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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体现了不同阶段社会进步以及思维方式的变迁。非物质文

化遗产借助一定的载体实现可视性特征，在快速发展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趋向游戏化的社会进程中，传

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取得现代社会及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实现在游戏化社会中的实践参与，实现对

区域历史文化的情感以及行为认同、价值取向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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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

会精神发展的进步体现，也是民族发展的有力证明。河南

地处黄河中下游，位于早期中原文化圈的中心位置，也是

早起中国形成的核心区。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

样、地域特色鲜明，体现出浓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色。 
河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

状并不容乐观：首先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工业化、城市

化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迅速发生改变，

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以口传身授为传承方

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失。其次，整个社会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社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脱节。尤其是当前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巨大社会

影响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新型媒介的冲击与影

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受到了身份与行为

上的双重冲击。 

1  游戏化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技术革新，目

前互联网技术全面覆盖并主导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互联网

技术的介入，使得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进步正在逐

渐融合，形成一个更为开放的全球化空间。在互联网技术

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博弈中，大量新兴媒介在变化中发

展，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网络社会，多样化、立体化的媒

介传播推动了社会的全球化与个性化两极发展，网络时代

的用户数量膨胀以及智能终端的大面积覆盖，带来的是高

效、精准的社会节奏，也带来了新型的信息交换与传播方

式，助推了多种互动或社交平台同时并存的网络时代游戏

化社会来临的新趋势。 
新型的游戏化社会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信息资源等方

面的变革，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1.1  个体与群体的结构变化 
社会是由人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构成的，从史前艺术

起源方面的研究提出“游戏”概念到后来“游戏论”的漫

长发展中，游戏始终都是人类一种策略性的活动，并且能

为人类带来较为鲜明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艺术的启发。互联

网技术的兴起发展，带有新型社会关系下的游戏活动，是

符合当前社会技术进步，愉悦的情感体验的游戏发展，也

为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搭建起桥梁。互联网技术下的游

戏活动，在性质和目标上更加具有层级化、多样化的特点，

互联网技术为游戏的参与和组织实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游戏参与者在身份、年龄和位置空间上更加自由，

不受个体和身份的限制。 
1.2  同场与缺场的位置变化 
游戏化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对于网络的要求极度依赖，

互联网技术搭建起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平台载体逐渐简

单化，目前接近普及性的智能手机足以完成。社会活动载

体的简单化使得社会人际交往更加便捷，并不需要双方同

时处于相同的空间内，交往双方的联系也不再受制于传统

的现实场地，不同空间位置形成了身体性交往的虚拟空

间，游戏化社会中的社会交往无论身体的同场与缺场，都

能够产生交往联系。 
1.3  社交与资源的深度变化 
游戏化社会中，不同功能与目标的游戏项目众多，形

成了人际之间不同年龄与身份空间的跨度交往，这类交往

之中极其容易产生更加深入的深度交往。不同年龄和文化

背景的个体，由于某种共同情感需求或是行为模式取得深

入了解，由此实现资源集结或者信息交换，进而发展成为

现实生活中的实体资源交换，构建出新型的社交资源深化

环境。 

2  游戏化社会中文化认同感的必要性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去产生并且发展的，时代

特点鲜明，是现实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互联网技术带来

的游戏化社会发展中，大量虚拟性的平台活动占据主导，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传承发展，必须适应当前社会的

进步与节奏，在新型社会关系中找到自我文化认同，实现

个体定位，并借由认同感实现历史性的传承。 
2.1  构建新型原生态环境 
河南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大多是经过长

时间发展后的文化积淀。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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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中滋生成长的，现代化的技术早

已改变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仪式感、归属感缺失，传承背景带来了传承文化技术

的落后，因此在游戏化社会的环境中，建立适宜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条件。 
2.2  确立新型社会下的社会关系 
游戏化社会中多元化的社交平台与交往方式，催生了

跨越年龄和身份较为全面的人际交往机会，游戏化社会的

活动成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低门槛、娱乐化的重要

社交手段和娱乐方式之一，这种游戏化活动带来了身份缺

失下的比较关系，游戏活动的参与者在参与过程和结果中

极易产生不同维度的比较关系，由此形成多维度的社会比

较，进而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这种多元化低

门槛的特点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出一定的空间，降低

了传统文化遗产切入互联网社会的门槛。 
2.3  形成文化情感与行为模式和价值的认可 
游戏化社会中，参与者的影响力和地位必须是在互联

网环境中实现作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势必

要在游戏化社会中取得自己的角色和地位。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者和接收者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自己的文

化技术实践，并加以记录、传播，这个过程就是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种认可。在认可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情感习惯以及行为模式对传承者和接受者产生作用，通过

游戏化社会角色的传递与信息交换，发挥内在情感、文化

和价值的影响，实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下，游戏化社会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 

3  游戏化社会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
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对其生存环境和文化氛

围的活态化保护中进行的。游戏化社会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也必须构建条件，建立起游戏化社会下的生存环

境与身份认同。 
3.1  建立起公共领域的情感认同载体 
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一定的身份和必要的文化权利组

织机构实施进行验证，生存在互联网技术社会的传承人初

步有身份，通过一定文化组织机构确立身份，并实施师徒

相传或计划培养的方式获取认同，除了群众艺术馆，文化

中心之外，博物馆也属于公共领域。本地区内的艺术馆，

文化中心以及博物馆等公共领域，更易获得本地情感依赖

的信任，进而建立起对区域文化，历史情感的认同。游戏

化社会中无障碍的角色互换与信息交换，在区域范围内首

先形成文化认同，最终通过游戏化的媒介平台传播，促进

更大范围内的相关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文化认同。 
3.2  建立起适应游戏化社会的比较逻辑关系 
游戏化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方式多样化，社会个体的媒

介经验不断被提升，文化的“书写、打开和呈现”极其便

捷，个体之间的信息分享、比较成为常态，传统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应当在传播与保护过程中建立起符合社会

趋势的、多样性的比较逻辑关系，建立起比较逻辑关系之

下的现实记录、存储场景数据，实现适应社会发展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 
3.3  建立起符号化的量化操作组织 
游戏化社会中个体、群体之间的活动存在大量简化的

代表性符号，这也是互联网技术下社会活动的典型特点。

这些独有的互联网技术符号不仅能够表达出丰富的内涵，

同时还可以通过组合建立起特定的仪式与环节，在类似游

戏活动中形成共有的集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存在的

传统社会也有大量的仪式性过程，二者的融合能够使得现

代社会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具有符号化、简化以及可

量化的操作方式。在当前新媒体技术多样化的社会中，可

量化的操作不仅带来更多的关注和评论，也能够带来更广

阔的传播渠道与数量，并累积形成特定的文化形象，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符合时代特点的方式改变。 

4  结语 

文化认同不仅是认同自身身份，更是对区域历史文化

价值的认同。丰富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了社会文化

与进步，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持续找到自己的文化

认同，在当下和将来传承国家民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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