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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的
三峡民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创新研究

弋才学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重庆 400000）

摘要：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东方理论特征的艺术形式，

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气质、精神与审美的集中体现。三峡民间

文化

作为我国民间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它不仅给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乐趣，而且也深深地展

现了三峡人民弦歌不断、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然而，随着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三峡民间文化遗产在发展和传承方面也遇到了一

些挑战，尤其是在“互联网 +”背景下，三峡民间文化遗产更是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更好地把握“互联网 +”的时代发

展形势，积极落实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成为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基于此，本文就“互联网 +”背景下的三

峡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创新进行了详细探讨，以期能够给相关人员

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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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位于巴、楚、蜀三大文化的交汇地域，不但拥有着独具

特色的移民文化，而且也孕育着颇有魅力的民间艺术。当地民间

艺术资源可谓是品类多样、内涵丰富，深刻彰显了当地人民的智

慧与魅力，在我国民间艺术领域更是独树一帜，值得我们每一个

人去珍视、传承与保护。

然而，在新时期，三峡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也遇到了瓶颈，

尤其是“互联网 +”的背景下，三峡民间文化遗产吸引力、传播

力的缺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立

足互联网 + 的时代背景，积极探讨三峡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的创新路径，从而让三峡民间文化遗产文化再次闪耀出夺目光彩！

一、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琐谈

（一）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是一个地域人民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属于民俗生

活变化的重要反映，有着极高的民俗历史研究价值。可以说，民

俗文化催生了民间艺术，而民间艺术又属于民俗文化的重要构成

部分。

从狭义角度而言，民间艺术诞生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它的呈现形式涵盖了手艺、工艺等多个方面。其所对应的艺术形

式大多以造型艺术、审美艺术为主，有着极高的审美性、内涵性

以及实用性特征。

从广义角度而言，民间艺术的内涵相当丰富，它不但涉及了

工艺等层面内容，而且还包括了曲艺、歌舞等多个层面的内容。

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来源于民间，但却高于民间；起源于艺术，

但却高于艺术，属于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大众文化类型。

（二）三峡民间文化遗产

翻开我国地图，我们能发现，三峡地处黔、湘、鄂、渝交接地带，

属于汉族、瑶族、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的杂居地域。其不管是

在地域层面，还是在民族、文化层面，都有着多元化和交融化的

烙印。当地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化的审

美情趣，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文化。这些民间艺术独具

特色且类型丰富，涵盖了工艺、曲艺、歌舞等多个方面，有着极

强的共同性与民俗性，深深地体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

1. 三峡民间工艺

说起三峡民间工艺，可谓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我们耳熟

能详的类型有石雕、刺绣、挑花、皮影、剪纸等，这些都深刻体

现了三峡人们深厚的工艺情愫。

以三峡民间挑花和刺绣为例，其中代表性最强的当属巫溪围

腰了。巫溪围腰的底布为黑棉布，并附有各种白棉线图案纹样，

主体部分大多以“双凤石榴”“二龙戏珠”以及“狮子滚绣球”

等团花为主，不但大气完整，而且舒展轻快。特别是在边角部分，

还配有卷草等纹样，使得其作品显得疏密得体、主次分明，颇有

一番匠心之风范。

2. 三峡民间曲艺

三峡民间曲艺主要是在粗犷、原始且富有浪漫气息的巴渝舞、

竹枝舞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同时，三峡民间曲艺也颇受中原戏曲、

歌舞的影响。可以说，当地民间曲艺文化不但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而且也融合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审美。而在三峡民间曲艺当中比较

有名的类型较多，戏曲方面有傩戏、川剧、灯戏、柳子戏、皮影

戏以及花鼓戏等等；曲艺方面有满堂音、相书、打鼓说书、盘子、

金钱板、对口词以及三句半等等。

以傩戏为例，其是一种包含了戏剧、舞蹈、文学、音乐等多

方面文化元素的民间曲艺，曾被相关学者誉为我国戏剧中的一枚

“活化石”，有着极高的文化史学以及戏曲发生学价值。它源自

于巴人的傩舞，是一种有较强原始气息的巫舞。起初，傩戏主要

在春节、酬神还愿等期间演出，用以驱除邪魔以及瘟疫等，后来

戏曲了皮黄戏、秦腔等优点演变成了当今的傩戏。傩戏演出大多

在农家堂屋进行，所以又被称为“傩堂戏”。演出时，人们会头

戴各种面具（俗称傩具），扮演成妖魔或天神，蕴含着丰富的神

话与宗教意识，能够将当地的民间传说、生活风俗形象地展现出来。

3. 三峡民间歌舞

自古以来，三峡的民间歌舞文化就极为发达，史上更是有着“巴

渝歌舞”等著称。在当地，家人团聚、亲人汇聚、红白喜事以及

逢年过节，都能看到独具文化特色的三峡歌舞。当地民间歌舞种

类有着十几种之多，不但有少数民族性质的歌舞，也有多民族融

合性质的歌舞。它们的表演情貌、服装风格以及艺术形态都彰显

了峡区的特色，主要分为丧葬祭祀和节日喜庆两个类型。

丧葬祭祀歌舞在土家族的聚集地域较为流行，比较出名的有

“跳丧”等舞蹈，属于一种葬俗歌舞。该歌舞，主要用于祭祀亡灵、

怀念故人。跳舞期间，舞者会手舞足蹈和曲调激越，展现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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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伤而不悲”的粗犷情境，体现了当地人民的乐观、自然与淳朴。

而节日喜庆歌舞主要围绕一些大的节日而展开，如春节、中秋等，

其类型也多种多样，如花鼓子、秋千架、白鹤闹莲以及龙舞等。

以花鼓子为例，它实际上就是花鼓灯舞，诞生于明朝年间，

主要在春节、乔迁等日子演绎，期间表演者会举着龙灯、彩莲船

等进行舞蹈表演，属于一种载歌载舞形式的民间歌舞文化。

二、“互联网 +”背景对于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丰富民间艺术传播路径

在以前，由于受到地理等因素限制，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的传

播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或者挨家挨户传播等方式来推进。而在“互

联网 +”时代，我们能够借助网络手段、信息手段等渠道来实现

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的多样化传播。例如，我们可将三峡民间文化

遗产“搬到”手机软件、直播网站等各个平台之上，进一步扩大

其影响范围，积累更多受众群体，推动其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2. 强化民间艺术传播效果

互联网是一种集音频、影像、图画于一体的技术手段，在其

支持下，传统静态民间艺术也能够变得活灵活现，这也直接提升

了人们的观赏感与体验感。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三峡民间文

化遗产能够动态化、三维化以及全面化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进而

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体悟到其中的文化内涵，感受其中的民间艺术

魅力。

（三）消极影响

1. 人们民间艺术热情消退

在“互联网 +”的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追求有着一种“快餐式”

的特点。由于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到各种类型艺术的信息，这

也使得他们很容易出现热情消退现象。在此形势下，三峡民间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也受到极大阻碍，陷入一种关注者、热爱者

以及从业者越来越少的恶性循环当中。

2. 当地民间艺术濒临失传

在三峡的诸多民间艺术当中，有不少艺术类型都有着工艺复

杂、技艺精巧的特点，需要从业人员有着较高的技能熟练度。因此，

如果需要传承的话，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进行人才培训。然而，

当前的年轻人对于传统民间艺术了解不足且缺乏一个良好的学习

路径，使得三峡民间文化遗产传承者、从业者越来越少，很多民

间艺术都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与困境。

三、“互联网 +”背景下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

（一）依托大数据技术，开辟互联网 + 民间艺术产业

在“互联网 +”时代，我们可以依据大数据技术之便，搭建

一个“互联网 + 民间艺术”的产业化平台，以信息化、产业化的

融合来助力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可积极牵线

一些网络方面的专家，设计三峡民间文化遗产网站或者手机终端。

其次，要与网易、抖音等平台展开合作，借助他们的资金实力与

成熟的互联网技术，搭建一个三峡民间文化遗产产业平台，一方

面扩大影响面，丰富传播路径，另一方面搜集市场需求，并在此

基础上推行民间艺术产品营销，从而满足当前不同群体对于三峡

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的需求。

（二）依托互联网技术，打造民间艺术资源平台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技术有着极强的便捷性，并且能够实现

相关资源有效分享和长久保存。所以，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依

托该手段之便，搭建一个三峡民间文化遗产资源线上平台。

首先，结合风格特质、时间等因素对三峡民间曲艺、工艺以

及歌舞等资源进行有效分类。

其次，在分类的基础上，积极搜集和上传一些三峡民间文化

遗产图文、音频以及影像等资源。其中，在资源搜集过程中，可

通过拜访老艺术家或者民间艺人来进行视频录取、照片拍摄等。

再者，要针对三峡民间文化遗产从业者、传承者以及爱好者

等群体，做好平台的开放工作，以此推动三峡民间文化遗产资源

的有效保护以及永久传承。

（三）借助 VR 等技术，推进民间艺术数字博物馆建设

实践证明，数字博物馆的搭建是新时期民间艺术传承与保护

的必经之路。三峡民间文化遗产若想获得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效果，

也应依托 VR 等技术来推进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事宜。

首先，可在对三峡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地域、种类等方面分类

的同时，通过线下的 VR 资源提取，建立风格多样的数字博物馆。

其次，要积极牵线数字专家，做好博物馆数字模型的搭建工作，

确保其能够拥有展示、留言、搜索甚至交易等多样化的功能。

再者，要积极做好线上推广工作，可通过公众号、公益广告

等方式来宣传三峡民间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吸引更多人来关注

三峡民间文化遗产。

（四）联合多方力量，确保民间艺术传承工作的推进

首先，在政府方面，要积极牵线三峡民间艺人，开展相应的

表演、展示等活动，并通过提供政策支持的方式来引领民间艺术

产业的发展，保护三峡民间文化遗产品牌。

其次，在教育方面，广大高等院校尤其是三峡当地院校应当

开启“三峡民间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将各种三峡民间文化遗

产引入到音乐、舞蹈、学前教育等专业教学当中，让广大青年学

生能够了解和喜欢上三峡民间文化遗产，以此来助力其更好地宣

扬与传承。

四、结语

总之，三峡民间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人文艺术内

涵，在新时期做好其传承与保护工作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为此，

我们有必要立足互联网 + 的时代形势，积极开辟三峡民间文化遗

产有效保护和有效传承路径，从而让三峡民间文化遗产能够“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展现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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