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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区古镇老街图文数据库

我们用近5个月时间，扛着相机、带着测绘工具，把古镇的全景、航拍、
地面照片拍了9000多张；用专业软件绘制了总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把
每块砖的位置、每道梁的弧度都“锁”进数字里——哪怕未来某座老建筑因
改造需要调整，这些测绘图也能成为修复的“基因密码”。我们还对图片根
据中图法做了分类和编目。

我们用15段方言口述录像，把老人们的回忆“存”进了数据库：他们会
讲“从前端午，整条街飘着艾草香”，会说“那座石桥是光绪年间几个乡绅
凑钱建的”，甚至会哼几句失传的本地童谣。这些声音，或许今天听起来只
是“家常”，但当这些老人离去，当年轻一代不再熟悉这些细节，它们就会
成为南通文化的“DNA库”，让后人能听见、能触摸、能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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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古镇数据如何赋予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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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设互动点（扫码看老照片故事），线上线

下办展，联合创作者开发多元内容（小说、漫

画、短视频）

场景联动激活

动态运营
建立“过去-现在-未来”活态数据库，鼓励居

民/商户参与记录与解读，保持数据更新与温

度。

数字化交互
用3D/AR技术将老照片、图纸转化为可交互虚

拟场景，标签化数据支持快速检索与衍生内容

生成。

文化IP孵化
提炼老街文化符号，开发微故事、文创（手机

壳、拼图等），推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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