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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逻辑机理与创新路径
蒋　娟　樊　卿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文化）指的是全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被视为文化遗产重要构成的传统文化呈现形式，着

重展现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非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旗帜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有着较强的历史研究价值、教育价值和传承价值，成为

向世界范围内展示独属于中国的名片。基于新时期发展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都需要人们的不懈努力，从而实现拓展人文底蕴、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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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逻辑机理

在数字技术时代，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相互融合，推动了非

遗保护传承方式的创新和变革。传统非遗保护传承是“活态”的，

强调“见物不见人”，侧重“活态”的非遗技艺与文化空间；数

字技术非遗保护传承是“在场”的，强调“见人不见物”，侧重“活态”

的非遗技艺与文化空间。数字技术非遗保护传承以数据为核心要

素，通过对非遗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进而实现对非遗保

护传承的优化升级。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主要是指以非

遗数字技术为依托，采用数字技术与相关应用场景深度融合的方

式，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数据支撑、技术支持和产业发展等支持。

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逻辑基础主要包括技术、场景两个

方面。

（一）技术逻辑

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首先要建立起以数据为核心要素

的技术基础，这是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在非遗数字技术过程中，

非遗数字技术信息资源的获取、管理和利用成为实现非遗数字技术

的核心和关键。信息资源包括非遗记录、保存和利用过程中形成的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一定的

技术手段进行数字技术处理后存储在数字空间中。通过数字技术对

非遗记录、保存和利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进行采集，并借助数字技

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和呈现，形成非遗记录和利用过程中

形成的各类数据集合，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数据支撑。

（二）场景逻辑

非遗保护传承的核心在于非遗的活态传承，通过数字技术与

非遗保护传承的场景融合，能够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丰富的应用

场景。一是可以充分利用 AR、VR、3D 打印等技术，创建丰富的

非遗数字技术内容和应用场景；二是可以利用 5G 网络、区块链等

技术，实现对非遗相关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和利用；三是可

以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并在此基

础上对非遗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四是可以将传统非遗项目

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使其在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上更加丰富；五

是可以将非遗项目与智能家居系统相结合，构建一个集非遗展示、

体验、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应用场景。

二、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优势与关键

（一）数字技术对非遗文化传承的优势

非遗文化自身的特点是，它的受众群体和生活空间都是有限

的，它的传承和发展必须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来进行，这样才

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文化的实际传承和发展之中，让人们切

实地认识到它，并且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它的内在魅力。与传统媒

介相比，新媒介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

机遇。数字技术对非遗文化的传播具有如下优势：

首先，有利于扩大非遗文化的传承主体；最早的时候，非遗

文化的传承主体主要是在传承人中，而伴随着对非遗文化的保护

作用的日益突出，许多政府部门和文化部门都开始参与到对非遗

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队伍中来，从而在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一种

新型的非遗文化传承模式。但是，此类传播模式最大的缺点在于

其单向性，使得更多的观众只能被动地参与，其主动性还需要进

一步提高。在这个时候，新媒介的到来，真正地切断了传承者和

观众之间的边界，特别是在科技的帮助下，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

而是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和创作与非遗文化

有关的信息，渐渐地，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会大大增强，只有人人

都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会有希望。

其次，它有助于丰富非遗文化的传承内涵。数字技术是以先

进的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存在的，所以，它可以把非遗文化的面貌

和本质形象地展示出来，可以充分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

涵，从而使它的内容表现得更加丰富。我们都知道，非遗文化具

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精神内涵，若单纯以传统媒体为载体进行

非遗文化的传播，可以想象，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下，非遗文化的

内容难以形象、生动地呈现，从而直接影响到了传承的效果。与

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融合了图像、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元素，

并将观众喜欢的表现形式，比如 VR 技术，这也是为什么非遗文

化的内容会更加直观和生动，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在

观众心中激起强烈的思想和精神共鸣。

最后，有助于扩大非遗文化的传播途径。数字化技术为非遗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空间。在传统媒介的基础

上，大部分的非遗都是依靠口头传授，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

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新的信息技术

手段，如微博、短视频、微信、直播等，这些新媒体越来越受观

众们的欢迎和喜欢，从而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

（二）数字技术对非遗文化传承的关键

尽管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形式和

内容上都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由于其特有的特点，数字技

术在对其进行继承和弘扬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和问题。

因此，应该特别关注下列关键点：

首先要对非遗传承人给予足够的重视，保持其独特性。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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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的洗礼，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其中

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和思想内涵，我们不能让它毁在新时代的

人们手里。所以，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非遗传承人，

要对非遗传承人给予特别的重视，同时要对其进行适当的、适当

的创新，不能让它的原有特征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利用数码科技

的巨大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只停留在表面和表面，而应该

以保持它的特点为目标。而且，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注意他们的

心态和行为，让他们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看到他们，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其次是要把数字化技术融入到非遗文化的传播中去，把非遗

的故事讲好。考虑到数字化技术和非遗文化的特点和表现方式都

很鲜明，所以，要想将它们进行融合，就必须要找出它们之间的

共同点和共同点，这样才能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

境，并将数字化技术在传承非遗文化方面所特有的优势加以利用，

这样才能将“非遗”的故事真正地说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歌舞类的非遗文化中，它的传承方式以舞蹈动作表演为主，用

视觉上的刺激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也能让人们自发地参与到

传承的队伍中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vlog、直播等媒体

的方式来进行传承。对于民歌类的非遗来说，更多的是关注歌唱，

更多的是为了刺激听觉，这个时候，从传承的角度出发，可以从

网易音乐，喜马拉雅，荔枝等新媒体中找到一些以声音为主要表

现形式的新媒介。

三、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创新路径

（一）融合数字新媒体技术，引发群众对非遗文化的关注度

数字新媒体指的是结合互联网的多种数字媒体，其中包含短

视频类、自媒体平台、社交网络和有声平台等等，数字新媒体的

出现，使得非遗文化传承和保护环境产生巨大变化，着重体现在

非遗文化的传播形式更加多元。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出现也衍

生出自媒体这一新兴行业，不仅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提供就业岗位，

也有效减少文化传播的成本，普通人可以使用一部手机就可完成

对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分享，缩短非遗文化在网络平台中的距离感，

使得人们更加关注非遗文化传承。基于此，非遗文化传承人和相

关领域从业人员可以使用新媒体技术，结合直播、短视频等形式，

拓展非遗文化传播路径，依托于新的线上平台展示非遗文化内容，

并结合直播、短视频等特性拓展受众范围，依托于更为多元的新

媒体平台展示非遗内容，结合观众的线上互动传递更多专业知识，

并且在互动交流中明确群众对非遗文化的兴趣点和问题，围绕群

众感兴趣的部分创造出相关新媒体内容，以此作为非遗传承的创

新点，使得非遗技术在时代发展中呈现勃勃生机。比如，宁夏“乔

家手工皮艺”代表性传承人乔雪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从事皮艺

传承工作，通过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销售皮艺包等成品，让国内

外广大民众充分领略到手工皮雕的魅力。青岛“崂山剪纸”非遗

传承人苏霞坚持拍摄剪纸教学、剪纸文化活动等短视频，带领更

多年轻人参与剪纸非遗传播，激发更多民众对崂山剪纸这一非遗

项目的兴趣。

（二）融合动画处理技术，推动非遗文化和现代的融合

数字动画指的是选用极端及软件制作而成的动画作品。数字

动画可以助推形象生成，并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展现，将非遗元

素融合至生活之中，推动非遗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效融合。伴随

着《画江湖之不良人》《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雄狮少年》等

国产动画的出现，综合现代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

用动画的形式展现我国剪纸艺术、舞狮等非遗文化，不仅能展示

传统非遗文化目标，也可助推有关产业创新升级。此外，《大鱼

海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动漫影视作品的出

现和成功，一部分得益于取材于我国传统故事的电影体裁，深度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不仅可助推国产动漫的发展，

也能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变，赋予新的生命力，

加深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完美融合，上述内容都无法脱离数字

动画技术的实践应用。当下流行的 Motion Graphics 动画（简称 MG

动画），将电影语言、动画设计和平面设计等方面的技术进行整合，

并且和多种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已经成为很多非遗项目传承的新

形式。比如，苏绣、扬州漆器等静态的非遗产品，通过 MG 动画

呈现非遗技艺制备过程、用料等，这是静态非遗图像展现不具备

的优势，能够促使非遗在与现代文化融合过程中不断发扬光大。

（三）结合信息技术，健全完善非遗传承数据库

大数据的使用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日常生活产生十分深刻

的影响，基于非遗领域来看，使用大数据技术对于非遗文化信息

采集、存储、传播、保护等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非

遗文化传承更加宽泛。非遗管理部门需要和非遗文化传承主体之

间相互协作，选用信息化管理形式和先进技术检索，加强对非遗

文化资料的管理和保护，必要时也可建立非遗数据技术部门，为

非遗相关信息数据的存储和管理提供保障服务，确保非遗文化信

息系统的正常使用。在上述基础上，和非遗文化相关的文本、视

频资料、图片信息等内容都可融入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结合专业

人员对非遗文化资料进行加工和存储，完备非遗文化传承数据库。

比如针对蜀绣、手绘团扇等民俗制品，可以将相关传承人的数据

信息和不同时代的传承风格进行记录，尤其是将其应用于实践中，

深化对数据信息的管理，以成都大运会等相关活动为例，对蜀锦

和手绘团扇等非遗元素的运用作为重要素材，纳入非遗传承数据

库中，便于专家学者和后续传承人进行研究学习。另外，平台运

营管理人员也要定期整合非遗文化数据信息的访问人次、反馈问

题、人气指数等数据，便于科学的分析当前非遗文化发展的最新

动态，有助于完备非遗传承数据库。

四、结语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势必和信息技术完美结合，并且结合地区间非遗文化的特性，积

极建立非遗传承人制度和线上交流平台，推动非遗传承人的数字

技术培养，多方面结合，共同推动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当然，

时代的发展使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持续转变和发展，在传承非遗

文化的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时代特色，满足大众的

审美要求，如此才能够真正保障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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