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ST TIMES4 20252025年年33月月1111日日
责编责编：：张海燕张海燕 美编美编：：潘俊红潘俊红

（上接3版）
数字化不仅为古籍提供了永久保护的

可能，还能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化遗产。通
过数字化扫描，古籍里的文字仿佛“活起
来”，它们不再只是书库里的藏品，而是可
以走进千家万户的文化瑰宝。

米娜瓦尔说，希望通过数字化手段，
让更多人能够轻松接触到古籍的智慧与
魅力。

传承：人才培养的使命
古籍保护需要专业人才，但目前这一

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米娜瓦尔建议，各
高等院校应开设古籍专业课程，培养具备
古代语言文字水平、思想觉悟、理论素质和
扎实专业知识的古籍工作人才。同时，应
根据人才队伍现状，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
和培训，加大对在岗古籍专业技术人员的
再教育力度，提升其业务技能和专业水
平。“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古籍整理、搜索和
保护的需求。”

米娜瓦尔表示，古籍记录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发展进程，应保护好、传承好、发展
好这些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和创新手
段，古籍不仅能“活下来”，更能“活起来”，
成为新时代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郑喆轩
向泥石叩问远古文明答案

“这种黑色的就是典型的有机质遗
存。”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发掘现场，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
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一边细致观察
土样浮选情况，一边向来访者介绍。

2022年启动发掘至今，濛溪河遗址已
经发现石器3万多件，动物遗存18万多件，
还有 6万多颗植物种子、果实以及不少木
器、骨器。“这些植物种子只是从 600多份
土样中发现的。”春寒料峭，但郑喆轩内心
火热，“我们共采集了 2万多份、20多万升
土样，前路还长”。

入行 11 年来，在高原、河谷、丘陵间
“找石头”“挖泥巴”是郑喆轩的工作常态，
平均每年出差超过280天。“最初四川的旧
石器时代考古是‘一团迷雾’，遗址仅零星
十几处，大多数城市的历史叙事只能追溯
到汉代。”回忆来时路，郑喆轩颇觉感慨，如
今，四川 21个市(州)中的 15个都已听到旧
石器时代的文明回响。

37 岁的郑喆轩仍是一位“年轻”的考
古工作者，却已取得不俗成就：由他发现并
主持发掘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石破天
惊”，获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资阳濛溪河遗址获 2023 年度中国考古新
发现，今年 1月又入围 2024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初评名单。

“不过是人努力、天帮忙。”面对成就，
郑喆轩分外谦逊。他总说自己是一个幸运
的人——遇上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良师
益友倾情相助让他获益匪浅。

更令郑喆轩欣喜的是，蛇年新启，团队
又发现15个濛溪河遗址群新遗址点，目前
遗址点总数已达97个。他说，此前因没有
考古实证，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距今10万
年到5万年为“东亚人类文明静默期”。而
距今 8万年到 6万年的濛溪河遗址发现系
统植物利用、艺术萌芽行为等全球罕见的
早期人类复杂行为，从时间、空间等维度都
填补了这一空白。

今年是郑喆轩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
第三年。全国两会前夕，郑喆轩一直在
反复完善拟提建议，内容从“设立国家级
田野考古奖”到“加快明确省级考古机构
科研属性”，再到“加大对博物馆延长开
放的支持力度”“完善大遗址保护补偿机
制”……他将亲身经历和行业观察付诸
笔墨，希望能为文博事业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在“文博热”温度日增的当下，郑喆轩
也在思考如何让考古成果与公众更快实现

“双向奔赴”。他告诉笔者，随着公众文化
自信、文化自觉不断高涨，从考古发掘到文
物展示利用的漫长周期已无法满足他们对
文化精神食粮的实时追索。

带着上述思考，郑喆轩带领团队在濛
溪河遗址搭建了一座“微型博物馆”，尽可
能详细地还原一幅早期人类生存图景。

“发掘阶段的遗址同样能讲故事。”郑喆轩
认为，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不应等到“入
库进馆”才被激活。“应在考古工作全过程
探索文化阐释利用，让历史文化真正‘活
起来’。”

夏 华
数字化赋能民族手工艺

“20年前我带领设计师走进贵州深山，
被绣娘手中精美的绣品深深吸引，从此开始
扎根下来培训绣娘，打造工坊，对接订单。
经过20年发展，培训了25000名绣娘，建立
了1600座家庭工坊，探索出一条民族手工
艺数字化、时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产业创
新模式。”全国人大代表、依文集团董事长夏
华3月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贵州
代表团举行的开放团组会议上说。

贵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
民族特色，民族手工艺作为贵州的传统优
势产业，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智
慧，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如何让贵
州民族手工艺产品更好走向国际市场，在
贵州深山深耕20年的夏华有深入的思考。

民族手工艺产品需要数字技术赋能，
搭建民族手工艺数字化产业平台。夏华
说：“我们组建了中国绣娘数据库和民族美
学纹样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建成以后，我
们发现全球设计师都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
创新创作，一年可以创造出1.5万多个新的
民族文化产品，大大地激活了市场。”

中国绣娘数据库已收录 2.5万个绣娘
信息，可以标准化了解绣娘技法、工时费等
信息，已经有 400多个国际品牌和 1600多
个设计师在数据库里和绣娘合作。民族美
学纹样数据库，已经有8900多种民族美学
纹样。“这些图腾和纹样一个个收录后，经
过提炼二次设计变成现代美学符号，也成
了设计师最爱的纹样数据库。”夏华说。

“经过努力，2024年，我们架构起了手
工艺的数字化产业平台。”夏华介绍，现在
大家不仅可以在数据库里寻找纹样和绣
娘，还可以在数字化的交易平台购买数字
确权产品以后做二次设计，全球的设计师、
消费者都可参与。设计完成后再经过供应
链形成实物产品，面对消费者开放交易，实
现了数实融合的产业化平台。

除此之外，还要与科技融合引领民族
手工艺成为新消费热点。夏华说：“我们和
科技公司合作，建立了AI辅助设计平台，
让消费者能成为设计师。”消费者可以在线
下空间选取纹样后，发出指令，利用纹样设
计一条连衣裙、一条围巾或一双鞋。AI辅
助设计不到 1分钟就可以出现设计方案，
消费者选取这个方案后可以通过供应链做
个性化的定制。夏华说：“相信有了数字化
赋能，一定可以让贵州民族手工艺产品走
得更远、更好。”

杨钰尼
让哈尼文化“潮”起来

春回大地，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
红河州，数千层梯田蓄水备耕，似一块块形
态各异的明镜镶嵌在连绵高山之上，哈尼
族传统“蘑菇房”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

每年此时，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文
化景观吸引全球游客慕名而来，他们惊叹
壮美“云上梯田”的同时，也因哈尼族歌舞
流连忘返。笔者走近哈尼族歌者与舞者，
一位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全国政协
委员——杨钰尼。

今年28岁的杨钰尼，是红河州红河县
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校长。这位在梯田
边长大的哈尼族姑娘，从小就能歌善舞。

“在我小时候，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
跳乐作舞、唱哈尼民歌。但这些年，愿意学
习、会跳会唱的青年人却越来越少了。”杨钰
尼的话语中，满是对哈尼文化存续的忧虑。

哈尼梯田历经1300余年，不仅造就出
“大地雕塑”般的壮丽奇观，更孕育出灿烂
的哈尼文化。

出于对哈尼文化的深厚情感，2015年，
还在读大学的杨钰尼创办了文化艺术传承
中心，全身心投入乐作舞、四季生产调、多
声部民歌等哈尼文化的传承教学当中。

过去十年，杨钰尼凭借努力和坚持，培
养出3000多名学员。她还组建起一支近20
人的歌舞教师团队，引领梯田边的孩子们凭
借艺术才华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给古老的哈尼文化注入新活力，杨钰
尼大胆尝试。她将传统文化与流行元素相
结合，组建云南民族街舞团，并与云南民族
大学等高校合作创编舞蹈《非遗也“潮”》，
在第五届澜湄视听周展演，获泰国、柬埔寨
等国观众好评。

2024 年，杨钰尼赴美国开展文化交

流，“国际社会对哈尼文化非常感兴趣，他
们惊叹于哈尼梯田的壮美，对哈尼族歌舞、
传统手工艺等也充满好奇。”但她发现，跨
文化交流仍需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需要
探索更国际化、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近年来，数字化浪潮迅猛发展，杨钰尼
前往北京，与互联网科技公司探讨“科技+
文化”的创新融合路径；奔赴上海，学习如
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技艺传承，“短视
频平台和 AR、VR 技术，为我们提供新契
机，能够让年轻人更直观、更生动地感知哈
尼文化魅力。”

汪万福
敦煌常在，年轻人常守

千年敦煌下一个千年，需年轻守护者
不断接棒前行。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
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3月6日表示，
要为敦煌呵护、引导、培养更多年轻人才。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被誉为“东方艺
术宝库”，交汇融合了世界四大文明印记；
繁荣一时又走向衰落，直至中国官方实施
管理，从拨付“巨款”清沙抢救到运用技术
科学保护，历经 80 载精心养护而重现生
机。在守护敦煌的这条路上，一直有年轻
人的身影。

在敦煌“年轻人”当中，被誉为“敦煌艺
术导师”的段文杰扎根戈壁，留下380余幅
临摹壁画与多部敦煌题材著作；“敦煌女
儿”樊锦诗为守护敦煌奉献一生；文物修复
专家李云鹤，坚守 70余载开创“挂壁画修
复”等多项工艺……从青丝到华发，他们将
莫高精神传承了下来。

年近60岁的汪万福，到敦煌时也是年
轻小伙。“刚毕业不久就过来，给专家们打
下手。他们做，我们跟着学。”汪万福回忆
道，在老一辈守护者言传身教下，他成长起
来并坚定留在敦煌，历经扫沙子、修复壁
画，更见证数字技术为文物重焕青春。

作为全球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多
年来敦煌研究院在文保技术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石窟寺监测预警系统可实时采集莫
高窟微环境、文物本体、崖体等数据；完成
数百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和壁画数字复原；
攻克古代壁画酥碱脱盐、空鼓灌浆等修复
难题；借助AI技术解码壁画，供游客沉浸
式体验。

上述科技难题被攻克的背后，是许多
年轻人不舍昼夜的钻研和努力。在敦煌研
究院工作近 10年的“90后”陈章是其中一
位，他的日常工作是和文物虫害、鸟害、微
生物病害打交道。还有“00 后”考古女孩
钟芳蓉，被守护者们的精神打动，从家乡来
到敦煌。多位“90后”和“00后”，现在是敦
煌研究院重点培养的人才。

汪万福认为，为敦煌留人，要先“留
心”，讲事业、待遇、感情，方式很多。他说，
除了敦煌文化爱好者主动走近敦煌，还要
主动向大众输送相关知识，他常随身携带
敦煌鼠标垫、领带、茶杯、盲盒等文创产品，
主动讲述敦煌。

汪万福坦言，敦煌文物依旧面临强降
雨、强沙尘暴、地震、游客量激增等不确定
因素，要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
举，做好日常养护，“未来目标是建立相对
稳定的文物赋存环境，让敦煌延年益寿”。

提及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开发，汪万福
介绍，目前实行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
字展示、实体洞窟体验等多种方式，拉长旅
游参观线，“旺季不是太旺，淡季也不是太
淡，平衡了两者关系”。

今年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汪万福带来
两个相关建议。他说，敦煌文保技术从跟
学、并肩到领跑，一方面，要继续携手海内
外构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新格局，加强文
保理念、技术、人才流通。另一方面，建议
文化、教育、科技多部门联动，加强专业人
员“大练兵”，吸引青年力量共同参与。

李瑞芳
阿瓦儿童唱新歌

“通过佤族童声合唱团，国门小学的孩
子们到北京、深圳、香港等地演出，在交流
中收获肯定，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全国
人大代表、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
国门小学副校长李瑞芳说。

李瑞芳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音乐教
育，至今已有20年。

“传说佤族人是从葫芦里诞生的，会走
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李瑞芳笑着

说，“佤族没有文字，唱歌跳舞就是传承民族
文化的重要方式。”因此，她想用音乐让孩子
们爱上民族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沧源县是云南省 15 个农村艺术教育
实验县之一，距离中缅边境仅14公里的沧
源县国门小学一直有“佤山娃娃合唱团”和
校合唱节的传统。2016年，李瑞芳调任该
校，挑起发展合唱团的重担。

李瑞芳直言，佤族原生态民歌调子高
亢、声部单一，能改为合唱的曲目不多，难
度也很大。机缘巧合下，李瑞芳与深圳市
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建立联系，在原有合
唱团基础上成立“飞越彩虹(云南)佤族童
声合唱团”，通过学习培训，她成为合唱团
总指挥。

经过不断探索尝试，李瑞芳编排的合
唱《薅秧歌》(佤族民歌)获县级一等奖，原
创歌曲《醉美阿佤山》《情归司岗里》《我在
沧源等你来》分别获国际佤族音乐节歌唱
比赛一等奖、创作奖和优秀奖。

2023 年 4月，佤族童声合唱团赴深圳
参加多民族童声合唱音乐会，一曲《佤族团
结歌》热情奔放，吸引众多关注。一个月
后，又受邀到香港参加合唱交流活动。“许
多香港小朋友被佤族民歌吸引，成为孩子
们的‘粉丝’，还送礼物、加微信。”李瑞芳骄
傲地说。2023年 8月，合唱团再次受邀前
往北京，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合唱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
们的艺术审美能力。”李瑞芳说，学校还开
设了剪纸、篆刻、泥塑、彝绣等课后服务课
程，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2023 年，李瑞芳有了新身份：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年来，她积极
为基层教师和民族文化发声。2024年，李
瑞芳呼吁关注教师心理健康，相关建议冲
上热搜；她还建议大力发展佤医药，保护和
发展佤文化。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李瑞芳建议教
育部门为基层边疆学校开通AI教育绿色
通道，同时，加强边疆地区学校与周边国
家、内地学校交流合作，进行资源共享与互
补，打开学生视野，增强孩子们的民族自
信、文化自信。

何买拉苏
古老北疆之声震颤数字时代

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哪吒 2》中，“天元
鼎”出场时的呼麦配乐将压抑感演绎到极
致：低沉吟唱如远古巨兽的嘶吼般压迫而
来，瞬间将人们带入神秘而危险的神话世
界。这种神奇的喉音艺术就是内蒙古传统
文化蒙古族呼麦。

2009年，呼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后的
十几年内，呼麦从一开始仅限于文艺团体
部分演员当中的“小众”艺术，不断向社会
大众拓展，在电影的配音、演唱会表演，甚
至在短视频平台上，都有很多来自天南海
北的网友学习呼麦唱法，使这门古老的艺
术褪去神秘面纱。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扎赉特旗乌兰牧骑副队长何买拉苏说，《哪
吒 2》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内蒙古优秀传统
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对内蒙古传统文化产
生了兴趣。

呼麦，又称“浩林潮尔”，是一种“一嗓
双音”的艺术：歌手纯粹用自己的发声器
官，在同一时间里唱出两个及以上声部，又
可以分为“泛音呼麦”“震音呼麦”“复合呼
麦”等。

“长啸作为来自茫茫草原的声乐艺术，
在魏晋时期被中原音乐家推向高峰，后经
蒙古族传承与发展成为呼麦，如今通过热
门电影被现代观众接受与欣赏，生动展现
着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蒙
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杨玉成说。

呼麦，这一源自草原的千年喉音艺
术，正以惊人的生命力在数字时代的土壤
中壮大。在内蒙古，年轻人将呼麦与摇滚
乐相结合，贝斯、吉他、架子鼓与呼麦、长
调、马头琴等完美相融，创新呼麦艺术传
承道路。《哪吒2》天元鼎的爆红，又把呼麦
带向全世界，呼麦、马头琴、长调等北疆文
化瑰宝，经过创新跨界融合，不断焕发新
的生机。

“呼麦是自由且厚重的，摇滚则充满了
力量与激情。”安达组合成员乌尼说，现代与
传统的结合既为前者增添了丰富底蕴，也为
后者注入了新鲜血液，不管是民谣、爵士，还
是其他形式的音乐，都能够为呼麦带来更广

阔的传承空间，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我
们在巡演舞台上表演呼麦时，台下的观众都
闭上眼睛，很陶醉地享受，仿佛在拥抱草
原。他们的反应让我很有成就感。”

“近年来，呼麦艺术得到了很好的发
展。国家政策的支持，艺人的创新传承为
古老艺术赋予新的时代面貌，并以崭新的
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我们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豪的表现。”何买拉苏说，建议开
发“活化传承”场景，比如创立数字文旅项
目，让游客穿戴触感服装体验数字化那达
慕大会，开发呼麦疗愈App等，构建更加现
代的消费场景。

陈智林
去粗取精让年轻人爱上川剧

2025年伊始，川剧又一次走进大众视
野。春晚小品《借伞》中，川剧演员凭借“蛇
缠腰”等经典动作展现了川剧的独特韵味，
掀起了大众对川剧等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的关注热潮。

过去，四川省川剧院一年想演满 100
场要绞尽脑汁，但去年演出市场需求旺盛，
巡演和驻场演出实际演了1031场，剧目累
计曝光量超过 10 亿人次，“种草”人数达
1000万，其中 60%的观众都是年轻人，“这
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全国政协委员、四
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感慨。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文化。陈智林说，
目前，四川省川剧院加快探寻去粗取精的
新路径，“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得更远，还需
要将传统和创新有机融合起来。”

近年来，川剧院积极打造青春版《芙蓉
花仙》、新创小戏《火塘》、大幕戏《龙兴鼓
声》，大胆起用“90后”“00后”演员担任主
角，让川剧剧目常演常新、常有活力。

年轻化的表达，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过去几年，川剧团在海外巡演了1000余场，
每一场都十分受当地观众喜爱，连日常的驻
场演出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观众前来。

“川剧热”“文博热”等现象启示传统文
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文化产业界人士需
要对其进行成体系的研究，挖掘其中符合
现代价值观的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下去，需要让更
多的孩子走近与了解。可以通过各种优惠
政策，让他们多接触传统文化，“比如对购
买图书、演出门票、非遗产品等给予补贴，
以及推出景区门票免费，酒店住宿折扣等
优惠政策，降低年轻人的文化消费门槛，提
高他们的文化消费积极性。”杨朝明说。

郭金萍
描绘新时代“祁连山水图”

卷轴长达4米，徐徐铺开，青海湖仙女
湾湿地波光粼粼，祁连山巍峨延绵，八一冰
川气势磅礴，山下绿草茵茵、河水淙淙、花
海烂漫，各般景致都在画中。

这幅彩墨山水图出自全国人大代表、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二
寄宿制初级中学的美术老师郭金萍之手。

“它呈现的是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
畔，我的家乡海北州的自然风光，也体现了
我们多年来齐心协力爱护生态的成果。”郭
金萍说。

祁连山位于中国甘肃和青海两省交
界，是中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河西走
廊内陆河发源地，黄河、青海湖重要水源涵
养补给区。2017年起，祁连山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开展，总面积 5.02 万平方公里，甘
肃、青海片区分别占比 68.5%、31.5%。青
海片区涉及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天峻
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

自2023年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以
来，郭金萍持续关注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
工作，提出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
挖掘生态旅游产品、打造国家公园入口社
区等建议。“当前是祁连山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前的关键阶段。”她表示，建议在生态修
复、能力提升、科研监测、自然教育等方面
持续加大投入，以巩固提升前期创建成果。

2025全国两会期间，郭金萍精心准备
多件影像作品，大部分收集于她在祁连山
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走访调研期间，也有些
来自社交平台上的偶然发现。

“平时社交平台上最常见的就是拍
摄自然风光的作品，线上联系到不少‘身
边人’。”郭金萍笑着说：“大家都在用这种
易于广泛传播的方式记录、推介、留存家
乡之美。”

让西部文明永远绽放时代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