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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joined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4, it has made great efforts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rrival of the digital era has not only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transmission media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enable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find a brand new way of existence.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with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ng digital platform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digital media be fully exploit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gital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has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path, employing various forms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and diversity of intangibl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us facilitating i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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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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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从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就在非遗保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不仅对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媒介进行了创新，还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只有加强数字媒体技术的应
用、加强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的融合、加强非遗文化传承数字化平台的构建，才能够将数字媒体的应用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基于此，论文重点针对数字媒体视域下的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旨在借助数字媒体形式下的各
种科技形式，对中国的各种非遗文化进行弘扬与传承，增强各种非遗文化在新时代下的生机与活力，促进非遗文化的推广
与发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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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建设质量。

但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

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甚至对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阻碍。数字媒体的发展，是中国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在新时代下的机遇。将数字媒体应

用到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数字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相
关概述

2.1 数字媒体与非遗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来，数字媒体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中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应用，使得非遗文化重新到

了特定的虚拟空间当中。例如，对虚拟现实（VR）技术加

以利用，就能够让观众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有一个直观、

生动的感受，进而引导观众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

作当中。另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应用，不仅对非遗文化的展

示形式进行了丰富，还为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效率的提高奠定

了基础。传统的非遗文化保护方式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

影响非常大。而利用数字媒体来保护非遗文化，不仅不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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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还能够实现非遗文化保存的长

期性与传播的广泛性。例如，对数字化存储技术进行合理的

应用，不仅可以将非遗文化资料的损坏与遗失可能性降到最

低，还能够有效保证非遗文化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表 1 为

非遗文化的保护方式。

表 1 非遗文化的保护方式

序号 保护方式 描述

1 立法保护
制定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为

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2
资料整理与

数据库建设

全面收集、整理非遗项目相关资料，建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数字化保存与管理

3 财政支持
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为非遗项

目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资金支持

4
生态保护区

建设

划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保持非遗项

目原始生态环境，促进非遗项目的自然传承

2.2 数字媒体在非遗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在数字媒体环境下，非遗文化传承工作的开展也获得

了巨大的机遇。数字媒体的技术性优势，使得非遗文化的传

承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虚拟现实（VR）技术的

应用，能够让人们直接通过 VR 眼镜观看戏曲表演，观察戏

曲演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认识和

了解非遗文化 [1]。其次，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也

能够对非遗文化的传承方式进行创新。即人们可以直接在手

机或平板电脑上，对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进行反复多次

的观看，直至对非遗文化的内涵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对非遗

文化的魅力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最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

体平台，也能够充当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非遗传承人只需

要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发布相关图片、文章或视频，就能够获

得非遗文化爱好者的关注与转化，进而扩大非遗文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同时，对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合理的应用，还

可以帮助非遗文化做好市场定位和受众分析，提升非遗文化

传承的针对性。

3 数字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路径

3.1 加强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
在数字媒体视域下，要想加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需要对数字媒体技术进行重点应用。首先，要充分意识到数

字媒体技术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虚拟现实

（VR）技术的应用，就可以为人们构建一个虚拟化的非遗

文化体验场景，让人们对非遗文化的魅力与价值有一个身临

其境般的体验。将虚拟现实（VR）技术应用到非遗文化保

护中意义重大。其次，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通过

多样化的方式展示出非遗文化的魅力，还能够为非遗文化的

传承带来全新的启发。例如，对数字化扫描技术和 3D 打印

技术进行合理的应用，就可以制作出一个非遗手工艺品的数

字化模型，然后再对这一非遗手工艺品进行个性化定制和批

量化复制。这样，不仅可以加强非遗手工艺品的保护，还可

以让非遗文化市场更具活动。最后，向博物馆借鉴经验，利

用高清扫描技术和数字化存档技术，将非遗文化的原始信息

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时，创建非遗文化数据库和在线展示平

台，通过相关数据资源的共享与互动，保证非遗文化传承工

作的顺利开展。

3.2 加强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的融合
在数字媒体视域下，要想加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需要加强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的融合。首先，借助数字化手

段，扩大非遗文化的传播范围，将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非遗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当中。例如，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

技术，让人们对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进行全程观看，以一种

沉浸式互动体验的方式，增强非遗文化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

与影响力。其次，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非遗文化的受众群体

需求进行分析，对非遗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然后从

数据层面支持非遗文化的创新。最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非遗文化进行创新。例如，可以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非

遗技艺的智能化分析与模拟当中，实现非遗技艺的传承与

创新。

3.3 加强非遗文化传承数字化平台的构建
在数字媒体视域下，要想加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还需要加强非遗文化传承数字化平台的构建。这样，既可以

让非遗文化拥有全新的传承路径，也可以以一种更加生动、

形象的方式呈现非遗文化，让普通人找到更多了解非遗文化

的平台。首先，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人们提

供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体验服务。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

工智能技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为非遗

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持续提高提供保证。其次，对非遗文

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进行严格的把控，每一个上传到数字化

平台中的非遗文化，都要经过层层筛选与考核。最后，在建

设非遗文化传承数字化平台的时候，还需要对普通民众的参

与性与互动性予以重点考虑，在数字化平台上专门开设一个

线上互动模块，引导普通民众在这一平台上进行非遗文化的

沟通与交流，保证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

4 数字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存
在的路径

4.1 专业人才短缺及应对策略探讨
非遗文化比较脆弱，如果在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出现疏

忽，非遗文化将有可能遭到破坏。所以，无论是非遗文化的

挖掘、收集、建档，还是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都应当交

由专业人员负责。目前，在各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机构中，

很多专家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非遗文化的保护又需要工

作人员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如果这些专家骤然退出，新的

专家没有培养出来，那么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会受到

较大的影响。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大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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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发展。首先，非遗文化传承保护

机构，需要与当地的高等院校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利用高等院校的课堂教育形式，加深学生对非遗文化的理解

与认识，激发学生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的兴趣 [2]。教师在讲

解非遗文化相关知识点的时候，可以适当地融入一些与之有

关的内涵故事，让学生充分意识到非遗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其次，政府部门要制定出明确的政策条文，引导非遗文化传

承朝着职业化方向发展。只有将非遗文化传承人作为一种职

业，并让年轻人了解到这一职业，才能够保证非遗文化传承

人的年轻化发展。最后，对现阶段的非遗文化传承人，要加

强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使其在数字媒体视域下，将更多

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到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当中。同

时，设立专门的非遗文化技能考试，由行业专家对参与考核

的人的技能水平进行等级评定。这样，既可以发现更多优秀

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能够让整个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领域

更具发展活力。

4.2 经费短缺困境及创新筹资路径探索
在历史因素的影响下，非遗文化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农

村地区。要想对这些非遗文化进行普查、建档、研究与开发，

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需要相关部门投入足够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却是各地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基

层文化馆，经济实力非常薄弱，根本无法维持非遗文化保护

工作的正常开展，甚至某些存在巨大文化价值的非遗文化也

在逐渐走向消亡。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加大非遗文化

保护方面的经费支持，对非遗文化产业链进行延伸，对非遗

文化的资金来源渠道进行拓宽。直播带货是近几年来互联网

平台的热潮，非遗文化传承工作的开展，也应当加入这一热

潮当中，通过直播的方式将非遗文化展示出来。在积累了足

够的粉丝量之后，非遗产品在直播间的售卖业绩也就越来越

少 [3]。这样，不仅可以对非遗文化的产业链进行延长，还可

以让非遗文化的经济价值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当资本家愿

意投资非遗文化产业的时候，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就拥

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5 结语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非遗文化保护与传

承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论文从数字媒体视域出发，深入

探讨了数字媒体在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和路径，并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数字媒体技术为非遗文化保护与传

承提供了新路径，增强了传播效果与互动性，但专业人才和

经费问题仍是挑战。为此，应推动非遗文化传承职业化，加

强传承人培养，并争取国家和社会经费支持。结合互联网平

台，探索创新方式，促进非遗文化产业链发展。总之，数字

媒体在非遗保护中作用显著，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确保非遗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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