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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
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
明资源。北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富集地，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 144 个，代表性传承人 88
人；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03个，
代表性传承人 227 人；区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1548个，代表性传承
人1645人。

如今，非遗已逐渐融入日常
生活。而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成为众多非
遗传承人尤其是青年传承人当下
的首要任务。把京剧脸谱元素融
入热门游戏、用皮影戏为外企做
广告宣传片、将虚拟现实（VR）等
技术用于非遗作品推广……当传
统艺术遇上现代科技，众多青年
传承人开始重塑非遗的意义与价
值，他们以大胆的创意和先进的
技术，将非遗推向新的高度，吸引
更多年轻人走近非遗、理解非遗
和传承非遗。

青
年
传
承
人
大
胆
创
新
数
字
技
术
打
造
立
体
形
象

脸
谱
绘
出
黑
神
话

古
老
非
遗
潮
起
来

京剧脸谱融入《黑神话：悟空》游戏

在之前结束的 2024 年中非合作论
坛峰会上，一款以热门游戏《黑神话：悟
空》中的悟空形象为创意创作的京剧脸
谱火爆出圈，不仅引发了众多参会者对
彩塑京剧脸谱这一北京传统非遗项目的
关注，也将《黑神话：悟空》这款优秀的国
产游戏再度呈现在众多国际友人面前。

记者看到，这款悟空脸谱以黑色为
基底，金色与白色图案交织其间。额头
中央的金色装饰在黑色的映衬下熠熠生
辉，脸颊两侧则用白色线条勾勒出悟空
的英气与灵动，整个脸谱也因此显得更
有层次与美感。头饰部分的黑色与金色
交相辉映，点缀其间的白色与红色珠子，
让整个脸谱顿生精致与华丽之感。

“我们希望外国友人能通过这个脸
谱，感受到孙悟空的非凡智慧与无穷力
量。”这款脸谱的创作者、80后青年传承
人林泓魁说。彩塑京剧脸谱于 2014 年
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如今林泓魁和他的母亲佟秀
芬是这一项目的传承人。

林泓魁介绍，黑悟空脸谱的创作纯
属偶然。“今年 7 月，我们接到了在中非
合作论坛峰会展示非遗的邀请。有一次

北京市领导同志来现场检查，看到我们
的京剧脸谱，就说‘现在《黑神话：悟空》
这么火，有没有可以和它结合的内容？’
我们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回来后就立
刻着手设计。”

然而，脸谱制作过程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简单，光是请设计师体验游戏、收集
资料、开展设计绘画等前期准备工作，就
耗费了大量时间，到动手制作泥胎、绘制
上色的时候，更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
题。林泓魁介绍，他们以前制作的多为
彩塑脸谱，各种亮丽的颜色组合在一起
很容易出彩，但游戏中悟空脸谱以黑色
为主，如何展现人物性格和特色成了问
题，“最终呈现在脸谱上的黑色，在普通
人眼里可能没什么差别。但这却是我们
经过大量尝试之后，运用了国画中不同
层次的黑色组合出来的结果。正是这些

‘五彩斑斓’的黑，让悟空的脸谱显得立
体而又充满灵动。”

在林泓魁看来，黑悟空脸谱不仅是
对经典角色的致敬，更是对传统文化与
现代创意结合的一种尝试，“它不仅让游
戏玩家体验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
也激发了很多青年人对京剧的兴趣。”

将非遗项目量身“植入”大型活动

独木不成林。为传承保护非遗项
目，林泓魁联合皮影、糖画、灯彩、牙雕4
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组建了文化艺术公
司，并将其作为 5 个非遗项目的保护单
位统一申报非遗项目、开展非遗传承推
广、开发非遗相关产品。他们所做的一
个重要探索，就是将非遗项目“植入”各
种大型活动，以此扩大非遗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让更多人看见非遗。目前，他们
已经参加过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2023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
国际性活动，还多次受邀走出国门参加
国际交流，平时更是频频在国内各大文
化节、博览会、市集活动亮相。

“很多人以为我们每次都拿一样的
非遗作品参加活动，其实不是。我们会
根据不同活动的主题定制研发不同的非
遗作品，扩大非遗作品的丰富度，同时也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非遗的活化传承和利
用。”林泓魁说，5位传承人会根据不同活
动的特点选择适合的非遗项目参与。

除了参与各类大型活动，5位传承人
还经常以非遗为媒，帮助国内外企业定
制宣传品。巧妙的融合、高频的曝光率、
多样的推广方式，有效地拉近了传统非
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也让更多中
外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并欣赏到这些珍贵
的中华文化遗产。

“有灵魂”的产品 让非遗走近年轻人

林泓魁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
代的认可，非遗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
力。而拉近非遗与年轻人距离的最佳方
式，莫过于打造他们喜爱的各类产品，让
他们主动将非遗融入日常生活。记者了
解到，目前，包括林泓魁在内的5位非遗
传承人已经设计研发出了一系列非遗周
边产品，包括传统手工艺品，以及融入了
现代设计理念的文创商品、家居饰品等。

在林泓魁的文化艺术公司里，记者
见到了一批漂亮的耳饰：红色的鲤鱼活
灵活现、青色的祥云优雅迷人、粉色的荷
花清新雅致……这些结合了非遗皮影技
艺精心设计制作的耳饰，出自非遗项目
北京皮影的传承人韩冰之手。

韩冰介绍，与普通耳饰相比，皮影耳
饰的最大特点是纯手工制作，而且个个

“有灵魂”。
记者了解到，由于所有效果都要靠

非遗传承人的巧思和巧手来实现，边做

边改是常态，因此这种耳饰很难实现量
产。不过令韩冰感到欣慰的是，这些耳
饰每次在市集、庙会亮相都会被一抢而
空，“价格并不高，也就几十块钱一对，却
很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的特点，好多人
还会特意选择不同的图案来佩戴。每次
看到自己的作品这么受欢迎，就感觉一
切的付出都值得了。”

其实，北京非遗周边产品的种类已
经非常丰富。近期就有不少青年传承人
打造的非遗周边亮相：青年传承人马宁
将传统雕漆技艺与现代公仔手办相结合
的作品，展现了非遗传承人在传统与创
新之间的巧妙平衡；青年传承人杨晓雅
结合传统金镶玉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的
首饰系列，既保留了传统工艺的精髓，又
赋予了新的时尚元素。还有不少青年设
计师将传统的剪纸艺术与现代家居设计
相结合，推出了时尚而又典雅的家居装
饰品，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与现代科技碰撞 开辟非遗传播新途径

如今科学技术的更迭日新月异，传
统手工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变得越来越
重要。记者注意到，已经有很多青年传
承人开始积极尝试引入数字技术，记录
和传播传统技艺，一批既有传统韵味又
符合现代审美的非遗新作品，让人们看
到了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的无限可能和勃
勃生机。

通过数字化技术，不少青年传承人

还将传统的非遗作品进行高清扫描和数
字化保存，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
化遗产，也为非遗的传播与推广提供了
新的途径。而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
实（AR）等技术的应用，让观众能够身临
其境地体验非遗技艺的魅力，进一步拉
近了非遗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也激发了
年轻人参与非遗学习和传承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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