线下 汇集公众力量

成立于 1999 年 5 月 8 日的长城小

站，是由一群长城爱好者和长城志愿

者创建的，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文保社

会组织。20 年间，长城小站秉承“热

爱长城、热爱生活”的宗旨，将长城保

护与长城文化传播、长城沿线的助学

和扶贫相结合，彰显了长城这一世界

文化遗产的凝聚力、提升了影响力。

“我们积累了大量数据，比如中国长

城建筑数据库 4 万条、中国长城碑刻

数据库 300 条、中国长城文献数据库

1000 篇，还有长城专家库、长城视频

库、长城文保遗址信息库等，如今已

有几万张长城珍贵资料照片。”长城

小站代表李献介绍。

从线上到线下，不断汇集名城保

护公众力量的重庆文保志愿者服务

总队，在延续城市文脉、留住重庆记

忆方面进行探索。该团队坚持了 8 年

的“扫街计划”，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方

式 走 进 重 庆 的 老 街 老 巷 ，了 解 老 建

筑，进而讲出老建筑背后的故事。“让

我印象颇深的是，有一个小朋友从 3

岁开始参加我们的活动，到现在，他

看到一个老建筑就会讲它背后的情

况。”重庆市文化保护志愿者服务总

队吴元兵说。

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队

在 2005 年成立之初就有 30 名市民报

名，如今已发展到 100 多人。志愿者

扮演着遗产推荐人、保护监督人、文

化挖掘人和宣传推广人的角色。“我

们的志愿者有 4 个特点：一是自我管

理，激发群众保护历史建筑的热情；

二是群众监督，促进杭州历史建筑保

护管理；三是口笔相传，加强历史建

筑的保护宣传力度；四是创新‘互联

网+’手段，完善全社会保护的共建共

享。”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队

代表楼舒介绍。

加强文保宣传 传播文保理念

在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

队代表井巍看来，加强文保宣传、提

高认识是做好文保的前提 。“我 们 通

过办讲座、出刊物、搞展览等方式，

不 断 宣 传 文 保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在

人 员 保 障 方 面 ，我 们 从 沈 阳 拓 展 到

大 连 、鞍 山 等 地 ，相 继 成 立 了 文 保

组 织 。 在 保 护 文 物 方 面 ，我 们 走 访

查 找 记 录 了 大 量 老 建 筑 、老 物 件 、

历史文化街区，收集了很多素材，为

省市级文保部门提供了重要线索。”

井巍说。

2011 年 6 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次年，“杭州

西湖文化特使”项目应运而生。该项

目推动了西湖文化保护管理工作，同

时培养了新一代的社会力量。8 年

来，共接纳来自 10个国家、23 个城市、

56 所大学的 300 多名青年学习，为西

湖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播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作为 2019 年北京设计周活动的

组成部分，本次“全国名城保护公众

行 动 沙 龙 ”活 动 对 助 力 北 京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国 际 形 象 的 展 现 ，促 进 首 都

传统和当代文化发展繁荣起到了积

极作用。

马丽是个女画家，她收藏了很

多画和一些以前人们享受文化生

活用的老物件，记者在她家见到的

一 台 老 式 幻 灯 机 就 是 其 中 一 件 。

深灰色的铁皮壳子锈迹斑斑，这台

幻灯机看起来有年头了。据了解，

这种幻灯机是手动的，放映时须一

张一张更换幻灯片，而且画面模糊

不清。

马丽回忆，上世纪 70 年代，她

做幼儿教师的时候，用这种老式幻

灯机给孩子们讲故事，很受欢迎。

“孩子们在大教室里排排坐，放下

窗帘，黑暗中屏幕亮起来，一幅幅

画面切换着，我一边放片子，一边

讲 故 事 。 孩 子 们 总 是 被 深 深 吸

引 ，嚷 嚷 着 要 求‘ 再 放 一 个 ’。 可

是 我 怕 持 续 时 间 太 长 ，把 机 器 烧

坏了，所以每周最多安排一次，每

次 播 放 时 间 也 不 能 太 长 。”她 说 ，

后 来 她 调 到 一 家 文 化 单 位 工 作 ，

用来播放艺术资料的还是这种老

式 幻 灯 机 ，单 位 依 靠 这 种 幻 灯 机

进行艺术培训。

那时候教学设备简单，幻灯机

协助授课比单纯口头讲述效果明

显 好 些 。“但 现 在 回 想 起 来 ，老 机

器 播 放 的 画 面 不 佳 ，播 放 时 要 手

工 操 作 加 口 头 讲 述 ，自 己 很 容 易

手 忙 脚 乱 ，培 训 效 果 也 不 是 特 别

好 。 有 时 候 说 得 口 干 舌 燥 ，忙 乱

中还会出错，画面切换不及时，把

解说弄岔还会惹得哄堂大笑。”马

丽 说 ，如 今 技 术 创 新 、市 场 发 达 ，

用 上 了 新 式 幻 灯 机 ，画 面 清 晰 而

美 观 ，自 动 连 续 播 放 、配 音 ，效 果

好 多 了 。 除 此 之 外 ，还 有 各 种 先

进的教学设备，有录像机、有线电

视 和 电 脑 等 可 供 选 择 ，幼 儿 园 文

化活动也好，单位文化培训也好，

易操作、效果佳。

如今，老式幻灯机退役了，渐

渐被人们遗忘。马丽摆弄着眼前

的 老 式 幻 灯 机 ，感 慨 留 着 这 老 物

件，能随时唤起它们凝聚着的、往

日 生 活 的 回 忆 ，播 放 过 去 的 老 故

事，见证时代的发展。

如何让传统非遗为更多年轻人

所关注和接受？如何利用互联网科

技把非遗的文化价值转变为市场价

值？如何让更多濒临失传的非遗焕

发活力？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抖音共同主办的广西非

遗传承人集体入驻抖音仪式暨抖音

宣传培训班在南宁举办，揭开了“行

走广西，探秘非遗”抖音宣传活动的

序幕。抖音工作人员向 202 名广西

非 遗 传 承 人 讲 解 了 受 众 影 响 力 、流

量 数 据 、运 营 能 力 和 市 场 价 值 变 现

能力。

在“ 传 承 非 遗 、人 人 有 责 ”的 今

天，非遗已经进入易消费和全民传播

时期。抖音短视频平台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4 月，全国 1372 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项目中，有 1214 项在抖音上有

相关内容的传播，覆盖率超过 88%，并

产 生 了 超 过 2400 万 条 视 频 和 超 过

1065亿次播放数据。

广西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

郁 的 民 族 风 情 ，具 有 丰富的非遗资

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信

息科技教育处处长朱峰说，此次开展

“行走广西，探秘非遗”抖音宣传活动，

旨在加强对非遗保护的支持和扶持，

助力非遗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目前，很多非遗技艺面临着传承

危机，抖音文化类内容运营经理陈海

峰表示：“作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应

当借助流量优势，面向更多非遗传承

人，让他们以低成本、易操作等方式

向更多年轻人传播技艺。”短视频为

非遗提供了便于传播的平台，并在一

定程度上给予了流量支持，能更有效

缓解传承危机。

短 视 频 平 台 的 能 量 到 底 有 多

大？抖音短视频 APP于 2016年 9月上

线，目前活跃用户超 3 亿。今年 4 月

16 日，抖音启动“非遗合伙人”专项计

划，帮助非遗传承人传播非遗技艺、

售卖相关产品。通过抖音短视频传

播，能推动在传承中面临困境的非遗

项目“活”起来。在培训班上，陈海峰

现 场 介 绍 了“ 非 遗 合 伙 人 ”专 项 计

划。该计划的合伙人之一，北京京剧

院花旦演员王梦婷入驻抖音之前演

出机会较少，后来，王梦婷在抖音 APP

上发布了自己练习京剧转眼基本功

的视频，受到了大量年轻用户关注。

数据显示，入驻抖音的这一年，前来

北京京剧院观看王梦婷演出的观众

增长了 20%左右，其中 85%是 28 周岁

以下的年轻人。

根据“非遗合伙人”专项计划，抖

音将为入驻平台的广西非遗传承人

提供支持：非遗传承人发布非遗相关

内容，将获得平台流量扶持；邀约非

遗传承人参与非遗主题抖音站内活

动；开通抖音小店，助力销售等。在

传播非遗技艺的同时，帮助传承人实

现从依靠国家补贴输血到依靠互联

网平台自我造血的良性转变。

壮族铜鼓铸造技艺的市级代表

性传承人韦永发也曾尝试过利用互

联网的力量推广壮族铜鼓。“我做过

百 度 推 广 ，开 过 淘 宝 网 店 ，但 成 本

高 ，效 果 不 理 想 。 抖 音 沉 淀 的 活 跃

用 户 为 非 遗 传 播 带 来 了 机 遇 ，通 过

平 台 ，全 国 各 地 很 多 人 关 注 到 了 我

们的铜鼓文化。”通过这次学习，让

韦永发得到很大启发：“我们在内容

呈现、视频录制、配乐选择等方面都

有待提高。”

“我之前看抖音，一直以为里面

传播的短视频是专业的广告团队拍

摄制作的，想不到我们自己就可以录

制和发布视频。”河池市非遗项目壮

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吴芳表示，培训

的内容让她大开眼界，她决定回去之

后注册抖音账号，向更多人展示壮族

服饰的美。与吴芳一样，在了解了抖

音短视频平台的各种功能后，参与培

训的非遗传承人纷纷询问入驻平台

的方式和步骤。

“广西非遗传承人入驻抖音的意

愿非常强烈。接下来，我们将收集传

承人的资料信息，统一为他们办理注

册手续。”朱峰说，广西计划从 9 月至

12 月分期举办广西非遗传承人抖音

培训班，为广西非遗传承人、工艺师、

匠人进行相关培训，并在抖音上发起

“行走广西，探秘非遗”互动话题。借

势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通过视

频记录的形式，将广西丰富的、独特

的非遗资源传播出去。

此前，国家级非遗项目平果嘹歌

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陆 顺 红 在

女儿的帮助下注册并开通了自己的

抖音账号。“开通抖音账号后，很多

人 关 注 我 ，能 把 我 们 的 嘹 歌 更 好 地

传播出去，让外界了解嘹歌文化。”

陆顺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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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珍藏的老式幻灯机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

为了让公众了解古籍，更好地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国家图书馆、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黑龙

江省图书馆承办，齐齐哈尔市图书

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大庆市

图书馆等 5 家图书馆单位参加联展

的“册府千华——黑龙江省藏国家

珍贵古籍特展”正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举办。

该展览共展出 400 余部黑龙江

省藏国家珍贵古籍，主要以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和《黑龙江省珍贵

古籍要览》的古籍为主，辅以特色文

献。主展区分古籍保护、珍贵典籍、

古籍修复 3 部分内容，其中珍贵典

籍部分的展品包括唐写本、宋刻本、

元刻本，还有明代内府刻本、藩府刻

本、司礼监刻本，明私刻自刻本、蓝

印本、套印本、活字本、稿抄本、钤印

本等古籍，以及对文化传承融合有

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字本等。同

时，配合展览还举办了珍贵古籍修

复、碑帖传拓、雕版印刷、线装书制

作、古诗词吟唱、古籍公开课、古琴

雅集等一系列活动，增强了观众的

文化获得感和参与感。

黑龙江省图书馆馆长高文华表

示，本次展览是黑龙江省展出文献

规 模 最 大 、范 围 最 广 、珍 本 最 丰 、

规 格 最 高 的 一 次 古 籍 展 览 ，希 望

通 过 该 展 览 ，能 够 让 民 众 从 优 秀

典 籍 中 汲 取 历 史 智 慧 ，筑 牢 文 化

自信的根基。

黑龙江省藏国家珍贵
古籍特展在哈尔滨市举办

10月 7日，由广东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温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各县（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松

台街道水心社区联合协办的“红日重阳 初心笃情”——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活动在温州市松台街道水

心社区樟组团公园举行。活动包含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展示及义

诊服务、艾灸体验、鼓词表演、登高“打卡”传非遗、品非遗美食九层

糕五大部分。

本次非遗体验活动旨在让市民感受重阳这一传统节日的魅力，

体验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增强保护和传承好这些珍贵精

神财富的意识。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王学思/文 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