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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非遗文化传承分析
罗郑雅　张峥红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近年来，经济与文化等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与

此同时，国家逐渐开始加强对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视，致力于从非

遗文化传承角度，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在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

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发展，能够实现对传统媒体形式的创新，

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文章首先阐述数字媒体

艺术特征；其次，分析数字媒体艺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最后，重点研究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非遗文化传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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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信息化社会中，数字媒体艺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且被

广泛应用于各领域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中，也逐渐

开始关注数字媒体艺术的运用。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将数字媒体艺

术创作，作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外来文

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非遗文化的生存空间、传承空间，都发生

了改变，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新的契机。可见，文章研

究具有现实性价值。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特征

（一）数字媒体艺术具有技术性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前提是计算机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发展，

数字媒体艺术的技术性，涵盖了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可以将表

达的要素，转化成数字信息，从而突出数字化特征。信息化技术

的基础是信息系统与平台，体现为跨时空、跨媒的传播。

（二）数字媒体艺术具有艺术性

数字媒体艺术，包含传统艺术表现特点、技术化艺术特点。

在该特征下，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可复制性。也就是说，在应

用数字媒体艺术时，可以对其复制并作为信息，传输于网络中。

从整体上来看，其艺术性特征，突出体现为静态性、交互性、动

态模拟性。

（三）数字媒体艺术具有互动性

数字媒体艺术的该特征，是基于技术特征、艺术特征形成的。

利用互联网技术、多媒体客户终端，将产品作为核心，对产品推

广展开有针对性的交流与互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重视数字媒体艺术的价值分析

（一）促进文化传承

数字媒体艺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促进该文化

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就我国纳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多数非

遗文化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偏于缓慢。而且，多数非遗文化的

传承人，年龄相对偏大，鲜有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传承感兴趣。

这一现象造成的后果就是非遗文化到此断层，再也无人继承。

本文所说的将数字媒体艺术和非遗文化进行结合，可以让非

遗文化的文化价值展露无疑，进而逐渐转变成经济价值。出于其

具备的经济价值，再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实现对遗产文化价值发

展的长效保障。由此，通过数字媒体艺术实现经济价值、文化价

值彼此间的转化，促进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 提高传播水平

在非物质文化遗传传承中，重视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利用数字媒体艺术，可提高非物质文化传播水平。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中，提及

物理方式、数字化传承方式都是非遗文化的保护手段。在以往，

传统物理方式传播是比较常见的，具体表现为，以实物为载体，

对非遗文化加以宣传。不过，因传统物理传播方式的传播范围有限，

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也会耗费人力、物力等资源，不利非遗

文化的有效传播。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能够有效避免传统物理

方式传播的局限，且利用网络快速向受众者传递非遗文化信息、

理念，传播的形式也比较多样，能够在引起受众者共鸣的基础上，

提高非遗文化传播水平。 

（三）可提高全民族文化自豪感

数字媒体艺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中，也能有效提

高受众者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文化全球化

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数字媒体艺术，能够有效地

跨地域、跨媒介的实现对我国非遗文化内涵的传承和创新，从而

弘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增强受众者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三、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非遗文化传承的措施研究

传承，不仅是传授，也是继承。在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对

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主要是利用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方式，分别

从技术、艺术和互动角度，将非遗文化加以数字化呈现。广大受

众者通过数字媒体艺术所呈现出的信息，实现对非遗文化的理解

与传播。分析非遗文化在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的传承时，以凤阳

凤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例，展开深入探讨。该非遗文化，

于 2007 年被纳入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属于民间美术类遗

产。

（一） 应用数字媒体的技术性改变并呈现非遗文化

现阶段，各地区在保护非遗文化时，比较常用的方法是继承

人传承、实践记忆等。上述方法的共同点，体现为需要借助实践

行动，与数字媒体艺术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数字媒体艺术中

的技术特征，能够借助数字网络方式，快速将非遗文化资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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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数据信息，包括声音数据、图像数据或是图形数据等。此种

转化，极大程度上提高了非遗文化存储、记录的便捷性。同时，

也从多个角度上，对非遗信息进行了陈列，对于拓展非遗文化的

传播空间、改变非遗文化呈现的困境，具有重要作用。

从技术角度，对凤阳凤画非遗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可从两

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方面，从数字化角度对非遗文化的数据进行采集。应用影

像捕获设备进行实物图形采集，收集凤阳凤画非遗文化的绘制材

料、绘制风格、绘制技巧方法等。依据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以文

字或是视频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归纳，分类整理。

另一方面，从平面、动态视频与网络化角度对信息加以处理。

在资料信息的平面处理中，可将凤画以扫描的方式，将其转化为

数字化的图像；也可借助凤画的图案、色彩规律，应用平面软件

对图案和色彩提取，形成相对完善的图案与颜色库。在资料信息

的动态视频处理中，主要是利用音频、视频的方式，将凤阳凤画

相关资料整理成视频，依据对凤画特征的归纳，完成对凤阳凤画

动画片的创作，实现更为深入的动态传承。在资料信息的网络处

理中，主要使利用网站、移动客户终端等方式，对凤阳凤画非遗

文化加以处理，比如设置以凤画为主的网页。

（二） 应用数字媒体的艺术性提高非遗文化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生活中长久形成的文化遗产，将数

字媒体艺术引入到非遗文化元素创作中，可丰富非遗文化视觉表

现形式，也可增加直观的视觉意蕴，对于传承非遗文化，提高世

人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传播作用。

凤阳凤画，作为美术作品，本身是在宣纸上用毛笔和颜料绘

制而成的。在重构艺术中，从数字媒体艺术角度出发，可借助数

字绘画软件，在数字化凤阳凤画创作中，表现出独特传统的凤画

创作风格、技巧方法。

比如，以凤画为主的动画、插画或是游戏等，同时也可将以

凤画为主的表现风格，作为创作元素的融入其他艺术创作中。通

过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突破传统原有的绘画体裁风格，将地方

特色与中国绘画表现手法，有效融合，提升艺术表现的内涵。

（三） 应用数字媒体的互动性增强非遗文化的热衷度

数字媒体互动性特征中，所表现的形式包括游戏、多媒体等

互动和沉浸式体验互动。此种特征，为非遗文化传播的娱乐性、

快捷性增强，提供了有力可能。例如，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手机 

App，其内容以榫卯为主，同时结合了游戏的表现方式，在娱乐视

野下将榫卯家居工艺和技巧有效的展现出来，是在文化遗产传承

中应用数字媒体艺术的典型性案例。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媒体互

动性特征，能够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带来新的交流平台，提升视

觉效果和趣味性，增强受众者对非遗文化的热衷度。

对于凤阳凤画非遗文化传承，也可以融合该非遗文化与数字

媒体艺术互动性，利用技术性的延展处理、技术处理，将沉浸式

情景体验动画应用于凤阳凤画非遗文化的传播中，提高该非遗文

化的视觉冲击效果。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多媒体客户终端平台，

将凤阳凤画非遗文化的展示，转化成聚合平台，重点展示凤阳凤

画作品内容、创作风格、创作技巧等。搭建移动应用，推广宣传

二维码，实现对凤阳凤画的互动营销、网站推广，从比较全面的

角度上，实现对凤阳凤画的传播。

综合以上研究内容来看，结合数字媒体艺术的技术性艺术性

和互动性特征，可实现对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研究发现，在非

遗文化传承中，数字媒体艺术的设计人员，要具有相对专业的软

件操作技术，比较熟练地掌握和应用各种数字软件，能够在使用

软件时尊重数字艺术设计的相应原则。同时，设计人员也要能够

对非遗文化所表现的内涵、表现形式进行认真的研磨，使数字媒

体艺术中的非遗文化能突出传统性、时代性，为非遗文化的传承

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语

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开始加强对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视。

而且，数字媒体艺术作为活力性较强的艺术表现方式，已经在非

遗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在研究中掌握数字媒体

艺术特征及其对非位置文化遗传传承价值的基础上，研究数字媒

体艺术视野下非遗文化传承的措施。期望在本次相关研究下，可

为日后提高数字媒体艺术视野下的非遗文化传承水平，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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