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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却咏梅

对抗遗忘，
最好的方法就是记录

记录保存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基
础性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自2015年
起实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
录工作，截至2025年5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达3997
人，目前健在的3107人。十年来，已
开展记录工作的传承人2290人，其
中已完成记录工作的传承人1279
人，在记录过程中离世的有71人，完
成记录工作后离世的有397人。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副主
任田苗告诉记者，照片墙是按照开
展工作的时间顺序，由远至近、从
右至左排列的。“你会发现，右边照
片黑白的多，左边照片彩色的多。
这就证明我们在记录工作开展之
后，有些传承人已经不幸离世了，
同时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我们这
个记录工作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在田苗看来，“如果没有悉心的
守护，非遗会老去，会被人们冷落，被
你我遗忘。对抗遗忘，最好的方法就
是记录”。十年来，非遗保护工作者
走遍了祖国的大地，用影像、用声
音、用纸、用笔去记录非遗，记录传
承人，力图为每一位传承人打造一
个影音图文立体的专题资源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遗产，
核心是人，它的所有故事都在人身
上，它是由人创造、由人实践的活态
文化宝藏。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核心，就是要保存好传承人身
上的智慧、记忆和技

能。”田苗说，

非遗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关键
要看我们怎么对待它。我们怎么对
待非遗，就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历史，
也是我们将迎来怎样的未来。

与时间赛跑，向自我挑战

作为一线记录工作者，辽宁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
作项目负责人高旭，从2015年加入
这个项目至今已经10年。其间，她
带领摄录团队深入辽宁省的29个
县区，总行程3万多公里，共记录43
位传承人的宝贵历程：

2016 年正月，他们追随刘兰
芳先生的脚步，在河南宝丰马街书
会的寒风中，见证了她为百姓露天
说书的执着与热情；2020年除夕，
当万家团圆时，他们在沈北新区黄
家街道八家子社区，记录下锡伯族
喜利妈妈祭拜习俗的庄严与神秘；
2022年大年初二，雪花纷飞，他们
奔赴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同江
峪村，捕捉本溪社火出会的热烈与
壮观……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
间都在路上，无数个节假日，他们
舍弃了与家人的欢聚时光，只因传
承人的一声召唤，便毫不犹豫地扛
起设备，踏上记录的征程。

“很多传统习俗类的非遗项目
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节令发生
的。因此，我们不仅要记录传承人、
传承的项目，还要有当地的风土人
情、文化生态，包括观众的反应、村
民的表情、仪式过程中在整个村子
里发生的事都要完整地记录下来。”
高旭介绍，记录一位传承人大约需
要3年时间，包括口述历史访问、项
目实践记录、传承教学记录，以及系
统地收集和传承人相关的历史文
献、民间文献，并通过剪辑和艺术

创作制作成一部综述片，
“我们记录的不

是一棵树，而是一片森林。”
谈起遇到的最大困难，她深深

地叹了一口气：“我接触的年纪最
大的传承人已92岁高龄，无法在
舞台上展示技艺，还有的传承人在
记录过程中生病或离世了。比如
2017年给单田芳先生做记录的时
候，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很不好了，
最后留下了5个小时最宝贵的口
述史，这也是他生前留给我们的最
后一个记录。2018年，单先生就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
高旭动情地说：“每位传承人都是
宝库，是不可取代的，是我们民族
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载体，他们

‘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定信念，激
励着我不断前行。我们也无怨无
悔用最美的年华，记录下他们最美
的技艺。”

此次展览梳理了中华民族记
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统，
介绍了记录工作的“3+1”工作
法，以及以时间轴形式回顾了工
作历程，展示了 31 个省 （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中央直
属单位各地记录工作的开展历程
与故事。还对非遗十大类别记录
工作成果，按照四个主题分类进
行多媒体展示，体现记录工作成
果的丰富性与差异性。

记者看到，“先生之风”展区通
过影像，展示了传承人配合记录工
作完成的人生最后影像，致敬他们
用生命守护文化的高尚品德；“薪火
相传”展区通过传承教学场景，展现

“师傅手把手，徒弟心贴心”的技艺
传承图景，见证非遗在新生代手中
的焕新活力；“瓣瓣同心”展区展示
各民族非遗瑰宝似花瓣相互依偎、
簇拥绽放，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程，讲述着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发展故事；“生生不息”专
题展示了非遗兼具古老底蕴与年轻
活力，源于生活而又温暖人心，传承
了真善美、忠孝仁义等民族精神。

匠心做笔，巧手为翼

展览现场，76岁的风筝制作技
艺（潍坊风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效东，如数家
珍地向记者介绍并展示了各种材
质和造型的风筝，从传统的《燕
子》，到 动 态 风 筝《青 蛙 与 螳
螂》……惟妙惟肖，出神入化。

作为潍坊风筝扎制技艺第十
五代传人，张效东从8岁起就随爷
爷学习扎风筝，他酷爱美术，
善习百工，扎、绘、

雕、塑，样样精通，为民间巧艺之百
变高手。

“我从1984年参加首届潍坊
国际风筝会，到今年第42届，一届
没落下，每年都获一等奖，可以说
是潍坊风筝发展的见证人了。以前
是自己扎着好玩，现在全世界都知
道了潍坊风筝。”一提起风筝，张效
东的眼睛发亮，侃侃而谈，“我非常
崇拜雷锋同志‘做一颗螺丝钉’的
精神，在很多地方我都喜欢画雷
锋。第一次参加风筝会时，我做
了一只板式雷锋风筝，以精美的
造型和新颖的画工，获得当年的
一等奖，我十分自豪，也建立起
制作风筝的自信心。”

钻研与创新，这两个词在张效
东的风筝王国里似乎从来就没有
尽头。他将杨家埠年画、民间泥塑、
布老虎玩具的装饰美，和传统吉祥
故事的美有机结合，让风筝更富有
文化内涵，并把机械运动原理和声
光电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动态
风筝中，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
声音，创作出《青蛙与螳螂》《翼龙》
等代表作。他还将潍坊风筝扎制技
艺融入影视道具制作，使用竹条
3000多米，历时2个多月，制作完
成了头尾、双翼都灵活可动，需要
多人托举的巨大“玄鸟”，营造了电
影《封神》中恢宏浩大的场景。

张效东坦言，作为一个非遗传
承人，肩负着传播风筝文化的责任，
但学习风筝技艺需要很大的耐力和
决心，年轻人很少可以坐得住，再加
上经济压力，愿意传承风筝文化的
人就更少了。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传
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对风筝感兴趣
的人变多了，很多人慕名来学习。他
也先后赴国内外多地进行文化交
流，全面展示潍坊风筝扎制技艺。在
他看来，真正的传承不是固守成规，
而是让传统文化与时代共舞，像风
筝一样在创新中飞得更高更远。

千古斯文，斯文在兹；年华易
老，技·忆永存。在展览的最后部分
有一首诗《中国的眼晴》，诗中把“记
录”比喻为眼晴，“它是我们认识自
己的眼晴，也是我们的后代认识我
们的眼晴，它在凝视，也在远望。
让每一代的中国人都能看见，中国
人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如
何传递好中华文明的火种？如何守
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历
史对于我们的追问，也是我们
留给未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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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展览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巨大的照片墙，上面是已
完成记录的1279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风采。与照片墙
相对的是一个10米长的名单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十年来
全国参加记录工作的4470位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名字。仿佛穿越
时空的隧道，聆听历史的诉说。

这是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开幕的“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的一景，
令人震撼。此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
图书馆共同主办，通过“滔滔长河”“巍巍高山”两个篇章，系统全
面介绍我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十年成果，讲述传
承人和记录工作者的感人故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美。

非遗传承人张效东在制
作风筝。 图片由本人提供

代蕊

我下班后，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嗖”的一下子就钻进
了湿地公园中。一穿过桥洞，顿时仿佛遁入了另一个世
界。我用力地蹬了起来，背后的车水马龙渐行渐远，眼前
一波一波的绿意袭来。进入林中了，一团团雾气袭来，我
贪婪地呼吸着这带有泥土味儿的空气，如梦如幻，竟一时
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去年考到新学校，第一犯难的便是通勤问题。开车技术
不好，又不怎么会骑电瓶车，学校距离家走路得一个多小
时。正在我犯难的时候，我爸却突然说：“你上学的时候不是
爱骑自行车吗？你完全可以穿过湿地公园骑到学校。”

对呀，可以骑车，还能穿过长长的湿地公园，一瞬间，我
无比期待去新学校上班。第二天，我就买了自行车，准备骑
着先去学校里看一看。我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几分钟后就
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清晨第一束阳光照在背上，鸟鸣
穿过树林钻进耳朵，这是城里不会有的感受。自此以后，骑
车上下班成了最惬意的时刻。特别是在学校忙碌一天后，
只要一脚蹬上自行车，就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跑了。

骑车的时候，有时候会将在学校的一天进行简单的复
盘，想到还有什么事没处理，或是哪个学生还要和他单独
聊聊，哪个学生要和他的家长沟通……这样想着想着，很
快就骑到了家。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完全沉浸在骑行中。
平缓处慢悠悠地蹬着自行车，欣赏着河边的风景。

公园的中间段有一个长长的陡坡，我紧紧地抓住手柄，
任由车子“嗖”的一下子俯冲下去，整个人就好像飞起来一
般。冲下来的快感被随之而来的平路慢慢冲淡，骑行突然
变得艰难起来。骑着骑着，就有一段缓坡，骑起来异常艰
难。每当我骑到这一段的时候，总是铆足了劲儿蹬，可怎么
用力都提不起来速度，急也急不得，只能慢慢地蹬着。

“骑自行车最难的，不是骑得快，而是骑得慢。教书
也一样。”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很早之前，读师范时
老师带我们骑车去游玩时告诉我们的话。是啊，骑得快，
只需要用尽全身力气即可，但骑得慢，不仅仅是要用力，
更要掌握好平衡，并在这平衡中欣赏这一路的美景。

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的教学生涯，最早走上讲台，追
求的是快，是激情，是掌声。任何时候都是急急忙忙的，
学生们也是忙着看PPT，忙着听，忙着记。如今追求的是
慢，是提问后给学生留够时间思考，是学生回答不出来时
一遍遍引导，是学生犯错后给他足够的时间反思。

我又想到这骑行之路莫不是人生之路，有平缓处的平静
美好，有下坡时的酣畅淋漓，更有爬坡时的艰难险阻……而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得意时，切不可过于得意，
容易翻车；失意时，则不能放弃，你得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

骑行的路上，真的会想很多很多。有时候还会想到，
这条路可能要骑一辈子了。漫漫骑行路，亦是漫漫教学
路。以前总觉得“一辈子”很漫长，但随着熟悉的老教师
们慢慢退休，自己也从青涩懵懂的年轻教师，变为游刃有
余的中年教师，就觉得这“一辈子”其实过得挺快的。

我知道，在这条路上骑一辈子，其实也就是一眨眼的
事，我甚至不敢想多年以后自己退休的时候，这条路又会
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些我教的一拨拨的
学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不管将来这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子，重要的是过
程，是当下，是此时此刻，我骑行的惬意，我教学的幸
福。这漫漫骑行路就让我一圈一圈地蹬；这漫漫教学路，
就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这就够了。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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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华学院

““三早三早””+AI+AI赋能培养优秀应用型人才赋能培养优秀应用型人才

·广告·

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智能化浪潮
奔涌的今天，广州新华学院校长王庭
槐教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特殊成绩
单：2024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97.83%。这份成绩背后，是学校深耕
的“三早”教育理念（早立志规划人
生、早理论联系实际、早参加社会实
践）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深度碰撞。当
传统育人链条插上数字化羽翼，广州
新华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正经历“单
点突破”升级为“生态协同”，努力实
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质变。

生涯导航“蓄能”，AI赋能成
长坐标锚定

“三早”教育始于志向启蒙。广州
新华学院将职业规划前置至新生入学
阶段，构建起“校友家长双讲堂+AI
生涯助手+个性化成长路径定制”的
多元引导体系：“新华学子讲坛”“新
华家长讲坛”邀请优秀校友或学生家
长分享考研经验、行业知识，通过真
实案例鼓励低年级学生早定目标。
2025年刚刚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研究生的蔡锦科在与学弟学妹分享经
验时说，他从大一就树立了考研目
标，努力与坚持让他圆梦理想高校。

从学业生涯规划到职业生涯规划
再到AI生涯助手赋能，广州新华学院
在助力学生发现职业路径的同时，创
新性地创立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

“逸仙新华班”，按照个性化人才培养
模式帮助学生定制个性化“成长地
图”。在人工智能行业独角兽公司工作
的陈潼飞校友经常回忆他在逸仙新华
班的学习经历：1人1课表的培养模式
让他既能根据兴趣开展跨学科学习，
又能在专业上提升核心能力；团队合
作的学习方式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思维
碰撞，帮助他在进入职场后精准表达
观点并与同事高效合作。“在行业导师
的帮助下，我在大二就确定了就业方
向和职业规划。”陈潼飞认为，“三
早”教育理念和“逸仙新华班”的培
养方式是推动他成长的关键。

知行合一“增能”，数字场景
淬炼硬核本领

OBE教学改革+产业学院实战闭
环。沉浸式教学+实战化演练是理论
联系实际的重要手段。广州新华学院
以OBE教学理念为引导，通过“问题
导向—自主探究—协作解决—反思提
升”的四段式教学法，强化学生的知

识迁移能力。法学专业打造模拟法庭
和“双师”课堂，以真实案例研析将
法律条文转化为庭审辩论能力，学生
法考通过率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名列前
茅；药学院坚持“实验室全面开放”
理念，学生大一即可加入各类项目，
学生团队在“挑战杯”等竞赛中屡获
佳绩，实现就业质量和升学率双高；
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公共决策沙盘模
拟”课程，学生运营“数字城市”，在
AI生成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协调资源分
配，孵化出多个大学生公共管理决策
模拟大赛一等奖。

产业学院“2+2”实战链。2025
年，广州新华—科大讯飞机器人与AI
产业学院开始采用“2+2”模式让学
生进行实战化演练：前两年在学校学
习基础知识和专业核心课程，后两年
由科大讯飞负责项目实训实习并将学
生安排在与就业对接的企业开展岗位
实习、毕业设计。AI全流程实训室、
智能机器人实验室、AIoT创新实践中
心等专业实验场所，有力支撑学生在
大模型训练、语音合成、图像分割、
嵌入式智能控制等多个领域的全流程
开发实践。在产业学院结业后，学生

可进入科大讯飞人才库，享有合作企
业内推机会及快速入职通道，极大提
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前景。

扎根地方“强能”，三维锻造
社会价值转化力

重视医疗实践。广州新华学院
“立足湾区、服务广东、辐射全国”，
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下，
社会实践成为学生能力转化的试炼
场。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康复医学
系学生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等
27家三甲医院教学基地开展了集中社
会实践：系统地学习神经康复、心肺
康复等科室的诊疗流程，参与超过
500例病例的康复治疗实践；协助广
州市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支持中心开展
1200余人次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
方案；参与撰写的3篇实践报告被纳
入《社区康复案例库》；2022级“神
经功能重建组”创新应用虚拟现实技
术辅助卒中康复训练获得一致好评。

深化产教融合。广州新华学院以
“技术反哺—产业对接—社会服务”三
维锻造应用型人才硬实力。学校会计
学院与某大型企业合作开展的“业财
融合体系构建”项目，有效提升了企

业财务管理效率与决策科学性，获得
企业高度认可；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
学生参与申请并授权知识产权150项，
成果转化转让19项；护理学院学生

“三下乡”开展的特色服务项目惠及近
千人。这些社会实践的成果，正是广
州新华学院“强能”阶段的缩影。

生态跃迁：从“能力孤岛”
到“数字生态”

广州新华学院以“三早”为轴，
以递进为阶，将志向引领、实战淬炼
与社会担当熔铸一炉，构建了应用型
人才培养新的生态，育人效能呈几何
级提升：近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立项427项，校外学科竞
赛获奖1121项、获奖人次达3145，获
得职业资格、技能证书人数超过
3600。“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扎根现实
的复合型人才。‘三早’教育缩短了知
识与应用的距离，让学生从‘会做
题’转向‘会提问、能解题’。”王庭
槐说。

学校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合
作开设眼视光学专业并成立“健管—
星创视光产业学院”，与毕马威、科大
讯飞、华为等企业合作成立9个产业学
院，西门子助听器实验室、科大讯飞
人工智能认知专业实验室、中国产学
研空中物流与无人机应用联合实验室
等十余个实验实训平台和300余个实践
基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环境。

当2025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钟
声敲响，广州新华学院正以二十年积
淀，书写产教融合从“技术嫁接”到

“智慧共生”的新篇章。
（刘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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