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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

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大运河被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年，在开凿的过程中产生和孕育了丰富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在大运河文化遗

融媒体发展背景下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邵焕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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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以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阐释如何将融媒体运用到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从融媒体

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的特点、利用融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

剖析目前运用融媒体传播保护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利用融媒体传承保护大运河流域非物质文化的基本准

则，提出把融媒体运用到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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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

记对非遗有着深厚的情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时刻牵挂着。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

人的光彩。在保护和传承大运河非文化遗产中，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

历史文化资源。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大运河文

化的精华，蕴含着巨大的教育价值，见证着大运河沿线

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以及文化理

念的变迁，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大运河历史文脉传承和传统文

化创新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融媒体的内涵

“融媒体”是指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

报纸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传统媒体进行全面

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

融”的新型媒体形态。“融媒体”是媒体的一种新型形

态，是一种媒体传播理念。这种传播理念以发展为前提，

以扬优为手段，把传统媒体整合创新，使媒体的优势发

挥到极致，呈现多媒体共同竞争的态势，达到为“我”

所用，为“我”服务的目的。由此可见，“融媒体”不是

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实体媒体，而是一种对各种媒体的创

新整合，是一种新的媒体传递载体，是全面提升媒体运

行力的一种运作模式。目前，融媒体技术传播的影响力

迅速、影响面广大，但是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覆盖

面上，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和保护中，

融媒体发挥的功能较弱。

二、融媒体运用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的特点

（一）信息呈现多维度

大运河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运河留下的优秀

的历史文化烙印，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源泉，是

一代又一代的运河人积累的文化宝库，保护和传承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随着融媒

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统自然而然需要融媒体技术的支持。首先，通过融媒体

技术，可以创新性的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链的组

合形式。比如可以采用 3D 技术，展示出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信息链接的立体化，这种立体化出呈现可以提升

感染力，消除审美疲劳，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3D 实景，从而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和传播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媒体技术只需要把数据存储在云端数据

库，随时随地，动动手指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从数据库

中获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信息，大大提高了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速度。

（二）传播形式智能化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也快速提升，

信息量和知识量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人工智能技术也

在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优势介入到融媒体中，在融媒

体用户分析和内容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智

能工具将用户喜欢的、具有时代特点的信息进行推荐，

同时使用智能语音这个媒介工具，使人工智能在融媒体

中成为最受欢迎的新工具。因此，在传承和保护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使用人工语音等人工智能的工

具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进行采集记录。这样的

方式增强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者与群众之间的

沟通，实现群众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时时交

互，让群众可以即时性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

变化做出反映，促使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覆盖

面更具有广泛性。

三、利用融媒体传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

融媒体使一种新型的媒体传播形态，具有个性化优

势。在传播、传承和保护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融

媒体可以根据群众的喜好，向群众推荐相应的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板块。群众在获取相应感兴趣去的

板块时，彼此之间还可以进行交流互动。这种个性化传

播他点成为了吸引群众的有力优势，在系统的分析的基

础上，向群众精准推送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迎

合群众的喜好，增强和群众的黏性。群众可以在微视频、

抖音等融媒体平台上即时关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可以对关注的内容进行互动，交流心得体会，这种利

用融媒体传播、传承和保护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

式是一种新的生命力态势。

（一）融媒体的传播具有速效快的优势

融媒体可以将信息高速、高效的进行传播。单位和

个人都可以把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即时进行呈

现，比如通过抖音、视频号、网络直播间等方式，尤其

是通过网络直播间的网红直播达人，比如明星，流量达

人等，通过自己在游览大运河的过程，时时进行直播，

通过直播间把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直观的分享给粉丝

群众，大大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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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媒体的传播具有交流互动的优势

融媒体的传播不是传统的单向传播。在传播过程中，

为了能让用户拥有更完美的体验，融媒体主张用户之间

开展互动交流。从而推动传播理念的转变，实现交流互

动形式的多样。用户在传播、传承和保护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时，对接收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内容可以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分享自己的心得和感受会，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者和宣传者在看到用户的

信息时进行及时沟通和互动，了解用户的内心想法和需

求，进而可以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上

做的更好。

（三）融媒体传播还具有载体性的优势

在融媒体快递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移动互联网技术

也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媒体的信息内容逐渐呈现多元化，

信息度呈现海量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

变迁，内容越来越丰富，信息也越来越密集化。面对海

量的信息，急需要强大的存储能力，融媒体技术中的云

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储存工具，可以让大量的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拥有可靠的保存空间，实现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递的载体具有固定性，只要网络信号正

常，用户随时都可以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

高速接收，以及即时更新。

四、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现状

宿迁以运河文化为底蕴，以龙王庙行宫为主阵地，

正在打造皂河古镇，源于清代中叶“拉魂腔”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琴戏，在古装戏基础上增加了时装戏，

在传统演绎中添了新元素，传承了 300 多年皂河龙王庙

会，已发展为文化展示、商品贸易于一体的大型活动，

成为宿迁大运河文化带上的一张名片”，运河遗产正在焕

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对大运河

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的人、关注的人覆盖

面较少，直接的因素就是传播方式和力度不够。大运河

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传统媒体传播为主，

传播的主体主要依靠政府或民间组织，大运河文化带宿

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体传播实践应用方面，主要运

用电视、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等，没有充分发

挥融媒体的作用。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

中，可以借鉴浙江利用融媒体的形式，通过拍摄微电影，

把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到观众喜欢的电影方

式中，让观众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故事。

五、运用融媒体传承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原则

由于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源

自于民间，比如沭阳县钱集老鹅、宿城区的颜士昌烙画、

泗阳县的云渡桃雕、洪泽湖渔鼓舞等非遗项目。这些非

遗文化大部分时间内和它们的传承人一样默默无闻，因

此，导致这些非遗传承人只注重学习技艺，很少去了解

技艺背后的文化底蕴、技艺背后的初衷。运用融媒体传

播、传承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坚

持以下三项原则。

（一）坚持系统性原则

在运用融媒体传播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

遗产历史发展过程时，首先内容上要全面系统，包括非

遗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非遗文化覆盖的地区、非遗文

化的演变过程、非遗文化目前存在的问题等，阐述清楚

非遗文化的根源。比如，传播介绍洪泽湖渔鼓舞，需要

着重说明洪泽湖渔鼓舞特点，并展示相关优秀作品。一

般有名的非遗文化都是经利过历史的洗礼，经过岁月的

沉淀，都各具特色，因此，正确领导非遗文化的价值非

常必要。其次，对于非遗传承人，要予以认可和尊重，

让他们能感受到传承非遗文化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才能

让非遗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延续下去。

（二）坚持文化空间原则

在运用融媒体传播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

遗产历史发展过程时，要搞清楚非遗文化所在的文化空

间，即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非遗文化只有依附在当下

的文化空间中，才能使它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为了

更好的呈现文化空间，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时可以采用

融媒体虚拟现实的技术，设计虚拟的表演者来表演剧中

的角色，打造三维的虚拟场景，把环境、道具、乐器、

剧中的各种技艺融入进去，再加上有声的解说，可以让

观众一目了然的了解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坚持开放性原则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受政府的管控，政府会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导致非遗文化具有很强的变化

性，很多非遗浏览点很多时候都处在关闭的状态，当有

领导视察时才进行开放。在运用融媒体传播大运河文化

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坚持开放原则，让群众

能更自由的了解非遗文化。

六、运用融媒体传承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路径

目前，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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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保护工作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长久以来，

逐水而居的宿迁人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泗州戏、淮海戏、柳琴戏、洪泽湖渔鼓舞等特色传统

戏曲舞蹈，洋河酒酿造、黄狗猪头肉制作、乾隆贡酥制

作等传统技艺。那如何进行保护和传承，笔者认为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采用融媒体技术给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

文化遗产建档案。通过收集宿迁地区所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信息，然后进行分统计、分类类、整理并记录，建立

非遗信息档案。所有的非遗信息都要包含目前存在、保

护和传承的情况，根据具体的情况再进行分析，统筹考

虑在日后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采用

融媒体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库，更好的

传承和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对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

员加强专业培训。利用融媒体技术，推行线上的无时间

和空间限制的培训方式。一是发挥宿迁大学的作用，开

设相关的非遗课程；二是可以鼓励企业来宿迁开办非遗

的产业化企业，采用产学研校企的模式，建立非遗人才

的培养基地。三是可以采用融媒体技术在线上举办宿迁

非遗文化的展示，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文化的

传承和保护中，为大运河非物质遗产营造良好氛围。

（三）对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

方位的传承和展示，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

产凝聚了宿迁人特有的文化创造力和地域文化精神。今

后将运用融媒体技术统筹好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系，大力开展地方传统戏曲进校园和乡村传

承文化精粹工作，推荐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参加各项展

示交流活动。让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留

住乡愁、唤醒城市记忆上下更大功夫，让非遗文化“变

现”为群众可分享的精神福利，大力挖掘培育非遗文化，

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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