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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given birth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digital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s been fully developed. The emergence of these technologies has changed people’s cog-
nitive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has continuously brought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
ment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If traditional folk art wants to make great progress in today’s society, it must conform to the technological 
trend of the times, master 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the new era, combin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
tional folk art, and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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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宁夏传统民间美术的发展与创新　
陈书玉　陆文军

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经济社会的发展催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中，数字化的多媒体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的认知行为、沟通方式，不断地对传统民间美术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与发展契机。传统民间美术要想在当今社会中
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顺应时代的科技潮流，掌握新时代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方式，结合传统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实现传统
民间美术的发展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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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传统民

间美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间美术

的发展无可避免地遭到严峻的挑战。“在思想、文化方面，

受现代艺术思潮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传统民间美术

日益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吞噬和同化，传统民间美术的价

值性和传统性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既有边缘化的困境，也

面临转型的契机”。[1]

2 宁夏传统民间美术发展的现状

宁夏民间美术的丰富性和民族性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一部分，代表了宁夏人民的智慧结晶和生活写照，经过历史

长河的沉淀与积累，形成了宁夏独特的民间艺术。只有充分

保持宁夏独特的民族特色，才能实现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

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

然而，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下，社会对传统民间美

术缺乏足够的关注，民间美术的发展陷入自生自灭的发展困

境，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和管理，先进的科技手段不能引进，

民间美术难以被有效的拯救、保留。随着宁夏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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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传统民间美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逐渐脱离了原有

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受自身发展的原因，宁夏传统民间美术

的传承方式过于单一，以师徒、家族、地域传承为特点的“言

传身教”是其主要的传承方式，因传承主体文化水平有限，

大多通过“口耳相传”的模式进行传承，这种传承方式虽能

生动、直观地进行传承，周期长，人群单一。同时，传统民

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也受地域性的限制，虽然文字的出现大

大扩展了民间美术传承的传播范围，囿于自身文化的局限性，

传播者和被传播者并不能精确地表达出技术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另外，在多元化的文化冲击，传统民间美术的吸引力减少，

年轻一代对传统民间美术的认可度降低，传承民间美术文化

精神的使命感降低，人才的流失导致民间美术传承面临“无

人可传”的困境。

3 新媒体为传统民间美术带来发展契机

随着日益上涨的经济，科技的进步，使新媒体技术更为

成熟，如近年来热度较高的全息投影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

能实现更大的信息承载力，动静结合的传播方式给我们带来

全方位交互式体验。

3.1 全息投影技术

“全息投影技术，又称虚拟成像技术，是利用干涉和

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记录和再现的技

术”。[2] 所谓全息就是对信息的全部再现，由 20 世纪 40 年

代英国物理学家发明的全息投影技术，因为技术原因从研发

就一直应用于电子显微技术中，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取得

实质性进展。

最早于在 2006 年法国 Adrien M 演出团推出全息投影视

觉舞台剧《灵动的流光》，后来这一技术在舞台、博物馆、

科技馆应用较多。

3.2 增强现实技术

“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AR）技术是借助计算机

图形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产生现实环境中不存在的虚拟对象，并

通过传感技术，将虚拟对象准确地放置在真实环境中，借助

显示设备将虚拟对象与真实环境融为一体，并呈现给使用者

一个感官效果真实的新环境，特点是虚实结合、实时交互”。[3] 

例如，2016 年在澳大利亚展出的《纯净之地：敦煌莫高窟》

AR 展览，用增强现实技术与游客实时交互展现精美绝伦的莫

高窟壁画展。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多样性，

虚拟重构对原物的复制能力、难辨真假的视觉效果、更大信

息量的承载力。还有一系列我们不可知正在发掘的优势，它

不该仅仅成为娱乐的工具或是商用的营销手段，更应该为民

族文化的发展创新增添更多的可能，代代相传下去。新媒体

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或许在未来的一天，它将炸裂式

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4 宁夏传统民间美术的发展与创新

4.1 发展构想

传统宁夏民间美术在农耕文明下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实体资料、老旧的照片受损和抽象的口头记

录无法完全肩负起保护与传承的重任。通过借助新媒体技术

的发展，不但能更好地保护中国文化软实力，而且能在传播

中变被动为主动，激活宁夏民间美术的生命力，实现宁夏民

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

利用新媒体创新，可以在展现宁夏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

行文化输出。宁夏民间美术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原生态民族特

色的保护。宁夏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各区域之间可能会有相

同民间美术种类的出现，在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过程

中，结合宁夏本地的实际情况，充分挖掘本民族区域特色，

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体现民族、历史的传承性，以当地民

族真实的状态为基础，深度挖掘区域文化、历史内涵，与时

俱进。

在保护宁夏民间美术的同时，协同多产业发展，以带动

宁夏农村经济发展。以宁夏民间美术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基础，

同时增加旅游业、旅游周边、餐饮业、传播服务等服务业的

比重，从单一的以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第一、二、三产

业协同发展，同时扶植以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为支柱产业的

服务业。

宁夏地区从上游民间美术的创作发展，到中游文化产业

的加工制作，再到下游旅游文化的推广，协同多产业链发展，

带动农民创业，促进就业，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实现农

民增收、创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4.2 创新策略

4.2.1 资源数字化

数字化可进行全面性记录和保存，保证多样性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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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传播方

式。“例如，宁夏西海固民间工艺美术的形式有很多，制作

材料和制作方法各有不同，利用 AR 技术可对宁夏西海固民

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需求”。[4] 新媒体环境下民

间文化离不开数字化理念与技术，西海固民间美术的记录、

加工、推广都需要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紧密联合。

从西海固民间文化深层次的传承需求入手，借助新媒体

手段全面性、系统性地剖析西海固民间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层

次，通过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将其记录、梳理、保存、保护，

建立相对比较全面、完善的西海固工艺传承体系与资源库。

数字化还可以系统地进行流程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大

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需要和新媒体技术和手段相融合，

利用先进的技术促进自身的发展，如 AR、全息投影技术等，

对西海固民间工艺过程进行记录、分析、研究，并进行系统

化分析。利用 AR 技术对民间美术文化进行整理与发布，形

成互动性网络平台，从局部化的艺术生产与创作，到系统性、

整体化的民间文化推广，乃至娱乐性、互动化的传播，从局

部流程分解，到系统化工艺流程分析，再到整体创新推广，

新媒体环境提供了成熟的解决思路和应用方法，激发了民间

美术的创新活力，延续了西海固民间美术的生命力。

4.2.2 内容创新化

运用视听创新对内容进行画面再创作，推动市场化进度。

以宁夏泾源回族民间故事为例，可将故事内容进行视觉化创

作，充分考虑到新媒体时代下技术创新和民间美术的特点，

合理运用新媒体的技术手段，结合现阶段人们的审美需求，

推动产业市场化，以获得长足发展。

在新媒体背景下，民间美术无论是从口耳相传的“耳朵

文化”，转变成书籍系列、剪纸系列的“视觉文化”，乃至

动漫创作的“视听文化”，都会有巨大的改变。“运用信息

化技术，对传统的工艺进行继承，将传统创作特点与现代工

艺创作特点进行有效的融合，使民间美术体现现代气息，有

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5] 例如，在民间故事这一艺术形式中，

利用文字记录和动漫进行再创作，并借助新媒体技术的传播

发展，赋予其全新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种内容化的创新也可应用于宁夏民俗的旅游、文化宣

传。风俗民情也可作为宁夏民间美术内容创作的一部分，同

样具有商业化、娱乐化的可能性。在宁夏本土民俗节日里，

通过数字动画和影像等技术，与民间民族节日相融合，增加

人们的观赏性和宣传性。同时，建立一些宁夏本土民俗文化

体验中心，加大民族特色的旅游宣传力度，在重大的民族节

日里，如祭祀文化、民俗文化，增加人们的体验感，有利于

民俗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4.2.3 情感多元化

第一，泾源回族民间故事除了满足当地娱乐活动，还要

对走向商业化的文字印刷和剪纸形式进行创新，进一步扩大

社会大众的情感需求，满足更多人对传统民间美术形式及内

容的情感需求。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一定要以社会

大众的需求为基础，从而进入市场，满足文化消费需要。可

结合 AR 技术作用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应用的发展，能

实现对传统民间美术等物质文化真实场景的再现，用动态互

动的方式实现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宣传。例如，针对传统民间

文化的手册和画像等宣传，克服了以往静态、被动的宣传方式，

让受众群众主动按个人需求选择内容，实时交互，加大了人

们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体验性和娱乐性，实现了对传统民间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第二，可以建立数字化博物馆，增强人们的体验感。宁

夏民间没事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艺术特点，文化系统性、

整体性传承发展需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和手段，丰富博物馆的

数字化功能。在保留原有本土民间美术民族性和艺术性的前

提下，针对消费者需求，有选择地对传统民间美术形式进行

融合创作。在博物馆的设计中，除了实物展示等，还可以利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数字影像技术和三维动画等形式，

对民间美术文化的制作流程、制作技巧、文化背景等进行展示，

利用 VR、AR、MR 等技术，加大人们的互动性和参与感，“寓

教于乐”，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和传

播工作 [6]。

5 结语

宁夏民间美术的创新与发展必定要迎合市场发展规律。

宁夏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除了对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内涵

挖掘外，还要加强外界环境对民间美术文化的接受和认可。

进入市场环境竞争，实现经济创收，以此能更好地促进宁夏

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的良性运转。

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整理、归类、拍摄、制作建立宁

夏民间美术资源库，实现宁夏民间美术资源基础数据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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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数字化；借助新媒体手段，实现宁夏民间美术作品的内

涵传播和视觉感受，多方位立体传播，增加艺术的感染力，

树立品牌文化资源优势；资源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资金和人

才，要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实现宁夏民间美术的现代化管

理与推广，提高市场化运作效率，把资源文化优势转变为市

场优势；充分利用市场环境，拓展市场渠道。

宁夏民间美术的发展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在社会化建设过程中，无论

是以农村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还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还是以文化软实力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的提高，

宁夏民间文化艺术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社会

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在新的环境因素下，社会对民间美术

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要求，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发展

中寻找契机，在机遇中求发展，不断实现宁夏民间美术的创

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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