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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在推行非遗数字化过程中，遇到的
最突出的问题是传承人普遍年龄偏高，不能
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其技艺，数字档案的价值
就会打折，影响非遗的传承与知识的传播。
无锡拍摄的10项非遗中，锡帮菜制作技艺的
采录得到了多位锡帮菜传承人的支持，特别
是成功采录到了锡帮菜鼻祖高浩兴的口述，
全方位记录下锡帮菜的前世今生以及锡帮菜
制作的操作规范，堪称活态“教科书”。今年7
月，83岁的高浩兴因病去世，这份数字档案更
显珍贵，对于锡帮菜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因此，非遗数字化不能流于表面，一方
面是在跟时间和生命赛跑，一方面也要让其
真正服务当下，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非遗数字化的成果兼具档案性和教学
性两大功能。”李卓一解读，它既非纪录片，也
非文艺片，突出了科教功能。无锡留青竹刻
省级非遗传承人乔瑜表示，非遗数字化不仅
拍摄非遗传承人的生平，非遗工艺的每一个
步骤、细节都要拍到。这样的成果就可以运
用到非遗进校园当中，因为传承人有限、精力
也有限，学生们通过观看视频能够详细了解
非遗的历史和操作步骤，十分利于传统技艺
的传播。在江大纺织服装学院教授张毅看
来，非遗数字化本身是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对传统工艺进行采录，也是当
代工艺发展的载体，有利于对传统工艺进行
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使其丰富当代社会
生活。

据了解，无锡非遗数字化的标准是优先
记录国家级、省级传承人，根据项目的濒危
性，也记录一些年纪较大的（优先记录70周
岁以上）市级非遗传承人。数字化技术的发
展，正在改变非遗的存在状态，让非遗可以方
便地走进公众视野。然而，数字化技术进入
非遗保护领域，除了存储与展示的外在手段
外，利用互联网、三维、AR和VR等数字化新
技术还可以开发出非遗的多种传播应用模
式，甚至能够内化为非遗自身的力量，成为非
遗传承的必要手段。因此，有学者提出，数字
化技术只有真正内化成非遗自身的存在和发
展方式，才能真正发挥非遗数字化的作用。
对于非遗数字化，我们要学习、理解和运用的
还有很多。

（张月/文 无锡市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5年采录10项，无锡非遗数字化工作全国领先

留存非遗之美，也要用得充分

非遗数字化的概念不算新，随着数
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各领域都在经历
着因数字化而带来的变革，古老的非遗
也不例外。相比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
护，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
护起步较晚。“无锡是较早开展非遗数字
化记录工程的，2014年就启动了，全国领
先。”无锡市文化馆副馆长李卓一从事非
遗保护十余年，她深知非遗数字化这项
系统工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当年，根
据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旅游局前身）的统
一部署，实施了惠山泥人、无锡精微绣、
无锡留青竹刻三项国家级非遗的数字化
保护“记忆工程”，并于次年举行了碟片
首发。

2014年至今，无锡组织实施了惠山
泥人、无锡精微绣、无锡留青竹刻、无锡
道教音乐、吴歌、无锡评曲、玉祁双套酒
酿造技艺、无锡纸马、玉祁龙舞、锡帮菜
制作技艺共10项非遗的数字化记录，完
成了高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喻湘涟、高
龄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木东、柳成荫的抢
救性数字化记录。“明年，我们将继续开
展包括曲艺类等5位高龄非遗传承人的
采录。”李卓一表示，因为非遗拍摄的特
殊性和复杂性，5年来，拍摄进度保持在
每年一到两个非遗项目，随着政府保护
和发展非遗的理念越发成熟，对非遗保
护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从明年起，拍摄
进度将加快。

2016年，无锡市财政专门设立了非
遗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无锡市
区范围内国家、省、市级非遗的保护和传
承。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无锡市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采
购清单中，经常能看到“市级以上非遗项
目、非遗传承人数字化记录”的购买需
求，每年都有企业成功申报。不但如此，
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提到，无锡已
连续多年对非遗工作室交流活动、锡剧
进村进社区演出、非遗展示等非遗传播
活动进行了政府购买。在政府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这一创新举措中，无锡又率先
尝试了购买非遗数字化等项目，积累了
宝贵的“无锡经验”。

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非遗数字化本身是件难
事，拍摄成本高、要求高、难度高。无锡现拥有国家
级非遗项目11项、省级非遗项目51项、市级非遗
项目133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0位、省级非遗传
承人23位、市级非遗传承人261位（均不含去世
的）。由于衰老、疾病、不可抗力等因素，传承人的
身体状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时间不够用，突发状况很多，有些已经做好拍
摄计划，结果人突然走了，缺失了重要记录。”吴佳
莉是无锡一家文化公司的职员，她从2014年起就
参与拍摄无锡非遗项目。小吴透露，今年，他们在
拍摄一位非遗传承人时，拍到一半，传承人突发脑
中风，记忆受到影响。

据了解，无锡拍摄非遗项目严格按照国家出
台的非遗记录工作规范和操作指南实施。在拍摄
过程中，由省文旅厅牵头，省非遗保护中心还要组
织全国和省里的行业专家前来指导和验收，分期、
分段进行审核、梳理，及时修改和调整。采集记录
的内容主要涉及传承人口述、项目实践、传承教学
等，以形成文献片、综述片等。“因为有口述部分，

非遗的拍摄不同于其他影视拍摄，比较严谨，所有
记录必须有证可寻。”吴佳莉感触很深，一些年迈
的传承人，对于年份以及人和事的表述会有偏差，
有的传承人不会表达，采录很困难，因此，对于这
部分的口述佐证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同辈人大都
已去世。

从前期跟传承人沟通、制定拍摄计划、拟定拍
摄脚本到拍摄，整个过程很长。2015年3月23日，
无锡道教音乐传承人伍虎勇在朋友圈发了条信息，
记录下国家级非遗项目无锡道教音乐数字化采录
的片段。道教音乐的拍摄历时近8个月，从春天拍
到秋天。

怎么拍那么久？“拍了口述，有些还要排练，东
西很多，腔口、锣鼓……”伍虎勇说。据介绍，非遗
项目的拍摄很复杂，有些项目主要拍传承人还好，
像道教音乐等集体项目，拍摄难度要大很多。两年
前的此时，在玉祁礼舍，玉祁龙舞的拍摄就动用了
2架无人机，5台摄像机，要展现村民们从扎龙到舞
龙的过程十分不易，光是组织起百来号人舞龙就要
众人的配合。

上个月，无锡碑刻传承人黄稚圭因故去世。非遗
传承人的老去和离开，带走的不仅仅是一段温暖的记
忆。5年前，无锡启动非遗数字化保护“记忆工程”。至
今，无锡已陆续为10项非遗建立数字档案。然而，非
遗数字化不只是在跟时间和生命赛跑，在留住城市记
忆的基础上，这份生动的档案终究要服务当下，让非遗
更好地传承，让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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