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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文化新质

生产力”主题采访活动中，70 余名中外记者走进北

京市东城区隆福寺文创园。记者们坐上“飞行”椅，

通过眼前的巨幕，纵览中国 137 个真实取景的景

点，体验俯瞰群山、穿越云海、飞行于大漠之上的

神奇视角，倍感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带来的震撼。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科技全面赋能文化产业，文

化新业态、新场景层出不穷。以近期大火的《黑神

话：悟空》为例，这款在国内外人气飙升的 3A 游

戏，制作精良、“神形兼具”，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圈传播探

寻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游戏中每一次精致炫酷

的呈现，背后都是满满的科技含量。备受称道的名

胜古迹游戏场景，离不开高精度的实景激光扫描、

文物数字重建与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综合运用；

而游戏角色的面部神情与战斗系统，则依赖基于

大量“空间计算”上的“动作捕捉”技术。没有现代

科技，就没有这款游戏的硬核质感。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

促进的有机联系和互动过程。纵观世界历史，文化

领域的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科技革命的发

生，促进了文化创新并为文化传承提供新的物质

载体；文化的繁荣发展，又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的

巨大潜能。其实 3A 游戏中运用的前沿科技，在自

动驾驶实况分析与军事训练环境模拟等新质生产

力领域也具有通用性。相信只要有更恰当的技术

介入场景，中国的市场优势就会加速“从应用到模

仿再到超越”的技术学习进程。

眼下，“中国制造出海”早已成功，“文化出海”

大有可为。必须看到，世界对中国的深度认同最终

要落脚于文化领域，这种深度认同所蕴藏的“文化

软实力”，又可反过来助力于中国“经济硬实力”的

高质量发展。历史上，从二战开始，美国逐渐成为

世界新的科技高地，欧洲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

大批移民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新文

化的价值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就博大精

深，并孕育了“四大发明”这样的古代先进科技，对

世界各民族都具有极大的精神引力；在近代以前，

中国在世界上曾长期扮演文化和科技双重输出者

的角色。伴随着民族复兴的铿锵脚步，借助于影

视、游戏、AR 体验、数字展陈等各种形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还将大展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一

批“自来水”。

水下《祈》舞，“洛神”翩若惊鸿；二十四节气倒

计时，“中国时间”惊艳世界……我们已拥有了一

批科技和文化创新融合的高质量产品。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自有其“活在当下”的生命力，这是我们

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借助于科技硬实力的

加持，中国文化传播也必将拥有更多可能。

科技之钥解锁
“文化出海”更多可能

临县三弦书为古老的说唱艺术，流行于黄
河东岸山西省临县及周边县市，2011 年被公
布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表演形
式多为一人自弹自唱，除了口中说唱外还要同
时操作 4 件乐器，在传统中传承者全部为盲
人。其说唱内容或劝人向善，或赞美廉吏英雄，
或宣传因果报应，时刻起着寓教于乐、教化众
人的引领作用。其唱腔粗犷优美、悦耳动听，具
有典型的黄河文化特征。

临县三弦书最能唱出老百姓心声，听一段三
弦书能解除浑身疲惫，听一段三弦书能消除内心
忧愁。临县三弦书还能随时随地即兴编唱，唱大
事深入浅出、讲道理寓教于乐，在捧腹大笑之间，
明白了真善美、假丑恶，懂得了该怎么做、不能怎
么做。因此，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它既是民间艺术
结晶，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临县三弦书与其他传统民间曲艺一样，在发展
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不利因素，需要我们不断研
究探索，积极地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发展下去。

一、临县三弦书基本状况
（一）活动类别。传统临县三弦书有“说神

书”和“打闲书”之分。说神书是盲艺人受邀到
主人家说书，或请神、或安神、或还愿。打闲书
是农闲时众人凑钱请盲艺人说书搞娱乐。一般
说唱程序是先说小段后开长篇章回故事，类似
于戏剧中的折子戏和本戏。

（二）表现形式。在 1949年之前，只有盲人说
唱临县三弦书，盲艺人身背三弦、走乡串村，演出
形式极为简便。一张桌子、一个凳子，桌上放一醒
木，艺人坐在凳子上怀抱三弦，左小腿上绑 20 厘
米左右长的 4 块用枣木板串连起来的甩板，通过
小腿运动打击出所需节奏；右大腿上绑一个直径
约 10 厘米的小铜镲，小铜镲当中由细绳系一圆
珠。表演者怀抱三弦，左手按弦，右手食指戴一拨
子，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夹一根小木棒，拨弦时顺
带敲击小铜镲发出和音，口中或说或唱表述着说
唱内容。一般情况唱时不弹、弹时不唱，但当说唱
故事发展到悲哀时，所唱哭板则需要三弦伴奏，
边弹边唱，烘托气氛。至于唱时不弹、弹时不唱，
还是边弹边唱，都取决于所说唱故事情节的需要。

（三）说唱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1. 唱词。临县三弦书的基本唱词为七字

句、十字句，中间夹有念白，多用方言说唱。七
字句多用于说景，十字流水多用于叙事、使得
故事叙述起来更生动，人物刻画上更形象，场
景描绘得更贴近，蕴含着厚重的生活气息。

临县三弦书的书目非常丰富，主要分小段、
正本两种。小段亦称“书冒”，是插在正本开头或
中间的一种书体，起着安定秩序、等待听众、插
科打诨、调节气氛的作用，如戏剧中的“折子
戏”。小段多取材于民间故事、笑话等，以反映日
常生活为主。代表书目有《大脚婆》《三挑担吟
诗》《姜先生串门子》等 30 多个。正本又有短篇、
中篇、长篇之分，短篇一般在 3 关以内，代表书
目有《董家庙》《胭粉记》《未央宫》等共 30 多部，
通常 1 天内可以说完。中篇一般在 18 关以内，
代表性书目有《珍珠汗衫记》《报国寺》《相国寺》
等 20 多部，可以说上 3~5 天。长篇是指 18 关以
上的书目，代表书目有《刘公案》《乾隆下江南》
等 10 多部，可以说上一月四十天。

2. 板式。临县三弦书的板式可归纳为五种：
（1）起板。唱词第一句为起板，有七字起板、十字
起板。（2）流水板。主要分七字流水和十字流水，
七字句四三节奏唱法，十字句三三四节奏唱法。
说唱时除起板、落板外，上下两句无限反复，节奏
稳定。（3）怒板。故事发展到或人物生气或互相打
斗时用，节拍变成 1/4 拍，一字一板，气氛激昂。

（4）哭板。说书到悲哀时，盲艺人哭得声泪俱下，
其他板式不加三弦伴奏，此种唱法三弦声不断。

（5）落板。也叫切板，说书到尾声时，倒数第二句尾
音拉长（也是说唱结束的标志性唱腔），最后一句突
然加快，说停就停，三弦、甩板、小铜镲戛然而止。

临县三弦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三大艺
术流派。一是以樊呈瑞为代表的樊派，主要特点
是节奏平稳、行腔高昂、气势粗犷，唱腔以七字
句为主。二是以高茂树（小名抵树）为代表的高
派，特点是节奏明快、行腔自如，旋律变化较大，
真假声混合使用。三是以刘丕法为代表的刘派，
特点是行腔优美动听、吐字清晰、语言流畅。

随着明目人专业文艺队伍的加入，使临县
三弦书这一古老曲种如虎添翼，不仅极大地丰
富了书目，在音乐、唱腔上也进行大量改革创
新，从而使这一民间艺术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

（四）濒危状况。到现在为止，全县能说书的盲
艺人约 20人左右，虽然临县三弦书被公布为省级

非遗保护项目，但也只能做一些抢救性记录工作。
临县三弦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发

展过程中也遇到诸多不利因素。传统临县三弦书
传承有着十分严格的规矩，一是只传盲人，而且
传男不传女。二是盲艺人收徒需举行正规拜师仪
式，一旦认了师父就要终生尊重孝敬。当然也可
以学习其他盲艺人的技艺，但不能再拜为师父，
所以盲艺人的师承关系相当清楚。盲艺人行业组
织叫“三皇会”，每年端午节分片举行集会，届时
由各片的盲艺人轮流当“主家”，负责食宿安排并
组织艺术交流活动，其流程是先请神祭祀，然后
众盲艺人一起说书，也有即兴编唱，内容多为颂
扬“主家”的功德，盲艺人之间的互相问候，最后
开正本。说唱全部为众人合说，禁忌单独表演，意
为不能显山露水，同时也是艺术交流的最好平
台。说唱者个个神经紧绷，尽力把最好的一面展
示出来，不是比赛胜似比赛。说完后大家相互评
论、相互交流，达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多年来，临县三弦书基本靠自发传承，缺
乏系统有效的整理、记录、保存，使不少优秀书
目因盲艺人辞世而失传。部分从业者放弃了传
统精华，把流行歌曲作为弹奏曲调显得不伦不
类，对临县三弦书传承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说唱
临县三弦书的群体整体年龄偏大，年轻者或不乐
此业，或从艺者不深钻细研，从业梯队出现青黄不
接的迹象。同时，青少年群体渐渐疏远这一传统地
方曲艺，传播市场受到较大制约。也有个别明目人
学习说唱三弦书，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谈何容
易。所以，传统临县三弦书有失传或消失的危险。

二、困境形成的原因
（一）偏见观念。人们历来对说书有偏见，认

为只有盲人才说书。如果正常人去说书，别人就
会说你是“瞎子”，不吉利，会遭到家人反对，承受
很大社会压力。同时，在传统中盲艺人不收明目
人为徒，怕抢了他们的饭碗。所以，人们对三弦书
的偏见是制约临县三弦书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队伍缩减。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
步，临县三弦书传承主体———盲人在不断缩
减。首先是医学发达，盲人越来越少。其次是就

算有个别盲人，也都得到国家救助，有了生活
保障而不用靠说书来养家糊口，致使很多精彩
的书目无法传承下来、永久消失。

（三）市场缺失。临县三弦书市场缺失有两
大原因：首先，临县三弦书起源于祭祀神灵、祈
福还愿，它在兴盛时期也主要是以说“神书”为
主。现在人们的科学观念越来越强，几乎见不
到求神许愿现象，所以盲艺人也就失去了说书
的市场。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
视、智能手机进入普通百姓生活，老百姓越来
越看重艺术的多样性。

（四）传承误区。当今是快节奏生活、快餐
式消费社会，人们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少有人
去钻研临县三弦书这门古老艺术，更不会去了
解它的精髓所在。有的人认为三弦书就是能拿
起三弦弹个简单的曲调，说唱几句出出风头。
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在临县三弦书上下功夫，但
他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更是急功近利、
盲目创新，把短期利益作为主要目标。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经费支持。国家的非遗政策已出台

20 余年，在非遗挖掘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将一些濒临灭绝的非遗项目抢救性保留了下
来，并且发展得很好，甚至还做成了产业，可以
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基层部门对非遗保护重视
程度不够，非遗项目支持途径单一，还有一些
非遗保护单位名存实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
失去了传承保护能力。

临县三弦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承保护、开发利用价
值，政府部门应该在非遗保护工作中重点去保
护这一珍贵的民间艺术遗产。尽快制定一些适
合临县三弦书传承发展的支持政策。给临县三
弦书的保护传承者提供一些宽松的工作环境，
同时提供一定的传承保护经费保障。

（二）建立机构。多年来，临县三弦书的保
护工作基本靠民间自发组织，虽然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也投入过一些经费，但第一数额较小，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存在经费没有花到该
花的地方的情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没有一个专职、专业的传承保护机构和人员。
因此，建议政府部门组建一支实实在在、真正
干事的临县三弦书传承保护发展队伍。

（三）抢救第一。临县三弦书传承主体———盲
艺人越来越少，现在能说唱并且艺术较好的不足
10 人，而且还在急剧减少。为什么要用“抢救”二
字？因为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就是在和时间赛
跑。作者在 2016年录制过一位 76 岁的老盲艺人

（三皇会老会长）说唱视频，录制后不到一个月老
艺人就瘫痪在床，不久便离世。他的离世对于临
县三弦书来说是一大损失，因为他所掌握的一大
部分传统书目、技艺被他带走了，永久地消失在了
时空长廊中。所以，我们必须抱着抢救第一的工
作态度，刻不容缓地开展临县三弦书抢救工作。

（四）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在
做深做细，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统临县三弦书
说唱作为一项民间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
承保护中也面临着重重挑战。有的人为了迎合市
场急功近利，也有人为了展示自身的才艺过分出
风头，打着改革创新的幌子，把创新当成了创造，
将临县三弦书改作得面目全非。有的将三弦作为
道具拿来跳舞，还有的将说唱内容事先录制、对
口型表演，产生了一些四不像的东西。这不仅没
有对临县三弦书起到保护作用，而且还误导了广
大群众对临县三弦书的认知。同时，在说唱内容
上完全没有传承传统临县三弦书寓教于乐、劝人
向善、凝聚人心、催人奋进、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
价值，使临县三弦书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样貌。

因此，建议在传承保护传统临县三弦书工
作中发展。完全保持原生态，将传统临县三弦书
原汁原味地进行传承保护，包括它的表演形式、
所用器具、说唱内容等，切不可贪大求洋。就算
是需要小幅度创新，也必须在保持原生态的情
况下进行，这才是真正的非遗保护机构应该做
的工作。不要放开手脚搞所谓的改革创新，一味
迎合市场，从而使临县三弦书走向灭亡。

笔者相信，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背景下，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工作不断重视下，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正确引领下，在各级政府及宣传文化部门关心
支持下，临县三弦书一定会重现光芒，传承队
伍会不断壮大，使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

（作者系山西省临县文化馆馆长）

临县三弦书的传承与发展
姻 张林峰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俊丽 苏捷 弓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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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那方小院，仿佛时间凝固；花影摇

曳间，仿佛诉说着古老的传说；青苔斑驳的

石板路，印刻着历史的足迹。9 月 14 日，《科

学导报》记者走进全形拓传统技艺工作室，

见到了正在授课的高云，只见他将宣纸轻轻

覆盖在一块拓版之上，用水润湿、打刷捶打，

使纸张紧贴拓版，待纸干到八九分，再用沾

了墨的拓包均匀拍打。一番操作后，拓版上

的文字便一一浮现于纸上。

高云有着俊朗儒雅的外表，举手投足间

透露着他内在的文化修养和对非遗传承的

痴迷与执着。他是太原金石传拓博物馆馆

长、全形拓非遗传承人、太原市工艺美术大

师。代表作有《西周晋侯鸟尊全形拓》《奇石

全形拓》《西周何尊全形拓》，2022 年作为山

西非遗代表应邀成为中央电视台“星光嘉年

华·星光大道春节特别节目”特邀嘉宾，向全

国观众展示了山西非遗技艺。

“我从小学习书法，临摹的时候会看到

很多拓片，因此得知有传拓这项技艺。之后

有机缘看到了全形拓，觉得它把三维的图像

拓在一层薄薄的纸上很神奇，就对它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高云对记者说道。

带着这份满满的好奇，高云踏上了漫长的

求学之路。自 2006年起，他开始自学传拓相关

知识，收集、整理、研究相关素材；2008 年通过

互联网+线下模式，专注开发推广传拓相关内

容；2009年，开始实践传拓历史碑刻、摩崖碑

刻，有效地保存历史资料；2018 年 5 月，高云录

制了《如何制作拓片》系列教程，在全网发布，累

计播放量数百万，成为了众多传拓爱好者的入

门教程。2023年 11 月被认定为太原市级全形

拓传统技艺代表性非遗传承人。

高云对传统艺术的向往和追求，让他在

传拓之路上一直前行。施墨、捶打，周而复

始，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很体现功力；每一

次重复之间，都需要细致入微。也正是这种

精神，让高云将“全形拓传统技艺”这项濒临

失传的绝技传承了下来。

在这个创新过程中，高云已经记不清楚遇

到了多少次挫折，但他坚持下来了。现在的高云

对这项技艺已经得心应手，每道工序都了然于

心。“所谓传拓，简单的解释就是通过纸墨临摹

各种物品、文字、图案等，这项技艺，不仅为物留

影，也为历史佐证，为文化传承。”高云解释道。

一路走来，面临的最大障碍竟然在起步

阶段，全形拓这项技艺濒临失传，求学无门

成了高云最大的困惑。能够熟练掌握全形拓

的人寥寥无几，良师难求！然而，他不轻言放

弃、四处打听，几经辗转，最终拜入了山东传

拓名家徐夫华门下，成为其入室弟子，学习

传拓技艺，尤其是全形拓技艺。

“全形拓技艺在制作锈蚀严重的青铜器

拓片时，采用清水代替白芨水、纤维毛巾代替

棕刷打刷的方法，完成上纸过程。之后，按描

有花纹线的位置向左右两边分别多次上纸、

上墨。弧度一定要把握好，在‘移纸接拓’的过

程中，根据器物拓面的变化而变化。”高云说。

这项技术是印刷、摄影等不可取代的，它经过

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都可保存完好，所以一直

沿用至今，足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当高云被评为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

大师时，他表示自己的责任更重了，有了把

这项技艺传承下去的义务。他开始尝试拍摄

小视频，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手段，让更多人

了解这项千年技艺，让人们通过一张张拓片

感受中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底蕴。

现在，高云开发了一系列拓片和文创产

品，让这项非遗技艺以更便捷的方式走进校园、

博物馆、图书馆、社区等。据他介绍，传拓技艺体

验套装已经走进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

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一得阁、南京图书

馆、西安美术学院等上百家机构，只有让更多的

人接触到传拓这项技艺，才能让有兴趣的人深

入学习，并有传承技艺的意愿。

“在做拓片的过程中，常常让我忘记时

间和烦恼，更加专注，也让我对不同拓片上

的内容产生了兴趣，从而利用更多时间去了

解和关注金石学的相关内容。”高云的一名

徒弟向记者介绍道。

拓印是保存艺术的重要载体，它能复制

石碑石刻表面的纹饰、文字，堪称“古代照相

机”。全形拓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文化态

度，代表了中国传统美学情怀。高云表示，将

弘扬这种独特的传统技艺，传承全形拓的文

化精神内涵，使其在当代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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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墨韵指尖 传拓古今

10 月 5 日，山西省科技馆内人潮涌动热闹非

凡，精彩的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学习科学知识、

体验科技魅力中欢度国庆假期。 姻 王瑞瑞摄

乐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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