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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是指一种传统的历史文化表现，包括和

传统文化表现有关的遗迹和场所，并且世代相传，被当作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

记录，而且还是一项重要的人文资源。它对我国各族人民的性格

与风俗都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是个拥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大国，

它的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培养了无数杰出的中华儿

女。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化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重

要资产，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弘扬、传承和传播，是文化工作者不断思考

的重要问题[1 ]。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况

1.1基本概念

文化遗产不仅是遗迹和物品收藏，而且是我们祖先传播的所

有活的传统：口头表达，包括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

节日、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工艺。这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对它的理解有

助于文化间对话，鼓励相互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它的重要性不在

于文化表现形式本身，而在于代代相传的丰富知识和技能[2]。

1.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1）非物质性。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最主要性质是不可触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与物

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它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其存

在质量上的确定性，成为人们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出发点

与参考点。无形性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征，

它与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质的区别。(2）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态性意味着它是一种活的文化，这种活态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口头传统和表达方式、其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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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传统工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的文化内涵通过人的行为

表现出来，并通过人的行为传递给公众（或物体）。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奇人物、艺术家和传统工艺从业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文化生产的主体，是活态文化的中心，是最有活力的参与

者。这显然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3 ）属地特性。它指的是

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域特点。各个地域的人文环境和人的价

值观，决定着对各个地域文化所要求的物质内容与精神满足。

地域性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主要特点，同一非物质历史文

化遗产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具有不同的特点。重视非物质历史文

化遗产的地域层面，意味着重视区域环境和地方传统文化对特定

类型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出现了影响。(4）非孤立性。

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和人类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环境和其他因素有关[3]。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

2.1基于其自身起源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通过其自身的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

的信息交流和传递来进行交流。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传播形式，

能够亲自和直接接触目标群体，具有重要的延续性和传播功能。

2.2沟通的即时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继承人可以通

过现代互联网工具和加载相关信息的手机，实时告知公众相关活

动。特别是，通过微博和微信等应用程序进行配音，可以使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新的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传播，并能迅速传播给公众。

2.3互动交流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各种终端和口头交流与公众互动，

不仅是文字、声音或视频的形式，而且是公众希望以他们喜欢的

方式接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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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意义和作用

在传承、保存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中，探讨怎样

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尤其有价

值。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项体制变革和发展迅速的

历史时期中，在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实施的重大社会工程中，

很可能造成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无意地摧毁，又或被无声地破

坏。所以，要尽量避免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与研

究。而通过信息技术，以数据方式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无疑

带来了它全新的意识形态、全新的保护方法以及全新的传播途径，

使更多的人能够展示和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4]。因此，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就是把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在原有的自

然环境中提炼起来，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创造一种传播的平台，

让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在信息时代中利用这一种网络平台进行更

良好的传播、保存与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文化自信心的形成与

物质文化的丰富。这也将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自信，进一步

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以及更有效地对抗外来文化的侵袭。数

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具有更加广阔的传承范围，让更多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人在网上欣赏、探索和分享，从而达到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保护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提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和作用。中国

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4.1通过电影和电视节目进行数字传播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电影和电视节目内容与传统内容一样

与社会和生活息息相关，但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它

来克服表达的束缚，使过去一些不太容易得到的内容得到现实的

表达。通过影视节目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传播，

是有效继承、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瑰宝的最重要手

段。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技艺、制作过程和传承

人的故事可以作为影视节目内容的原型，然后以纯纪录片的形式

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通过影视节目代代相传。其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间故

事可以变成影视剧本，作为电视剧或电影的原型，以更吸引人的

方式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这些精彩的电视或电影故

事了解和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凡魅力。同样，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的民间故事可以变成动画脚本，作为动画原型，引入具

体的艺术阐述，也可以在动画作品中的人物服饰和生活方式中加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以更有想象力、更生动、更有故事性

的动画形式来吸引儿童的视觉，使他们能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影响之间的互动是信息时代进一步传播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然选择，也确实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4.2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传播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

必须紧跟或超越时代。要充分利用各种网络传播平台，克服以往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存在的一对一宣传、传播范围有限、受众

面小等缺点，利用网络平台的受众面、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积

极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各地区应建立一个专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网站，并在网站上公布本地区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

单和相关信息，让人们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上获取信息，用文字、

图片和视频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物的历史、发展状况、经典表

演、代表作和传承。人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网站，将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其中，使网站的内容

更加丰富和全面，从而为全国各地的人们提供一个学习和了解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其次，各地可以采用故宫博物院在淘

宝网上开旗帜店的成功经验，建立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店，

利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在网上销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关的手工艺品、衍生品、图片、影视作品，甚至与顾客的需

求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

这样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可以纳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还可以在国外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创建网店，让东方神秘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芒照耀到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为我国的文

化强国形象做出贡献。最后，我们可以利用抖音、微视等移动

短视频平台，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短视频，利用这三个平台

的大量用户来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

解、认识、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4.3法律保护与传承模式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必要明确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然后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法律体系，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作为法治社会最有力的武

器，法律法规可以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主张其合法权益的

权利，保障和保护其商业利益，并惩罚那些故意或恶意破坏非物

质文化财产的人。这是现代社会法律保护的有力措施，它促进了

法治，可以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资产的有效和明智的传播。

5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独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文明延续的鲜活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

保护、保存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保存历史遗产，建立文化信

任、文化交流与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仅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国家和民

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在某些方面已经有

了飞跃。首先，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正逐渐得到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的大规模传播使人们对传统民俗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讲故事、背

民歌、过年等日常生活方式都获得了重要的文化内涵和地位。第二，

人民在保护国家资源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今天，文化遗产的概

念已经被引入，并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将那些未受关注的创作者置于

文化建设的中心，使他们获得了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及信任和责任。

对遗产和创造力的尊重增强了这些历史和非传统创造者的技能和智

慧。最后，为信息的保存开辟了新的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渠

道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以动员社会，引起整个社会对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关注、热爱和承诺，并向其传承人灌输自豪感、信心和创造

力。在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们

生活的宝贵助手。面向未来，我们要抓住时代机遇，保护、传承和发

展祖先的技艺和智慧，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样的

文化一起，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劳动智慧的结晶。

人民群众劳动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它的无限魅力和艺术构思是现

代人所追求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及

其传播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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