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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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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treasure of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ain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ique 
artistic charm. Its unique charm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unique art forms, but also in the historical 
memory,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y carry. Th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re not onl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national 
wisdom, but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progress, with immeasurable social value. In the digital age,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to digitize, construct, inherit and innovat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o that this 
treasure can shine even brighter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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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数字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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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瑰宝，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独特魅力不仅体现在精湛的工艺
和独特的艺术形式上，更在于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智慧的结
晶，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在数字化时代，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非遗文化进
行数字化构建与传承创新，让这一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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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探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时，数字化构建无疑成

为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古老的非遗文化焕发出

新的生机。通过数字化手段，不仅能够精准记录非遗文化的

精髓，还能以创新的方式将其呈现给全球观众。数字化构建

作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正以其独特的优势，为

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精准记录、高效

管理、生动展示，数字化手段不仅让非遗文化得以更好地传

承，更激发了创新的火花，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

焕发出新的光彩。

2 非遗文化传承的数字化基础

2.1 数字采集与记录技术
在非遗文化传承的数字化基础上，数字采集与记录技

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技术通过高精度的扫描、摄

影和录音等手段，将非遗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民俗表演、

口头传说等珍贵资料转化为数字形式，实现了非遗文化的永

久保存和广泛传播。据相关统计，目前已有数千项非遗项目

通过数字采集与记录技术得到了有效保护，这些数字资料不

仅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也为广大公众

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和了解非遗文化的机会。

以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为例，数字采集与记录技术通过

高精度扫描，将剪纸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完美呈现在数字平

台上。观众不仅可以在线上欣赏到这些精美的剪纸作品，还

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仿佛置身于剪纸艺人的工作室中，

亲眼见证剪纸艺术的创作过程。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极大

地增强了观众对非遗文化的感知和理解。同时，数字采集与

记录技术还为剪纸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数字化

手段，剪纸艺术的技艺和风格得以被详细记录和传播，为后

来的学习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数字采集与记录技术作为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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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手段之一，正在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新的

活力。

2.2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平台
在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数字化存储

与管理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平台不仅能够有效

解决非遗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挑战，如资料散失、技艺失传

等问题，还能够通过高效的数据管理和便捷的访问方式，为

非遗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平台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如大数

据、云计算等，实现了非遗文化资料的高效采集、整理与存

储。例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便采用了先进的

数字化技术，对海量的非遗文化资料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与

存储，使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保存，不再因时间

流逝而消失。

在数字化存储与管理平台中，非遗文化资料得以被高

效管理与便捷访问。平台通过智能化的检索系统，使得用户

能够快速找到所需资料，大大提高了资料利用效率。同时，

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在线交流、虚拟体验等，

使得用户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感受其独特魅力。此

外，数字化存储与管理平台还为非遗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有力

支持。

3 非遗文化创新的数字化策略

3.1 数字创意内容的开发
在非遗文化创新的数字化策略中，数字创意内容的开

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创意性的数字内容，非遗文

化得以以新颖、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受众，从而激发公众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开

始尝试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

的数字创意内容。

以剪纸艺术为例，这一非遗项目在数字创意内容的开

发中展现出了新的活力。某剪纸艺术工作室与一家科技公司

合作，利用 3D 建模技术将传统剪纸图案进行数字化重构，

创作出一系列精美的数字剪纸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保留了传

统剪纸的精髓，还通过光影效果、动态变化等现代技术手段，

赋予了作品更加丰富的视觉体验。

在数字创意内容的开发过程中，创新性的思维与技术

的应用至关重要。非遗文化的数字化创新同样需要不断突破

传统思维的束缚，勇于尝试新技术、新手段，以创造出更加

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数字创意内容。同时，

也应关注数字创意内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传递，确保在创

新的过程中不丢失非遗文化的本质与精髓。

3.2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
在非遗文化创新的数字化策略中，虚拟现实（VR）与

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无疑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开辟了全新的路径。通过 VR 技术，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体

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仿佛穿越时空，与古老的文化遗产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例如，故宫博物院利用 VR 技术重现了

紫禁城的辉煌历史，游客只需佩戴 VR 设备，就能漫步在昔

日的皇家宫殿中，感受那份庄重与神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方式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也为非遗文

化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AR 技术则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将非遗文化元素与现

代生活场景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体验。以苏州刺绣为

例，通过 AR 技术，消费者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看到刺

绣作品的 3D 效果，甚至可以通过手势互动，了解刺绣的工

艺流程和背后的文化故事。这种互动式的体验方式不仅增加

了产品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也提高了消费者对非遗文化的认

知度和认同感。

此外，VR 与 AR 技术还可以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数字化采集与记录，非遗文化的各种元

素可以被精确地保存下来，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库。这些资

源不仅可以为非遗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便利，还可以为 VR

与 AR 技术的开发提供素材。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可以对非遗文化的受众群体、传播效果等进行精准分析，为

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3.3 数字化互动体验设计
在非遗文化创新的数字化策略中，数字化互动体验设

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这一设计，观众能够身临其

境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其的理解和认同。例

如，某些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重现了古代手

工艺品的制作过程，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匠人的工作坊中，亲

手体验传统技艺的精湛与细腻。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不

仅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度，还有效地传播了非遗文化。

数字化互动体验设计之所以能够有效促进非遗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关键在于其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统

的非遗文化传播方式往往受限于地域和受众群体，而数字化

互动体验则能够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将非遗文化传递给全球

范围内的观众。

此外，数字化互动体验设计还能够通过数据分析等手

段，为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收集观众

在数字化互动体验中的行为数据，可以分析出观众对不同非

遗文化内容的偏好和需求，从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供有针

对性的建议。这种数据驱动的保护方式，不仅能够提高保护

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为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

4 数字化构建中的非遗文化传承实践

4.1 数字博物馆与在线展览
在非遗文化传承的数字化实践中，数字博物馆与在线

展览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通过先进的数字采集

与记录技术，诸如 3D 扫描、高清摄影等手段，众多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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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资料得以被精准捕捉并永久保存。这些数字化资源

不仅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更为广大公

众打开了一扇了解非遗文化的窗口。

在线展览作为数字博物馆的延伸，以其便捷性和互动

性赢得了广泛好评。以“中国剪纸艺术在线展”为例，该展

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传统剪纸艺人的工

作室中，近距离观赏每一幅作品的细腻之处。展览期间，参

与人数突破十万，其中不乏海外观众，其纷纷留言表示，这

是他们首次如此深入地了解中国非遗文化，感受到了跨越时

空的文化魅力。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无疑极大地增强了非遗

文化的传播效果。

4.2 非遗文化数字化教育项目
在非遗文化数字化教育项目中，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将传统非遗文化的精髓融入数字化教育资源中，为

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平台。通过这一项目，旨在

激发更多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兴趣，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以数字化手段记录并展示多项非遗技艺，如剪纸、刺

绣、陶艺等，通过高清图片、视频教程以及互动体验等形

式，让学习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例如，

在剪纸技艺的学习中，学习者不仅可以通过视频教程了解剪

纸的历史渊源和基本技法，还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实践

操作，模拟剪纸过程，这种互动式学习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

习效果。

此外，非遗文化数字化教育项目还注重与实体教育机

构的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数字化教育资源

引入校园，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并了解非遗文化。与多所

中小学合作，开设非遗文化课程，通过数字化教学手段，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非遗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化素

养和审美能力。

4.3 数字化平台促进非遗文化传播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字化平台已成为促进非遗文

化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数字平台，非遗文化

得以跨越地域限制，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以某知名数字

化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将众多非遗

项目以虚拟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全球观众。据统计，自上线以

来，该博物馆已吸引了超过数百万次的访问量，其中不乏对

非遗文化充满好奇的国际友人。这种跨越国界的传播方式，

不仅极大地提升了非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为其国际

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字化平台不仅为非遗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更通

过互动体验设计，加深了观众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例

如，一些平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非

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如陶瓷拉坯、刺绣等。这种沉浸式的体

验方式，让观众在互动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

激发了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和传承热情。

5 结语

数字化构建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注入新活力，通

过精准记录、高效管理和生动展示，不仅让非遗文化得以更

好地传承，还激发了创新的火花，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

社会中焕发新生。数字采集与记录技术、数字化存储与管理

平台、数字创意内容开发、VR 与 AR 技术应用以及数字化

互动体验设计等，均在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非遗文化的传播效果和受众参与

度。另外，数字化教育项目和数字化平台的结合，不仅为非

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学习平台，还通过互动体验设计，

加深了观众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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