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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

程”,开启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 “非

遗”)的数字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非遗数

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重视,美国、法国、日本等国

家先后启动文化机构馆藏资源的开放数据库建设工

程,并通过在线视频、游戏、教育、互动平台或项目为

民众提供非遗数字访问、数字体验和数字参与等机

会。 在我国,在对非遗进行抢救性保护的基础上,数
字化使得非遗超越时空局限,营造出从传统到现代、
从本土到跨越、从现实到虚拟的新兴场景。 在文化

数字化成为国家战略的当下,从数字化角度探讨非

遗的保护与传承、创作与转化以及传播与体验场景,
构建非遗的数字化场景体系,对于强化非遗在当代

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助力中华

文化全景呈现和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一、非遗数字化的历史阶段、主要特征及场景

态势

我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经历了从记录、保存、展

示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实践历程。 在数字时

代,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将来自传统的非遗予以活态

展现,为大众营造身临其境之感,数字化场景的构建

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非遗数据库、线上博物馆等

的建设为非遗数字化场景的构建奠定了基础,非遗

在形态、传播和体验方面的数字化特征也为非遗数

字化场景的构建提供了方向。
(一)从“入库”到“在场”:我国非遗数字化的历

史阶段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非遗

资源,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迁,非遗

的生存与保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新形势。 200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及非遗的数

字化保护,包括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在非遗研究、认
定、保存和传播中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

等。 自此,我国开始了近 20 年的非遗数字化理论探

索与应用实践,依据数字化介入的程度及表现形态,
可将这段历程划分为“入库” “上线” “在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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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一是“入库”阶段(2005 年至 2012 年)。 原文化

部通过一系列的工程和规划,开启了国家层面的非

遗数字化工作,包括 2005 年批复中国艺术研究院启

动建设中国非遗数据库,2010 年再次依托中国艺术

研究院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

程”,并在 2012 年发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的任

务,即以非遗的各类数据库建设为主要内容,搭建覆

盖全国的数字化保护系统平台。 与之相应,学者们

在这一阶段着重对非遗数字化进行概念阐释和技术

研究,围绕“数据库”“档案馆信息化建设”“虚拟 / 数
字博物馆”“数字化图书馆” “数字化 / 新媒体影像”
等主题探讨了非遗的数字化存储与展示。 基于文化

遗产数字化[1](p8)的定义,黄永林和谈国新(2012)提
出“非遗数字化是指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

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将非遗转

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

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

加以利用” [2](p49-55)。 这一论述全面且前瞻性地强调

了数字化技术对非遗转化复现和创新利用的作用。
二是“上线”阶段(2013 年至 2016 年)。 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心成立两年后,
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于 2013 年基本建成,
包括基础标准、业务标准和门类保护标准[3](p14);同
时,国家非遗数据库基本建成,非遗数字化管理系统

软件研发完成。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迎来井

喷式发展,新媒体技术的革新和生态变迁使得学者

们开始关注非遗的传播问题,如分析非遗的网络传

播形态(达妮莎,等,2014)、新媒体传播平台(尚春

燕,2015)、移动互联网与非遗数字化传播关系解析

(权玺,2016)。 同时,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非遗数字

化保护的方法、机制和策略(钟蕾,等,2013;杨红,
2014);数字化传承视域下非遗分类体系,如多层次

分类① 或双层四分法② (黄永林,等, 2013;杨红,
2014);非遗数字化技术如大众标注、关联数据等采

集存储技术(刘向红,2014;董坤,2015),资源描述、
语义揭示、元数据、可视化、动作捕捉等形态转换技

术(施蕾,2015;蔡璐,等,2016;翟姗姗,等,2016)以

及新媒体技术、三维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等展示应

用技术(张旭,2015;吕燕茹,等,2016),并对非遗数

字化的知识产权问题(邵燕,2014)和数字技术介入

非遗传承的理论及路径 (常凌翀,2014;宋俊华,
2015;王明月,2015)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是“在场”阶段(2017 年至今)。 这一阶段,非
遗的传承发展获得了更广范围的认同与实践,线上+
线下的传播、体验及消费场景逐渐形成。 一方面,非
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进一

步确立,2017 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和《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均提

出要利用现代技术、网络媒体及平台传承、传播和推

介非遗。 另一方面,非遗通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的发展进一步走入人们的生活。 例如,2019 年《关于

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突

破非遗传承发展等领域的系统集成应用技术,“开发

内容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化体验的技术应

用系统平台与产品”;2020 年,《关于推动数字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

字化,支持非遗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鼓励非遗传承

人在网络直播平台开展网络展演。 2021 年以来,相
关政策的发布更加频密,其中既有面向非遗的专项

政策,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2021)、《“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

划》(2021),也有将非遗及其数字化发展作为国家文

化战略的相关政策,如《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意见》 (2022)、《“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2022)。 政策的不断出台促进了非遗数字化的蓬勃

发展。 2018 年,中国非遗保护中心启动了“全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非遗数据

库、数字博物馆、短视频、直播(电商)、云节展等数字

化场景进一步发展,形成虚实结合的展示与体验场

景。 学者们则紧跟时代潮流,主要从文化产业、“互
联网+”、数字人文、文旅融合、IP 转化、媒介传播及

场景重构等角度对非遗数字化展开研究。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非遗的数字化已形成以

传承人群体、政府、企业、学界、大众等为主体的传承

与发展体系;非遗已不仅仅是被保护被展示的对象,
而是被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成为我国文化

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非遗的数字化也

从技术主导转向内容创新,为科技赋予色彩,丰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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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美好文化生活。
(二)从形态到体验:非遗数字化的主要特征

非遗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形态、传播和体验的数

字化。 其中形态数字化是基础特征,传播数字化和

体验数字化从中衍生而来,并与形态数字化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图 1)。

图 1　 非遗数字化的主要特征

1. 形态数字化

非遗的数字化首先体现在形态的数字化,包括

对非遗的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纹样、动作、技艺、
流程、空间、环境等要素的数字化,承载于数据库、数
字博物馆等存储与展示平台。 不同非遗项目的采录

和呈现适配不同的技术形式。 数字影像是非遗最基

础的虚拟形态,即利用数字摄像设备进行记录,通过

后期处理形成图片、视频等数字作品。 数字影像具

有纪实性、跨时空性和直观性,尤其是动态的数字影

像既能够真实生动地再现非遗,又能通过叙事、拍
摄、剪辑手段彰显非遗的价值内涵与艺术表现。 近

两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藏品异军突起,也成为

一种颇受青睐的非遗数字化形态。
2. 传播数字化

随着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融合发展,非遗的

数字化传播呈现出四大趋势。 一是传播主体更加多

元。 非遗传承人、非遗机构与非遗网络社群活跃互

动,形成非遗的线上社区。 二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
“两微一端”、直播与短视频等形成了立体、开放、动
态的“指尖”传播体系。 三是传播内容更加丰富。 通

过融合新技术对非遗原生态的表现形式进行跨媒介

转换,再造新的表现形式[4],如以非遗为主题的纪录

片、短视频、网络综艺广受欢迎,提升了非遗在当代

的趣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四是传播受众更加精

准。 当下非遗视频传播大多基于大数据、AI 算法进

行智能推荐,未来 AI 将在非遗智能化传播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5](p87-94)。
3. 体验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使传统非遗时空转变为混合时空,
数字信息与物质样态共存,提升了非遗的可及性和

体验性[6](p198-206)。 随着“云端”时代的到来,360 度或

720 度立体式、全景化非遗云端展演也悄然兴起,如
《龙凤呈祥》 《唐宫夜宴》利用数字技术增强了舞台

创作的表现力,以 5G、VR、AR 助力高清、沉浸式演

播。 线下沉浸式空间和业态的热潮中,数字技术的

介入也变得必不可少,如博物馆利用全息、交互式数

字技术推出非遗类实景游戏或互动游戏。 诸如《匠
木》《东家》《梨园行戏曲》等非遗主题的手游、购物

或社群交流等应用程序也在不断推出,让非遗体验

变得随时随地、触手可及。
(三)从现实到虚拟:非遗数字化的场景态势

经过近二十年的系统性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创

新条件不断成熟。 在“数字原住民”已成为社会主体

的情况下,非遗数字化影响着其线上和线下的保护、
传承乃至消费行为。 通过对非遗数字资源进行有效

开发和传播,不仅能够实现对非遗本体的最优化保

存与呈现,还能放大和延伸非遗价值,使其更好地融

入当代生活。
“场景”( scene)最初是指戏剧的布景或电影的

场面,后引入文化研究,指基于一地的文化生活设

施、多样化人群和活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这一本土

场景可通过印刷、广播或数字技术形成跨域场景和

虚拟场景,从而形成更大的生态网络 ( Bennet &
Peterson,2004;Taylor,2005)。 以克拉克教授为代表

的新芝加哥学派将“场景”纳入区域发展及城市创意

社区的研究范畴,并系统构建了场景理论,通过三类

共计 15 个维度的设计,对社区的生活设施进行量化

分析, 从 而 获 得 社 区 的 文 化 特 征 和 价 值 取

向[7](p29-35)。 依据文化研究领域的场景意涵,非遗的

传承与发展可分为本土场景、跨域场景和以数字化

技术为基础的虚拟场景。 随着非遗走入生活,学者

们也开始关注非遗的场景化发展。 例如,金元浦等

(2020)认为,应依据非遗在当代的生命力对其进行

不同的场景化保护;另有学者尝试构建中国城市非

遗传承场景评价指标体系(陈波,等,2020),对“非遗

+旅游”融合发展场景(刘中华,等,2021)、博物馆非

遗展览展示场景(林淑娟,2021)、非遗生活性保护场

景(郭新茹,等,2021)等进行研究。 随着非遗数字化

的推进,非遗的数字化场景或虚拟场景也走入学者

的视野,如以云游博物馆为例对虚拟文化空间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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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维度及评价研究(陈波,等,2021),对文化遗产

虚拟场景维度进行设计与评价(陈波,2022),以及对

数字化时代文化旅游场景进行研究(夏蜀,等,2022;
汪妍,2022)。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采用媒介

场景(context)的概念,即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
数据、传感器以及定位系统的技术背景下[8](p11),从
“互联网+” “5G 时代” “媒介融合” “AR、VR 技术”
“人工智能”“直播+”的角度研究非遗传承、传播的

媒介新场景。
2022 年 5 月,国家发布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出到

2035 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实现中华文化全

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由此,非遗

数字化场景的分析与构建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非
遗的数字化场景指借助数字化技术形成的以数字形

态、数字传播和数字体验为主要特征的传承与创新

空间,包括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场景,
创作与转化场景和传播与体验场景。 以下即对这三

类场景进行分析。
二、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场景

保护与传承是非遗的基础性任务。 借助数字化

技术,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场景主要包括非遗

数据库、非遗数字博物馆和非遗数字化教育等。
(一)非遗数据库

非遗数据库是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基石。 非遗数

据库具备标准化著录、结构化存储、多元化检索查

询、网络化访问共享等功能,直接用于非遗及其相关

资源的保存与管理,直接辅助非遗项目的保护和

传承[9](p122)。
目前我国的非遗数据库已形成以中国非遗数据

库为代表的国家级或地方综合性数据库,以中国服

饰文化集成、中国音乐总谱大典等为代表的专题资

源库,以及项目资源库、传承人资源库、科研库、普查

库等在内的数据库体系。 由于非遗档案管理和数据

库建设属于基础性工作,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
管理现象的存在使得非遗数据库建设长期处于初级

阶段。 唯有加强非遗数字化建设标准研究制定,以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可持续扩展及提升的非遗数据

库体系,健全数据分享动力机制,真正实现数据库资

源的共建共享,才能为后续探索市场化、场景化利用

奠定基础。

此外,一些民间组织和商业机构也在尝试建设

非遗数据库,并在使用上进行新的探索。 例如,纹藏

致力于挖掘复原、梳理再造中国纹样,深入田野按照

历史、地域、民族、载体(工艺)、题材等脉络交叉塑造

纹样数据库系统,已开发出 200 余个专题纹样数据

库,设计出数万组纹样的信息和模型[10],实现从转录

到转译的模式转变。 同时,纹藏与深圳大学、贵州大

学、西安美院等高校以及中信出版社、腾讯游戏、阿
里巴巴等文化或商业机构合作,在学术端构建纹样

学体系,形成纹样情报学、符号学、数据学三大支撑;
并与市场资源整合,于产业端赋能规模化市场应用,
打造纹藏产品生态链,包括纹样数据库授权、专题开

发、文化展示空间、图书出版、文创研发等。
(二)非遗数字博物馆

非遗数字博物馆是数据库的衍生,是非遗数字

化的重要展示载体。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非遗数字

博物馆上线,主办方既有省、市、区政府,也有高校或

科研院所;上线类型既有综合类,也有专题类、行业

类。 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是我国目前

最权威、最全面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展示平

台;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建立的“ZHI 艺”非遗虚拟

展示平台则聚焦传统手工艺,从认知、制作和智识三

个层面展示手工艺之美。
非遗数字博物馆通过提供资源检索、在线展览

和互动体验等服务,以更加全面、直观、灵动的方式

展示非遗的多元信息,让大众能够更加便捷地了解

非遗的全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实体场

馆不时地暂停开放,数字展馆或线上展厅成为人们

观展的主要途径,以全景式云游故宫(WEB 端 / 微信

小程序) 或以直播 / 短视频形式云逛故宫 (抖音

APP)为代表的云游云展服务渐渐兴起。 另外,非遗

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积极推进智能场

馆服务,通过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结合,以图文影

像超链接、全息投影、智能互动的方式,让非遗线下

展示空间变得更加鲜活,叙事更为形象,更深层次地

诠释非遗内涵与价值,从而满足参观者多层次的感

官体验和文化需求。
(三)非遗数字化教育

非遗数字化教育是非遗数字化传承的重要组成

部分。 数字技术对非遗的传习和普及有着积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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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方面,可基于数字化技术研发新的教育方案;
另一方面,可通过数字空间突破非遗的时空界限,以
技术媒介调整、引导和改善教育措施,丰富非遗的教

育形态[11](p121-142)。
一些非遗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已开始对非遗

项目及相关知识进行课程录制,以互联网为平台进

行普及教育。 如国家非遗馆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

官方账号和腾讯会议等直播“中国巧手” “艺海拾

遗”等非遗美育课程,并在官网上提供永久的直播回

放;苏州博物馆的“再造云课堂”也推出了“苏艺天

工”和古琴、漆艺等线上非遗主题课程。 2020 年 3
月,微博非遗、文旅中国新浪地方站联合全国各地非

遗保护协会发起微博非遗公开课活动,推出蜀绣、苏
绣、青城武术、佛山木版年画等 68 项非遗节目,话题

阅读量超过 17 亿[12]。 非遗数字化教育不仅面向大

众,还面向非遗传承人群体进行专业培训。 2022 年

6 月,腾讯社会研究中心联合微信在线上开展非遗传

承人数字技能专题培训,旨在帮助全国非遗传承人、
非遗机构和店铺更好运用微信视频号、小程序等数

字工具,提升非遗传播和产品销售技能。 此外,在短

视频和直播平台,一些非遗手艺人开设自媒体账号,
展示个人作品、分享教学视频、讲解非遗知识,拉近

了非遗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非遗研究机构也通过线上研讨会或培训助力非遗及

其数字化研究。
三、非遗数字化创作与转化场景

非遗的数字化创作与转化是非遗创新发展的关

键。 非遗通过艺术创作、创意转化的方式形成了以

影视综艺、动漫游戏、数字藏品等文化业态为代表的

数字化场景。
(一)影视综艺

随着数字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

兴起,融入非遗元素或者以非遗为主题的影视综艺

迎来创作高峰。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是

戏曲艺术表现的创新之作;电视剧《梦华录》中的

“茶百戏”、《芝麻胡同》中的酱菜制作技艺以及《大
河儿女》中的制瓷技艺凸显了非遗背后的文化记忆

与文化传承。 各地卫视推出了《传承者》 《非凡匠

心》《百心百匠》等综艺节目,河南卫视凭借“奇妙

游”系列节目一跃成为备受期待的电视台,特别是

2021 年端午节晚会上的水下舞蹈节目《祈》令人惊

艳。 众多优秀的非遗纪录片也让原本小众的题材呈

现于更多人的视野,并对所体现的技艺、文化进行了

具体且深刻的阐释。 如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以故事化手段再现地方非遗美食“记忆中的味

道”;《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文物修复师的日常工作

展现了故宫博物院里的非遗及其保护过程;地方非

遗纪录片代表作《天工苏作》选取苏式船点、宋锦、核
雕等 9 项苏州传统工艺,以非遗传承人视角为观众

展现了一座精巧绝伦、秀外慧中的苏州城,这一纪录

电影还在全国 56 个城市上映,并走出国门,实现“文
化出海”。

(二)动漫游戏

目前,动漫、游戏与非遗的结合主要表现为围绕

某一(类)非遗项目进行 IP 开发或提炼元素使其以

角色、道具和故事情节等方式呈现,动漫游戏里的虚

拟空间逐渐成为非遗生存发展的平行空间。 例如,
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白蛇 2:青蛇劫起》以现代表

达重构了传统白蛇传传说;《雄狮少年》则以国家级

非遗项目狮舞(广东醒狮)为线索,以地方少年的成

长为主线,上演了触动人心的故事;拥有大量粉丝且

持续更新的《狐妖小红娘》 《一人之下》等国产动漫

与相关非遗项目“联姻”,携手展现非遗魅力。 手游

《一梦江湖》在其构建的游戏世界中设计了大型非遗

街区,展示了如龙泉青瓷、苗族刺绣、西湖绸伞等多

个非遗项目;手游《王者荣耀》与越剧《梁祝》进行联

动,通过动作捕捉技术采集越剧传承人的演绎,再赋

予游戏角色上官婉儿,让玩家在使用相关游戏道具

时能够欣赏到精美的越剧动作和细腻的情感表达,
从中感受到越剧的魅力。

此外,以教育或科普为目标的严肃游戏日渐得

到关注,如榫卯主题的功能性手游《匠木》。 随着体

感设备、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普

及,如花腰彝舞蹈、京剧等非遗项目的体感交互游戏

也开始出现[13](p35-45)。 故宫博物院在传统文化的创

意转化上走在国内前列,不仅打造了故宫系列 APP、
网页和小程序应用,还围绕游戏、动漫、音乐、IP 开发

等与腾讯展开深度合作,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探索

文化遗产领域的前沿科技,推出了《故宫回声》主题

漫画、《故宫:口袋宫匠》小程序游戏、《睛·梦》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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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古画会唱歌》NEXT IDEA 音乐创新大赛等。
(三)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是指通过区块链技术生成唯一标识凭

证、在互联网平台实现共享传播的新型数字文化产

品,是非遗的新兴虚拟形态。 现阶段,非遗数字藏品

的产生方式主要包括非遗作品实物的数字化映射、
数字化的原创非遗作品、数字化非遗作品与相关实

物或权益融合等[14],内容主要涉及传统美术、书法、
音乐、舞蹈、戏剧、体育、技艺类的非遗项目,发行主

体包括非遗传承人、文博机构、政府组织、艺术家等,
通过多方合作的形式向发行平台提供数字内容,由
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实现藏品发行,如蜀绣、皮影戏、
唐三彩等非遗项目纷纷上线相关数字藏品。 数字藏

品依托区块链技术优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非遗的数

字版权保护,自带的互联网属性、社交属性、收藏属

性为非遗活态传承赢得了更广泛的公众认知与

参与。
四、非遗数字化传播与体验场景

非遗数字化传播与体验是检验非遗数字化创新

发展的重要指标。 只有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非遗

才能真正地实现活态传承。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以
新媒体平台、云节展和云演艺、数字文旅为代表的非

遗传播及体验场景成为人们数字文化生活的重要

部分。
(一)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平台相比传统媒体具有去中心化的优

势,为非遗提供了自由、多元、交互的传播渠道,其中

短视频、直播是主要场景。 国内主流的短视频平台

如抖音、快手等都开辟了非遗相关内容专区,如抖音

发起的“非遗合伙人” “看见手艺” “非遗市集”等活

动。 《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抖音平台上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总量

达 3726 亿次,覆盖了 99. 74%的国家级非遗项目[15]。
可见,短视频已成为极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非遗虚

拟场景。 短视频平台鼓励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

吸引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如非遗传承人的自由记录

与技艺表演、专业的非遗保护机构制作的非遗科普

内容、非遗爱好者的模仿或体验等。 短视频通过镜

头记录弥合非遗时空,再加上以竖屏为主的形态聚

焦了观赏视野,拉近了审美距离,配合拍摄视角、镜

头运动、背景音乐、剪辑手法等营造出沉浸式的虚拟

在场体验。 渐渐地,对某类非遗产生共同兴趣的群

体在互联网平台形成虚拟社群这一社交场景。 非遗

传承人、机构与爱好者通过线上互动联接彼此,进而

达成情感共鸣,使非遗突破原有的地域和族群限制,
在数字化场景中以交流共创的方式传承发展。

相比短视频,直播具有非遗传承人与观众实时

双向互动的优势,可以搭建出非遗+直播打赏、非遗+
竞拍直播、非遗+电商直播等消费场景,为非遗实现

经济效益提供新路径,如文旅部非遗司与商务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等有关部门支持阿里巴巴等各大网络

平台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 《2021 非遗电商发展

报告》显示,淘宝天猫的非遗店铺数量超过 35000
家,非遗商品消费者规模已经达到亿级,2021 年淘宝

非遗直播场次 380 万场,八成成交来自商家自播;天
猫平台上,景德镇陶瓷、苏州核雕、龙泉宝剑等 14 个

非遗产业集群年成交额过亿元[16]。 由此可见,分享、
互动、消费已经成为非遗在新媒体平台的主要场景

特征。
(二)云节展和云演艺

目前,AR / VR、全息显示等数字化技术在非遗展

演中大量应用,如非遗 VR 漫游、非遗沉浸式数字艺

术展等。 此外,非遗节庆活动线下线上同步开幕的

做法越来越普遍。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
全国各地共举办了 6200 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
中线上活动达 2400 多项[17],以视听影像展播、直播

课及购物节为主。 在“非遗购物节·浙江消费季”
中,浙江采用“云探店”直播,由主持人或传承人通过

镜头带领网友云赏非遗精粹、云购非遗产品、聆听非

遗故事并参与实时互动。
在信息通信技术不断成熟的全媒体时代,云演

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云演艺突破了线下演出线上

搬运的简单模式,致力于运用数字技术创造新的观

演场景。 表演艺术类非遗据此演绎出新的传播与体

验形态。 例如,2021 年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华为合作

打造的《舞上春》采用线上演播方式为观众提供了个

性的多视角场景及导赏,并向观众开放实时互动、
“云包厢”等功能,主办方可通过广告赞助、付费点

播、线上售票等形式获得收益[18](p113-120),体现了新的

场景化社交消费模式。 通过云演艺,传统舞蹈、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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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曲艺等非遗门类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剧场的人

数限制,打造新的观演场景,有助于优秀作品“出

圈”;另一方面,这种主动“触网”的尝试可以推动创

作生产以及演出、运营模式的与时俱进,助力原本的

小众市场“破圈”,促进演艺市场的繁荣发展。
(三)数字文旅

非遗类数字文旅往往以具体的非遗项目为内容

来源,以人们能够感知到的软硬件设施为抓手设置

文化场景,并推出相关数字化产品及服务,营造沉浸

式互动体验场景。
自数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黄鹤楼等数字文旅

产品推出后,文旅景点通过视频、直播平台提供数字

化导览及 VR 云游逐渐成为数字文旅消费场景建设

的重要方向。 例如,北京西城区积极推动文化遗产

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推出代表性的非遗数字化创新

项目:2022 年春节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厂甸庙会以

云互动、云电商、云连线等形式,开创“线上游·访文

市·赢福气·品年货·逛胡同”的新民俗[19]。 主办

方邀请了琉璃厂街区的非遗老字号、非遗传承人等

参与直播互动,公众可通过小程序跟随虚拟新春使

者加入非遗探店、VR 逛展、看直播购年货等活动。
据统计,“厂甸云庙会”通过光明网、微博和抖音等融

媒体矩阵实现了超过 2000 万次的浏览总量,话题总

量也突破 2600 万次。 诸如此类的非遗数字化传播

和虚拟现实交互为非遗特色街区(社区)规划发展拓

宽了思路。 2022 年 6 月,国内首条元宇宙非遗街

区———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正式开街。 依托线下

街区,非遗摊位选取广彩、广绣等代表作品进行 3D
超高新数字建模,全方位展示工艺细节,人们可以通

过观看直播云游街区,也可以使用 VR 眼镜畅游虚拟

街区。
五、构建非遗数字化场景体系的未来路径

非遗的数字化场景建立在非遗本土和跨域场景

之上,以数字化技术构筑的虚拟空间为载体,以非遗

当代保护、传承与创新实践为主要内容,以传承人群

体、政府、企业、学界及大众为多元主体(图 2)。 其

中,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场景注重体现非遗的

原真性与原生态,数字化创作与转化场景注重非遗

的艺术表达与内涵诠释,数字化传播与体验场景则

注重非遗的创新发展与生活融入。 在非遗数字化场

景塑造上,可重点从技术、内容、主体三大方面展开,
按照全景式、体验型、立体化的方向构建我国非遗数

字化场景体系。
(一)加快非遗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和智能技术研

发,构建“全景式”非遗数字化场景

经过多年的非遗项目采录收集和数字化保护工

作,非遗数字资源不断扩充,体系不断完善;然而,许
多资源仍未能面世,还需进一步加强展示、转化与创

新。 这背后主要涉及数字化采录、存储、管理和共享

过程中非遗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及相关技

术的研发应用。
首先,完善非遗数据库建设。 非遗数字资源的

采录存储与形态转化是非遗数字化场景体系构建的

基础。 一方面,在数据采录上,非遗项目涉及多个门

类,在实践中存在无形、分散、复杂等问题,数字化分

类标准还需更加科学化,对于更深层次文化意义的

展现还需进一步探索。 针对重复建设和项目遗漏现

象,需要打破行业界线,统筹多部门合作,根据地方

具体情况以某一部门牵头实现联合建库。 另一方

面,在数据形式与数据共享上,目前非遗数据库以文

本、图片为主,音视频、动作和模型类数据少,数字化

表现手段不够丰富,且大部分数据库界面简单,功能

单一,数据库之间资源关联少,尚未实现跨平台、跨
系统应用。 因此,非遗数字化过程中既要整合物质

层面,也要整合非物质层面,在数据库信息采录、编
辑、管理的全过程中确保真实性、标准性与规范性,
并针对不同的非遗类目展开更为深入细化的技术研

究。 同时,应依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国家层面

尽快制定、推行统一的非遗数据库建设标准;各级部

门要积极统筹好本地非遗数据库建设进程[20](p30-33),
按照统一标准关联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非遗数据

以整体链入中华文化数据库,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还应具有用户思维并考虑后期数字化创新的需要。
其次,加强智能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

数字技术的非遗应用主要涉及采录、存储、管理以及

展示互动技术,应加强 AI、AR、VR、MR 以及区块链、
知识挖掘、数字孪生等前沿核心技术的研发,建立起

强大的非遗数字化技术支撑体系。 以人工智能技术

为例,虽然目前该技术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在非

遗智能传播、活态展示、交互体验等方面已显现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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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遗数字化场景的构建路径

要作用;以 AR 眼镜等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是提升非

遗体验的重要手段。 此外,应注重技术在非遗数字

化场景中的交叉使用、综合利用和创意转化,增强场

景的交互性、沉浸性、体验性。 目前非遗在多模态的

数字化文化体验、跨媒体数据融合的公共文化数字服

务平台等领域还需不断探索,打通技术壁垒,形成能

够支撑文化数据广泛活用的技术体系与应用模式[21]。
(二)推动非遗数字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建设“体验型”非遗数字化场景

数字时代,仅依靠技术逻辑已经无法满足人们

的“在线”需求,唯有优质的内容才能吸引人们在快

速滑动切换的页面上驻足。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

求。 “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内容的形态转化和创意表

达,如通过 IP 化运营融合非遗的原生形态、衍生形

态和虚拟形态。 由于非遗涉及门类多样,形态千差

万别,所以应综合考虑形态特点、文化内涵和受众需

求,选取适宜的数字技术加以转化。 例如,传统手工

艺可采用小程序游戏或手游形式强化交互性和娱乐

性;传统戏剧、舞蹈表演等可采用线上高清演播形式

实现便捷化个性化观演;民间文学可借助在线听书、

广播剧的形式走入年轻人视野;传统音乐则可以采

用直播、短视频的方式加强传承人和爱好者之间的

交流互动。
“创新性发展”则强调了新的发展路径,如通过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同发展,引导数字内容从

“娱乐有趣”向“知识价值”转变,将非遗融入大众的

数字文化生活[22](p65-74),打造出能更好满足人们精神

文化需求的产品体系和服务场景,如非遗云展演、非
遗数字文旅等。 作为一种数字文化景观,创新非遗

数字化场景的内容和形式是增强其吸引力的必要手

段。 需要注意的是,场景也可作为具有某种特定文

化价值观的空间来理解,此时的数字化场景更强调

主题性及特色化,因此也需要在深度理解非遗本土

场景、跨域场景的原真性、流动性意涵的基础上,注
重不同文化生活设施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组合,由
此开展相关活动,吸引特定人群。 我国农村地区容

纳着超七成的非遗项目,非遗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之一,必须在完善农村数字基建的基础上,
利用短视频、直播带货、数字文旅等形式在广大农村

地区构建起非遗的数字化场景。 下一步还可尝试建

立非遗数字化场景的指标体系与评价制度,以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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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地实现非遗数字活化,发挥其在城乡空间品

质塑造中的作用。
(三)完善以非遗传承人为核心、多元主体参与

的共创体系,构筑“立体化”非遗数字化场景

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保护与发展最重要的主体,
也是被保护的对象。 广义的非遗传承人包括国家、
省、市、县(区)级的代表性传承人和非遗所在社区的

传承参与群体。 在非遗数据库建设中,要重视代表

性传承人在数字化语义、分类体系设计等方面的阐

释与建议,保障传承人的话语权;在政府、文化机构

或平台企业开展的专项培训计划中,需着重开辟数

字素养、数字思维及数字能力培训板块。 据统计,我
国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平均年龄为 63 岁,面
临着难以跨越的技术鸿沟,适宜以团队或外界辅助

的形式参与数字化传承与创新;而年轻一些的省、
市、县(区)级传承人则更需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转

化、传播等角度积极推动非遗的数字化发展。
此外,非遗数字化还涉及政府、学校及科研院

所、企业和大众等主体。 其一,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

在非遗数字化过程中扮演着鼓励、扶持、监管的角

色。 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须加强政策法规体系的

规范完善,实施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传播的相关

重点工程和计划,划拨专项资金给予财政扶持;另一

方面,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非遗馆等公共文化机

构应持续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推动数据库

建设,并通过智能场馆建设与数字化服务,提升非遗

的数字化体验。 其二,学校与科研机构承担着人才

培养、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等责任。 非遗数字化涉

及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学、艺术学、人类学、民俗

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教研单位应从基础研究着

手,构建交叉学科体系,探索非遗数字化传承发展规

律与应用实践,并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育。 其三,各
类企业主体也在非遗数字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腾

讯等互联网公司对文化遗产的科技助力和非遗类企

业所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非遗数字化装备、设
施、产品和服务的完善与提升;MCN 机构通过专业化

运作提升了非遗短视频内容的传播效力,而短视频

平台也可着力引导扶持非遗板块,给予流量倾斜。
其四,大众始终是非遗传承的目的及动力所在。 尤

其是作为非遗数字化参与者和消费者的网络用户,

他们在抖音、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的转发、评论

和消费,促进了非遗虚拟内容生产—传播—消费链

条的形成。
非遗数字化的多元主体在非遗数据持有、技术

研发、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各具优势,需增强

主体间的交流协商合作。 例如,2021 年 11 月,字节

跳动旗下营销服务平台巨量引擎联合光明网等媒体

发起“焕新非遗”公益行动,旨在凝聚政府、媒体、民
间组织等多方力量,对全国多地非遗实施一系列扶

持计划,开展数字化、商业化运作。 需要注意的是,
数字化在促进非遗复制与传播的同时,也容易引起

知识产权争议和过度产业化、商业化带来的“失真”
问题,因而在合作中要注意对这些问题进行协商、约
定和规避,规范开发与转化流程。

我国非遗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其发展受到传承

人、传承空间和文化生态的巨大影响[23](p111-118)。 数

字化技术的应用推动非遗实现了形态、传播和体验

的数字化发展。 非遗数字化场景建构涉及虚拟与现

实、线上与线下、大屏与小屏之间的场景关联,通过

构建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场景、创作与转化场景、
传播与体验场景,可推动非遗与日常生活、文化、教
育、娱乐、旅游等深度融合,重塑人们对非遗的认识,
使其感受非遗魅力,自觉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之中。 同时,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

施和文化的“全景呈现”;从技术、内容、主体等方面

全面构建非遗数字化场景体系,有助于突破非遗原

生时空的界限,实现非遗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注释:

①指第一层基本采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类别,

并以二、三级分类作为补充。

②指第一层分为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生产

生活知识与技能、传统节庆与仪式四类,每类再建立二级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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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Scen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Wen Wen　 　 Zhao Mengd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novation and widesprea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dig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
table choi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digitali-
za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 in database" ," being online"
and " in presence" ,featured by the digitalization of forms,communication and user experiences. The digital scenes com-
bining on line and off line practices are emerging. The digital scen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cenes,creation and transfer scenes,and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 scenes. In future,through pro-
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boos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and forming a co-creation system with inheritors as the core
and multiple entities as participators,we will be able to build a " panoramic" ," experiential" and "multi-dimensional"
digital scenes system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digitization;scene;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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