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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困境及数字化对策
邱　璟 1　章　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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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

摘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

璨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世界上蕴含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文化种类之多，数量之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

指的。但是推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我国社会格局以及社会架构

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令人担忧。以江西为例，江西是

我国非遗遗留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但现今其非遗情况遇到了明

显的困境和挑战。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江西省非遗现今面临的困

境和挑战进行说明，其次就非遗数字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阐

述，之后就非遗数字化现阶段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对江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路径进行分析，希望为广大朋友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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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物化遗产，顾名思义，就是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的各种

表演、表现形式、实践以及技能及其有关的实物、工艺品工具以

及文化场所。其范畴非常广泛，其中包含社会风俗、礼仪、节日

庆典、表演、手工技艺等。

一、江西非遗的困境说明

作为历史长河中孕育的文化瑰宝、文明的印记、精神的载体，

我国的非遗资产蔚为壮观，数量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不管是数

量还是种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江西，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现今仍保留着巨量的非遗资产，

比如说景德镇的陶瓷文化、赣鄱傩文化、民间杂技、各种各样的

民俗以及曲艺等非遗资产，它们在世界非遗文化中贡献了巨大的

作用，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非遗主要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

以知识、技能为主体的，需要手把手地言传身教的一种传承方式，

这种方式与现今社会中传播的方式不同，这对非遗的传承、开发、

保护增添了巨大的难度。再加上社会的格局以及架构的变化，农

村逐渐地向着城镇方向进行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

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些情况导致原本扎根流传在乡村的

非遗生存土壤严重流失，这更加剧了非遗的传承、保护难度。

（一）非遗生存的土壤“水土流失”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导致

非遗生存土壤发生严重流失，非遗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以江西省

传统的采茶戏为例，在以往，在江西的农村，无论是婚丧还是嫁娶，

在这种大型的社会活动中，采茶戏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戏剧，

它的表演不仅能够给村民带来精神上的巨大享受，同时，这也是

村民的精神传承。但如今，它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损坏，随着

电视、手机、电脑等信息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运用，越来越多的江

西村民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数字录像上，导致很少去邀请

戏剧团下乡演出，这造成采茶戏只有在年会、庙会以及演出活动

中才偶尔有缘一见。由于采茶戏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导致现在面临如今无人观看的地步。同时，由于采茶戏无人举办，

导致相关的戏台、广场等戏曲衍生物品处境更为尴尬，这又给传

统的戏曲非遗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非遗传承人的减少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我国非遗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人”

的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日益减少，导致很多在我国历

史中大放异彩的非遗文化无人传承，不得不面临消亡的命运。比

如说著名的吉安渼陂烟花傀儡，它是一种制作成本高、极具欣赏

和传承价值的“瓦舍技艺”，但是随着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等技

术的发展，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它的市场愈加缩小，并且，

随着年轻人的意识的转变，很少人想要去学习这门技艺，导致这

门手艺面临荒废，后继无人的现状使得这门惊艳绝伦的非遗资产

面临消亡的境地。

（三）似是而非的非遗内容

除了非遗的传承者逐渐减少，它面临的挑战还有内容的“变

形”，这种现象愈发令人尴尬。

每逢中秋佳节，在江西的乡村中都会有一个著名的风俗习惯，

就是“烧宝塔”。宝塔是人为搭建的，塔身主要由全村人民收集

的残砖断瓦构成，搭建成宝塔之后，村民将其焚烧，至瓦片透红

之后，这寓意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但是，现今，这种宝塔

大多是由水泥浇筑而成，虽然比传统的、人为收集搭建的宝塔来

说更具优势，不仅减少村民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同时更加一劳永逸，

以往村民那种你一砖、我一瓦的合作、拼搭感受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这种习俗得以保留，但是其中的精神内涵却遭到了极大的改

变。

（四）保护专项资金不足，保护力度不够

非遗生存土壤的“流失”，继承人的不足以及非遗内容的似

是而非，这些情况都充分地暴露了在非遗保护方面工作的不足。

在非遗关注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说明

用于非遗保护工作的资金不足，经过实际的数据调查和分析，江

西省 2005 年至 2018 年用于非遗项目保护的专项资金是 5400 万元，

平均每年下拨 400 万虽然看上去数字非常的庞大，但是面对非遗

项目日益增多的问题，只能让人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早在 2006

年，我国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非遗名录开始，当时的江西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为 19 项，到 2016 年的 5 月份，江西省

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70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 34 名，省级非遗项目将近 488 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2 个，

省级传承人高达 314 名。江西省的非遗项目逐渐地增加，但是它

的保护资金却没有改变，这导致资金问题日益严重。

二、非遗数字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现今，我国的经济实力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们

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正在随之发生转变，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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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信息技术，导致很多需要手口相传的非遗面临消亡的处

境。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也可以运用在保护非遗方面，通

过运用数字化的方式来给人们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数字化的优

势很多，它是一种过程，其中主要的就是将原本复杂的信息转变

成可以便于储存的、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将其转化为计算机

代码进行集中处理。非遗数字化就是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将其内容

进行分类、排序和制作，并且将利用虚拟现实、图文影音等形式

建立专属的数据库，同时它具备数字化交互再现的过程。

（一）非遗数字化更具优势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是采访、收藏物品、拍照、

录像等简单的工作，这些保护方式效果并不明显。而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与其相比更具优势，它可以使非遗的文化空间得到有

效再现，同时，它可以将非遗中的诸多内容通过数字化手段使其

虚拟再现，比如说非遗的内容中的劳作、生产以及流通等，观众

只需要通过网络平台，就可以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对于非遗的内容、

历史文化实景等都可以利用此方式获取。通过网络设备，人们可

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通过数字技术了解非遗的创作现场，了解它

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精髓。因此，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在非遗之中，

可以使非遗“活”起来。

（二）拓宽非遗的传播路径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的便捷和

有效，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不仅可以让人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

的制约，同时还能让人们轻松地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使人们更

容易接受到非遗熏陶，感受到它的惊艳和独特韵味，让其成为全

人类的精神财富。非遗数字化地建设和推广，比传统的非遗博物馆、

非遗文化保护中心的投入要少很多，它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

日后，只需要对服务器等相关的设备进行维护，非常的方便。

（三）非遗数字化可以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

非遗项目大多都是在民间进行表演和展示，这种方式附加价

值有限，而非遗数字化，可以将旅游、文化创意以及民间艺术很

好地融合在一起，并且极大地推动非遗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资源库可以为文化创意提供丰富的创作元素，同

时丰富的文化创作产品又能反映民间艺术，共同推动旅游行业的

发展。

三、江西非遗数字化现阶段的问题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数字化就开始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在 1998 年，相关部门在开始对敦煌莫高窟进行测量和研究

时，就开始使用数字化技术，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将莫高窟当

中蕴含的文化瑰宝以数字信息的方式进行保存和展现；早在 2000

年时，故宫博物院同样也运用数字化技术，将虚拟构建的故宫等

建筑通过数字化地方式储存起来。与之相比，江西省的非遗数字

化起步较晚，一直到 2021 年，江西相关的部门才开始规定要建立

和完善非遗数字化资源库，通过视频、语音、图书等相关方式，

将其保存起来，形成非遗数字化建设的初步效果。

近年来，江西省积极开展非遗数字化活动，各个城市也都大

力投入此活动去，使得江西省的非遗数字化取得较大的成果。比

如说赣傩文化、青云谱万家绘染布画、景德镇制瓷技艺、等非遗

项目，在非遗数字化建设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虽然在服务模式、

工作机制以技术方案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江西省的

非遗数字化建设起步比较晚，相关的数字化基础比较薄弱、开发

利用率低、产生效益弱的问题尚存，导致非遗数字化工作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一）非遗项目对社会的影响被忽视

非遗项目的建设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

用常常被忽视，公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和认知程度相对来说还是

比较低下。尽管在非遗项目中运用数字化方式，但是，人们对非

遗的认知和接受度依旧比较低，这对非遗的保护工作来说非常不

利。

（二）非遗开发失去核心价值

随着数字化手段的运用，非遗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导致各

县都积极申报非遗产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要将当地的非遗产

品特色打成旗号，推广出去，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很

容易出现忽略非遗核心文化的传播。非遗产业非常重视商业上的

开发，但是对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却并不在意，这种行为

并不利于非遗的保护。

（三）对非遗数字化的认知程度有限

在很多时候，人们忽视数字化的典藏基础，只在乎那些带有

新鲜感的手段。非遗数字化工作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设备不足、

技术落后以及规范的制定滞后等问题，这会给资源共享和整合传

播带来严重的隐患。

四、江西非遗数字化的有效路径分析

江西省是我国非遗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但是它的非遗数字

化进程也是比较缓慢，针对江西省非遗数字化的问题和未来数字

化的趋势，笔者给出四个建议：

（一）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这里讲的数字化技术并不只是摄影录像、图文扫描这些基础性工

作，而是利用较为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比如说全息投影技术、三

维图形技术、运动捕捉技术以及虚拟 / 增强现实技术等数字化技术。

1. 非遗数字化的基础是三维图形技术，不管是字画类的平面

文物还是非遗人物，甚至是出土器皿等立体造型，这些都会用到

三维图形技术。

2. 运动捕捉技术是三维图形技术的一种补充，这项技术就像

人类的眼睛，可以轻松地捕捉到物体的运动、空间定位以及运动

轨迹，对非遗活动的动作捕捉存在着巨大的优势。全息投影技术

能够将采集到的非遗图像进行制作，并且可以将其进行再次投影，

使其不仅能够产生立体幻象，同时还能与参与者进行互动，产生

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

3. 虚拟 / 增强现实技术是当今数字化技术的潮流，通过运用

这种技术，可以为观看者创设一种虚拟的仿真环境，给参与者带

来一种逼真的、身临其境的美好体验，其中的交互体验以及非遗

项目的全方位情景展现是传播非遗的一种最佳方式。

4. 在进行非遗数字化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种类的信息

制定相关的数字化标准和规范，对于非遗数字化的各环节要制定

严格的标准，比如说数据的传播发布、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设备

技术等环节，并且要严格执行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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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非遗文化“茁壮成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运用，使得非遗的信息传播以及信息共

享更加便捷，而近些年来，VR 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相关产业也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可以将 VR 技术与非遗相结合，

创建虚拟传承人，使人们在观赏非遗文化的同时，还能与非遗传

承人进行近距离的交流和互动，进一步感受那些非遗文化中的精

美文化和内涵。通过这样的方式，非遗项目就不再是那个常人难

以触碰的偏远文化，而是人人可以触碰、人人可以参与的民族文化，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对非遗资产的保护。

（三）使非遗项目走进院校

1. 发挥高校在非遗数字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开展非遗数字化建设的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且在高

校针对非遗数字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非遗数据库和使用

规则，同时，在高校期间，将非遗项目与高校的科研、教学以及

实际的项目相结合，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众多高校人才为构建非

遗数字化建设服务。

2. 将院校中的相关课程与非遗项目进行对接

在非遗项目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精美内容，比如说民歌、陶瓷、

鼓乐以及民族舞蹈等项目，可以讲这些内容融入到院校相关的学

科教学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院校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使

学生对非遗项目更加熟悉和了解。

3. 在艺术类院校中开设非遗项目专业

在政府以及教育机构的配合以及帮助下，可以将相关的非遗

项目设置成专业学科，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非遗项目获得大量

的传承人，使其在科学知识的引领下，将项目中的精神内涵以及

民俗文化与院校学科相结合，在确保非遗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帮

助非遗项目得以保存并且使其走得更远。

（四）将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相融合

若仅仅更好地守护非遗项目，就必须要对其进行优化和创新，

打造出非遗的需求链条，通过市场规律，使非遗项目与人们的生

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那么对其保

护就会得心应手。政府与非遗机构应该积极进行沟通，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可以颁布相关政策来吸引商业资源对非遗项目进行建

设和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非遗保护资金短

缺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商业活动来提升当地居民的收

益，可谓一举多得。

五、结语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非遗文化都是我们唯一的精神瑰宝，通

过利用数字化技术，使非遗项目开始“茁壮成长”，通过充分利

用数字化技术、使非遗项目走进院校、将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相

融合等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真正地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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