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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

逻辑机理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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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全面赋能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可

以理解为数字技术与红色文化资源的互嵌共生，即充

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效率高、

精准性强、辐射范围广的直接优势，赋能红色文化资源

创新转化过程中的多个节点。而穷尽技术赋能整个过

程的所有节点是不现实的。结合学界对数字技术赋能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与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

实践，将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关键

环节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运用数字化采集和存

储技术进行资源数字化建设，二是指借助数字化再现

技术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当代活化，三是指利用数字

媒介技术打造全方位传播矩阵，四是指区块链技术赋

能红色文化资源再生产过程中的版权问题。

数字赋能红色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关键节点分为

基础层、核心层、发散层和衍生层四个层级，其中基础

层是资源的数字转化，核心层是资源的创新活化，发散

层是资源的传播，衍生层是版权拓展。（一）基础层：数

字处理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化”。红色文

化资源的数字转化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从环境、资源

到活动的全部数字化。换言之，就是要立足红色文化

资源建构数字化空间，以延伸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

值。（二）核心层：数字再现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的

“数字活化”。数字赋能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与转化，

不仅是对红色文化资源表现形式的“数字转化”，更是

红色文化资源内容的“数字活化”，是红色文化资源在

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是红色文化的社会意义空间营

造。具体而言，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是外显层面

上红色资源的解构与重组的创新表达，是内隐层面上

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等精神意义的挖掘、拓展和延伸。

（三）发散层：数字媒介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

传播”。在数字、文化、信息交融的时代，红色文化资源

的传播与共享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空间，而呈现

出全方位、立体化、社群化的传播特征。通过数字媒介

技术的虚拟、仿真和投射，红色文化资源在网络空间和

现实场景下实现了内涵和价值的拓展与转移。以“媒

介技术”为支撑，以“互动传播”为突破，构建全方位、立

体化、多维度传播矩阵，激发受众与红色文化的情感共

鸣与思想共振，从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可持续传播。

（四）衍生层：区块链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的 IP 授

权。衍生层涉及红色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与 IP授权，目

的在于解决资源共享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红色文化资

源 IP授权的实质在于红色文化资源产权交易，即利用

知识产权转移进行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以“数

字版权”为连接点，实现数字化再生产的可持续，通过

授权激活社会力量对其数字化的投入，方可实现红色

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数字技术在推

动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数字技术赋能红

色文化资源创新与转化，仍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例

如，顶层设计薄弱；技术应用障碍；人才支撑不足；传播

媒介单一。充分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以数字技

术加速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以数字创意助力红色文化

资源创新，以数字营销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传播，以数字

版权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再生产，顺应数字转型与红色

文化资源当代发展的双重需求，是实现红色文化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政府—技术—人才—

传播”四维视角，本文从顶层设计、技术升级、人才建

设、体系构建四个层面提出解决当前发展困境的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是数字时代赋予红色文化发展的增

长点，不仅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技术

支撑，而且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引擎。在数字技术全面嵌入红色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中，无论是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化、创新活化，抑或

是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与 IP授权，数字技术都以智慧

的组织形式为其提供智能化、专业化、全方位的服务。

然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方式，在赋能红色文化发展

过程中，也面临着顶层设计薄弱、技术应用障碍、人才

支撑不足、传播媒介单一等层面的困境，降低了数字技

术赋能的效果。面对以上困境，需要从政策、技术、人

才及传播渠道方面予以纾解，从而促进数字化时代背

景下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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