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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演员服装配饰中也可以将灯光运用其中，使

演员的服装造型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传统的背铁棍表

演采用民乐为伴奏音乐，把流行音乐、戏曲与背铁棍的

音乐有机结合，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接轨；将音效运

用在背铁棍剧目演出中，将演出剧目中的经典人物形象

的台词以音效的方式呈现出来，当观众的欢呼声到一定程

度时发出饰演角色的声音，在增强背铁棍听觉感受的同时

也和观赏表演的观众形成互动。灯光、音效和背铁棍有

机结合不仅使背铁棍这项传统的艺术和现代科技接轨，

大大提升背铁棍的科技感和娱乐性，更能让观众增强体

验感与代入感，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徐沟背铁棍，使背

铁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三）数字化赋能背铁棍文化创新发展

网络和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为徐沟背铁棍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将数字化技术引入背铁棍

文化，把历史资源转化为文字、图片、影像。通过数字

化技术拓宽背铁棍资料的收集渠道，对搜集到的资料进

行分类整合，建立背铁棍文化数据库，创新背铁棍表演

形式。平时表演的过程中，采用运动捕捉、数字摄影等

方式记录背铁棍表演，通过数字仿真技术制作成图片、

影像、三维立体动画进行展示，将其上传到微博、微信

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徐沟背铁棍的曝光

度，让更多的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直观、全面地了解背铁

棍的历史渊源、制作方式、表演形式，并通过大数据分

析用户对背铁棍文化的关注程度，为背铁棍文化创新发

展提供数据支撑，使背铁棍文化以数字化形式长久地传

承发展下去。

背铁棍是山西特有的一项民俗活动，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数字化馆藏是徐沟背铁棍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数字化保护的最有效途径是馆藏文化。[2]“地下文明看

陕西，地上文明看山西”，山西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

源，近年来，山西的博物院深受游客喜爱。首先，将背

铁棍进行数字化馆藏，不仅展示了这项发源于山西的民

俗活动，更丰富了博物院的文化内涵；其次，可以更好

地对背铁棍进行文化宣传、保护，让更多的人以背铁棍

为起点对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兴趣，从而促进山

西文化的创新发展。另外，相关资料、档案都能加以妥

善保存，方便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让具有悠久历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其本身

的价值。

（四）文旅融合推动背铁棍文化创新发展

山 西 拥 有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 ， 背 铁 棍 是 山 西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代表之一，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将徐沟

背铁棍和山西旅游资源相结合，让游客在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的同时还能带走一份独属于山西的文化记忆。把

背铁棍文化纳入旅游体验，在山西平遥古城、太原古县

城、忻州古城等著名景区设立“背铁棍非遗文化”展演

区，将背铁棍文化中的特色服饰、精美妆容以及背铁棍

技术进行拆分体验，引进VR、AR、MR，为不同游客提

供个性化、多样化的选择，增强文化体验感，让游客沉

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提升背铁棍文化的影响力。

特别是春节、元宵节等特殊时间节点，有关部门更要抓

住契机，探索“非遗+节庆”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体验营

销、社交媒体营销、周边产品营销等方式加强对背铁棍

等非遗文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游客在感受中国年氛围

的同时能记住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名片。

此外，在增强背铁棍文化与旅游深度结合的同时挖

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积极探索“非遗+文创”

模式，开发以背铁棍文化为IP的文创产品并带动其他山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发展。紧跟时代潮流，设计当下年

轻人喜欢的盲盒、丑萌玩偶、书签、冰箱贴、徽章等一

系列文创产品，让传统非遗文化以多样化的形式走近年

轻人。通过创新“非遗+食品”新模式，研发独具背铁棍

造型的食品，让游客在眼前一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舌尖

上的山西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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