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讯飞苏州研究院AI方言保护计划《姑苏琐记》

◆ 品牌名称：科大讯飞苏州研究院

◆ 所属行业：3C，人工智能

◆ 执行时间：2021.12.01-2022.08.30

◆ 参选类别：公益营销类



背景&目标

背景：

科大讯飞多年来持续深耕于方言的语音识别与合成，目前在输入法工具中已支持23种方言识言应用，讯飞

的苏州研究院从2018年开始在苏州方言的AI识别、合成两个板块不断进行语料积累，同时也更深刻感知到苏

州方言在传承延续上岌岌可危的处境。

苏州方言作为吴语主要的方言之一，承载着昆曲、评弹、苏剧等苏州多种地方戏曲及其表现形式，也承载

了苏州悠久的历史和习俗，是苏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更是苏州人的生活语言，这种承载着姑苏文化的

独特印记伴随着苏州人的成长。但随着城市版图扩张，苏州外来人口占比增长至70%以上，本地方言的使用

土壤逐渐缺失、社会功能消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有10%不到的苏州人会说相对地道的苏州话， 并且还

存在十里不同音的问题，所以用技术的手段留存、保护、开拓苏州方言，就显得重要而急迫。

苏州讯飞经过3年多的不断前行与尝试，苏州方言识别与合成系统在拟真度、准确度等指标上获得相对可喜

的进展，那此时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听到AI合成的苏州话”，如何让大众“了解方言的传

承价值”，如何让年轻人“重新认识方言”，如何找到AI方言的“应用场景” ，于是我们开始了此次项目的

策划。



背景&目标

目标：

1.通过借助Z世代喜闻乐见的短视频模式与传统文化迷们聚集的“汉服圈”， 唤起当代年轻人

对方言的共情；

2.通过短片营销推广从媒体端唤起公众对于方言文化的重视，为方言保护和传承创造新机遇；

3.通过AI技术+艺术创作的跨界联动，用技术手段赋予传统文化以活力开辟方言应用的新场景，

有效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4.通过企业力量的支持，让热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创作团队，为更多观众看到；



背景&目标



洞察&策略

1.方言的传承需要进入年轻人的世界，AI方言的“听觉”一定要与短视频的“视觉”联合在一起。

根据苏州讯飞对于本地资源的调研发现，目前深耕在苏州方言的专家学者以及艺术工作者，大多年龄在40岁+，他们治学严谨，对地

方风物的感情也很深厚，但因为内容策划上难以触动90、00后的“神经”，所以方言文化要传承一定不能“放过”90、00后。在标

定了“Z世代”作为受众的同时，我们也明确了需要与年轻的UP主共同进行内容创作。

2.聚焦圈层文化，跨界破圈，化学反应更精彩。

苏州方言作为吴侬软语的代表，背后是富庶江南水乡的文雅印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时热闹的人间烟火，最适合操起咿咿

呀呀的姑苏方言。为了更快展现方言与传统文化之美，同时传播落点要具备“玩起来”、“爱分享”、“爱传播”的圈子特点，我们

锁定了汉服领域。汉服+苏方言+传统美学+AI技术，一场跨界破圈的尝试，雏形渐显。

3.AI技术落地+小而美的内容创作，结合在双方对方言传承与乡土区域文化都有强烈的守护意识。

通过初步调研，发现汉服UP主群体庞大，质量良莠不齐，对”美“的认知标准极其多元。通过进一步沟通，我们圈定了合作方一定要

有”方言基因“，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复原要有足够的坚持，同时商业化色彩不要太过浓重。对于此类公益性项目，双方对于出品的坚

持和传承此类传统文化的责任心，是支撑双方合作的最重要核心。深耕在方言与区域文化美学的“蜃楼志STUDIO”与我们走到一起。



洞察&策略

1. AI方言的展现，不能喧宾夺主。

AI苏州方言还存在少许电子音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这一技术，就是影响到整体视频的美感与完成度。AI方言是来自“未来”的声音，

作为旁白在内容之外，讲述道理与情感的流动，更有一种“未来人讲述古代事”微妙反差带来的惊喜感。

2. 方言+苏州文化，庞杂的体系中，要以“人“的生活细节，窥见文化之美。

在创意阶段，我们参考了代表性的地方古书《吴郡岁华纪丽》、《长物志》等记录姑苏区域生活讲究的古书，苏州代表文化多而庞杂，

时代变迁也对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从大处着眼，很难用8分钟的视频体量讲清楚。最是人间烟火动人心，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片段，即能表现地方四时不同的习俗风物，也能看到方言沟通中的地区思想特点，落地于此，对地方特色的表达更具温度和人情味。

3.古代年轻人与现代年轻人的共情。

时移事异，我们在讲述古时候的生活琐事，但是其中的情感脉络和道理感悟，不能悬浮在空中。要想打动年轻人，我们在讲述古时候

的年轻人所思所想的时候，对主题的把握就不能太过局限在时代，最终我们选题在女性互助、朋友互助以及人要为善三个方面。



媒介&执行

第一部《姑苏琐记·金缕衣》，聚焦“首部AI方言配音片”的主题，重点突出技术的尝试创新与品牌，媒介匹配的集团自

有自媒矩阵（集团内宣、微博造势），地方官方媒体、方言圈媒体与时尚圈媒体。

第二部《姑苏琐记·懒画眉》，以“方言+文艺复新”为宣推核心，增加了苏州传统文艺“昆曲”为表现内容。为加强

“方言保护计划”与AI苏州方言系列短片的渗透，根据苏州方言相关特点，以省级头部党媒-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为共建

共宣单。与首部进行差异化推广，标定昆曲+方言传统翻新-“文艺复新”为核心，从共建单位中筛选江苏文艺广播为纵

深渠道，充分链接“方言” “听觉”“文艺” 几个关键词，通过三档专题节目与十余条口播新闻，找到短视频传播的

“新窗口”。

第三部《姑苏琐记·天仙子》，此次策划为《姑苏琐记》全系列终结篇，加入原创虚拟人角色，AI方言+数字孪生，打造

科技感与美感炸裂的“苏州仙子”。以讯飞AI方言及数字虚拟人技术两大AI能力加持，标定传统文化爱好群体、地方方

言保护者外，也打造古风高保真数字孪生虚拟人，链接元宇宙，初探虚拟人IP。从内容丰富程度、技术投入程度、整体观

看感受等多方面，做到全系列最佳，为完成三部曲画上圆满句号。



媒介&执行



效果&反馈

《姑苏琐记》项目以B站、微博、PR稿件为主要宣发渠道，标定传统文化及文艺与AI方言的创新融合，上线以来，项目整体

曝光近一亿两千万，播放量超百万，参与互动人次近10万。在传播过程中无成本覆盖4大主流媒体，新华社新闻稿累计浏览量

100w+，学习强国报道，新华日报电子版采访报道，其中光明日报相关报道登上苏州市中考语文卷，成为数万考生的考题。

项目获得网民好评，对苏州方言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部分网友评价：

✓ “挺好的，吴语流失严重，要是能通过科技进步，用AI将她保存下来，真的是太好了。”

✓ “我之前听室友说吴侬软语特别好听，然后我去b站抖音搜了，发现说吴侬软语视频不多，也有可能是我当时搜索能力不行

。后来我就在苏州评弹里听别人唱吴侬软语。没想到今天刷到这个视频，这视频做到很有意义”

✓ “感谢讯飞，你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感谢蜃楼志，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古代影像记录，因为明代能买得起摄像机的

人家还不多，所以资料留存很少，加之历代战乱，遗存更是稀有，没想到蜃楼志保留了这么多。”

✓ “我是苏州人，身边同龄人很多都不会苏州话了，我真的很感动能看到现代化技术的同时听见苏州话。”



效果&反馈

B站：

联合蜃楼志以共创形式发布正片，该科技品牌官方自媒体转载，共计视频播放量100万+，互动人次6万+



效果&反馈

微博：

#方言保护计划#话题，传播期间话题累计新增讨论量4500余条。并撬动约150位传统文化类博主转发。传播期间，正

片内容登上人文日榜第三名，登上热搜第三名。



效果&反馈

公关媒体：

获头部党央媒新华社、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学习强国等关注报道，新华社报道发布前3天浏览量达50万；登上新华

日报APP交汇点首页推荐，吸引记者采访登上新华日报电子版；

全网“公益文化短片”、“金缕衣”“懒画眉”、“苏州讯飞”、“方言保护计划”、“讯飞输入法”等关键词资

讯首页展示，形成“讯飞输入法方言保护公益短片”新闻聚合。PR稿件媒体发布覆盖多类媒介资源，包括新华日报、

苏州发布、现代快报、荔枝新闻、九派新闻、扬子晚报、文汇报、南京日报，香港中文网、园区政府发布、江苏商报、

新浪苏州、苏州日报，中国日报、中国网、中华网、北青网、凤凰网党媒央媒资源，科技类主要覆盖中关村在线、太平

洋电脑、IT之家、驱动之家、驱动中国、IT168、天极网等 ，自媒体方面语言类公众号语宝、苏白学堂、浙江乡音等跟

进报道。



效果&反馈

市场反应：

✓触达江苏省委宣传部，获江苏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处长高度认可并转

发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紫金文化艺术节”官方账号主动发文推广；

✓渗透传统文化和文艺圈层，获昆曲艺术家单雯、学者刘亭、方言传承

人予安等社会各界人士肯定与褒赞；

✓被教育局选入2022年苏州市中考语文卷；

✓获苏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号“苏州发布”关注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