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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初，“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

作为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春节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
淀深厚的春节习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醒目符号。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
发展，一些传统的春节习俗逐渐式微，甚至
已然消失不见。令人欣慰的是，当下快速
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为这些濒危的春节习俗
提供了存续的可能。一方面，借助数字化
手段，如高清影像记录、三维建模、大数据
存储等，它们能够被全方位、高精度地完整
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通过创设沉浸式数字
化场景，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技术，那些记忆中的春节画面得以生
动重现，唤醒人们心底的文化共鸣。

不只是春节习俗，其他各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样面临时代挑战，数字化技术成
为保护与开发它们的有力武器，融合出版
更是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与数
字化技术相辅相成，不仅能强化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还能拓宽传播渠
道，提升传播效果。下面就以“中华技艺
书系”为例，来说明融合出版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及传播推广的助
推作用。

作为融合出版物的“中华技
艺书系”

“中华技艺书系”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策
划推出的一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
丛书，从2020年第一本《定瓷》面世起，目
前已经出版了6种。除《定瓷》外，还包括

《剪纸》《芦苇画》《年画》《内画》和《缂丝》。
什么是中华技艺呢？丛书主编给它下

了一个严格的定义：“中华技艺是在中国特
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手工技
艺，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它
不仅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炎黄子孙维系情感的精神纽带。”
根据这一定义，中华技艺包含的范围很广
泛，凡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中华民族的手工
技艺都应纳入其中，甚至包括失传的。为
了便于操作，丛书主编又设定了“中华技艺
书系”的收录范围：以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
为收录对象，所收录的手工艺品必须是活

态的，并且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
响。本着这个原则，首先筛选出上述6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丛书的描述对象。

融合出版更要坚持内容为王，尤其是
文字内容的创作，这不仅是图书出版的基
础，也是融合出版的基础。在写作视角的
定位上，丛书主编和出版社编辑达成共识：
打破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图书注重历史
源流和制作工艺的出版传统，从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品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入手，拓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家居装饰功能和
公共空间的装饰功能。通俗地讲，就是丛
书不太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是怎么做
出来的，而是关心这些作品怎样装点人们
的日常生活，怎样为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服务。

融合出版，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将最
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出版领域，以满足
人们多元化的阅读需求。从外延上看，融
合出版要实现文字、声音与影像的内在结
合，既能满足读者在阅读纸质出版物时欣
赏图片、影像的渴求，又能满足人们在各种
平台“听书”或“看戏”的需求。

为了满足人们“听书”或“看戏”的需
求，“中华技艺书系”各分册都加入了音频、
视频内容，读者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就能听
到有趣的故事、看到鲜活的影像。具体地
说，每个分册都要有15个音频（单个音频
长度不超过5分钟）和10段视频（每段视频
长度不超过3分钟）。音频和视频内容都
与文字内容相匹配，或是对文字内容的补
充与深化，或是对文字内容的直观展示，以
加深对文字内容的理解。

融合出版可以促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尽管政府职能部门已经出台了有关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政策措施，并
且在实际操作方面也已取得不小的成绩。
但是，从整体上看，国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短板。以

“中华技艺书系”收录的6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来说，定瓷、内画拥有自己的数字化平
台，却以介绍和销售产品为目标，而不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为鹄的。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中华技艺书
系”做了相应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用大量的图片记录下每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作品，并在书中对应的

文字部分予以展示。因为“中华技艺书系”
的每一种图书都是按照该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内在属性进行分类的，所以这些图片
也就反映出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时性
特征和共时性特点。如果仅仅是用图片的
形式记录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作
品，那还谈不上数字化保护。其中的关键
是“中华技艺书系”配套了一个近乎专属的
数字平台——“滹沱河畔”网站，这些图片
根据其归属在网站上得到分门别类的展
示，从而具有了数字化存储的属性。

二是用视频形式记录下代表性传承人
的工艺制作过程，读者既可以扫描书中的
二维码进行观看，也可以通过多种数字平
台欣赏。比如，《定瓷》一书的文字中没有
涉及定瓷制作工艺流程，但通过第17页的
二维码呈现了出来。再如，《剪纸》一书中
加入了一个短视频，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蔚县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
的剪纸蝴蝶演示，短短1分45秒的视频，将
剪纸过程演示得淋漓尽致，最后以3种不
同颜色的剪纸蝴蝶结尾，令人大开眼界。
这些二维码的设置丰富了图书的内容，能
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增强读者的阅读
快感。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精湛手艺的
真实记录，亦为数字化保护的一种形式。

融合出版的场景化设置可
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
化开发与传播

对于融合出版，业界已经讨论了很多，
既有总结性的理论指导和务实层面的经验
概括，也有原则性的论述。有研究者认为：

“出版社应当加大多媒体资源策划力度，立
足传统图书内容，按照音频和视频内容的
创作规律和不同应用场景来进行艺术再创
造，开发有声读物、视频课程等富媒体产
品。”融合出版应当是开发的音频和视频内
容与文字内容相配合，达到深入解读和直
观演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将整本图书
变成有声读物或视频课程。但他提到的根
据“不同应用场景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则
属于数字化开发的范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开发，并非
否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特点，而是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为基础进行再创
造。这种再创造离不开传承人的努力，我

们要做的只是对他们的创造成果进行数字
化转换和传播。例如，古老的缂丝工艺纳
入家居装饰品系列，“催生”出了两款新产
品——桌面灯与音乐盒，统称为“星球系
列”。桌面灯的内核是常见的台灯，外观
结合缂丝元素做得更加前卫、新潮，颜值
很高，置于书桌或梳妆台上“现代范儿”十
足。桌面灯选用实木和硬玻璃做材质，造
型简约，小巧玲珑，灯罩里衬以缂丝织
片。接通电源后，蓝黄交织的画面映射出
柔和的灯光，为宁静的一隅增添温柔的暖
和色调，自然静谧。音乐盒的外观与桌面
灯类似，但内衬缂织的图案是祥云和仙
鹤，系选取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图案。将
这两个元素做一个二次拼组设计，那如诗
如画的中国山水画卷通过精湛的缂丝工
艺完美地呈现出来，质朴中带着悠久的历
史韵味。

《缂丝》一书中添加了一个名为“星球系
列”的视频作品，就是在不同场景展示桌面
灯与音乐盒的装饰效果，既展示出它们的照
明或音乐效果，又达到与室内家具的组合效
果，起到美化、装点环境的作用。视频中多
次给灯罩里的缂丝织片特写镜头，放大了
缂丝作品的美感。桌面灯与音乐盒的图片
无论怎么拍摄，都不足以展现其立体感和
质感，配上这么一个视频就能完美地展示
出它们的“身材”。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字化开发的一个成功例子，像这样的视频
在“中华技艺书系”中还有很多。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在
于做好传播推广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化开发的目的便是助力传播推广，使其更加
广为人知和深入人心。“中华技艺书系”附
加的视频内容，已经被投放到抖音、快手等
自媒体平台，同时，作为常态化传播的手段
在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网站上播放。其中
的一些视频被河北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
播放，收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
重要标志，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技艺与独特的民族精神。在推进融合
出版的同时，“中华技艺书系”巧用数字化
手段，打破时空束缚，让千里之外的爱好者
足不出户便能领略非遗风采，并为传承人
提供了全新的记录、保存与传承技艺的平
台，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与传播工作提供了可行借鉴，助力非遗在
新时代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社）

融合出版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张子扬 彭秀良 高红超面对智能化的水军，必须有数智化的治

理方法。
一者，强化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其关

键在于增强识别与监控能力。网络水军往往
拥有隐身的能力。它们使用虚拟身份，惯用
动态IP地址切换，模仿正常用户行为，就
是为了隐藏真实意图与来源，阻碍监管力量
的侦测和追踪。只有不断优化技术工具，精
准识别水军的行为，才能全面提升监管能
力。二者，强化多元共治、协同协作。其关
键在于明确平台边界。面对规模化、产业化
的水军，平台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有力推
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譬如，加强实名验证
和用户行为分析，强化内容审核机制，实时
标注和识别可疑账户，及时移除违规内容，
完善网民监督体系。此外，亟须强化联合监
管机制，如建立监管数据库，实现多部门信
息共享与业务协同。

当然，数智化治理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
机制。只有充分整合法治资源，改变涉及网
络水军法律法规相对零散的状况，方能让数
智化更好赋能精准治理，有效压缩网络水军
的生存空间。

（1月9日 《广州日报》 杨博）

治理网络水军须用“智”

询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何不同AI软件
给出不同答案，有的为何公然说谎？有AI
软件客服表示，目前这类软件存在较多局限
性，生成内容可能不准确，正在持续优化相
关模型体验。笔者以为，这应该与某些AI
软件大模型在采集数据时“胡子眉毛一把
抓”、没有侧重权威渠道有关。

而且某些 AI 软件生成的内容除不实
外，还存在语句不通、错别字较多等常识性
弊病，反映出这些AI软件目前尚不成熟。
对此，我们既要以包容心态来看待，鼓励其
不断发展、走向成熟，同时也有必要提醒相
关平台以负责任态度完善技术手段，尽可能
减少或避免“AI公然说谎”等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防范“AI公然说谎”等问
题，需要平台在对AI软件生成的内容进行显
著标识外，同时提醒用户通过权威渠道去核
实信息。应根据不同情况完善AI大模型，并
明确其数据采集源头，比如涉及公共服务的
数据就应依托权威渠道采集、使用。

（1月6日 华声在线 冯海宁）

防范“AI公然说谎”
亟待平台尽更多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