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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在江海平原非遗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朱长永 1　白　雪 2

（1. 南通理工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1；

2. 泰国格乐大学，泰国 曼谷 10220）

摘要：目的：为江海平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通过对当前江海非遗保护工作的分析与梳理，结合数

字媒体技术具有的特点及优势寻找双方的切合点，提出借助数字博物馆、数字孪生、大数据、区块链等相关技术完善江海平原非遗保护

的设计与开发。结论：数字媒体技术的切入为江海平原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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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承载体，

然而伴随着城市文明进程的加快，众多优秀的传统的民间技术、

工艺流程因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导致其原生环境遭到破坏，在面

临着消失的境遇。保护非遗文化，是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维护世

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在非遗的保

护与传承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非遗的现状及其发展

困境之间的矛盾显露无遗，另一方面如何继承与活态转化的理论

对策虽层出不穷，但往往缺乏有针对性或可行性的实践参照。以

数字博物馆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数字信息

技术的出现为非遗的保护与活态转化提供技了技术层面的支持，

借助丰富多元化的数字媒体技术提高了大众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

性。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非遗文化，可以打破以往时空的局限性，

并将更多与非遗产相关的资源分享给大家，这样才能够将非遗文

化更好地传承下去从而为大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通过数字化

处理使非遗文化的保存成为可能，能够有效弥补非遗文化多为口

耳相传的不足。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江海平原

非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以数字信息化技术保护作为手段，探索

非遗保护与数字信息化之间的关系，找出适合江海平原非遗保护

的路径。

一、江海平原非遗文化的形成及保护现状

江海平原，形成于公元 1500 年前，因长江与黄海冲击与南通

地区诸沙连接而成故称江海平原。江海平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迄今为止，在江海平原境内已发现的各类国家、省、市、县级非

遗 100 余项。2006 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2008 年沈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

江海平原境内还云集了海安花鼓、海门山歌、吕四渔民号子、南

通剪纸、木板年画、童子戏、红木雕刻、评弹北调、南通长牌等

一大批优秀的非遗资源，为江海平原的文化增添了无数的魅力。

为了更好的对江海平原境内的非遗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和保

护，国家与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建成国家、省、

市、县四级项目名录体系和国家、省级传承人名录体系，使得江

海非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保护。以江海平原境内的南通市为例，

地方政府先后建立了江海博物馆、南通非遗工坊、南通蓝印花布

博物馆、风筝博物馆等一批非遗展示场所，唐闸古镇作为省级非

遗文化体验旅游基地，充分利用节假日的时间通过开展非遗集市

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到非遗活动中，提高了大众参与非遗的积

极性。

此外为了扩大江海平原非遗的影响力，各地高校通过邀请非

遗传承人进高校的形式从而增加大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如南

通大学艺术学院邀请蓝印花布技艺传承人吴元新老师在艺术类课

程中讲述蓝印花布的蜡染工艺及制作流程；在艺术设计方面，南

通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将包装设计、插画设计的课程内容与

地方非遗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一批优秀的设计成果，在各类设

计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由北京启泰远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结合

江海平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及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创作的动画电影《江

海鱼童之巨龟奇缘》展示了江海区域内特有的非遗面貌和情感表

达样式，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央视少儿频道播出的《少年张謇》

则是以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为原形再现了江海平

原地区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无形之中传播了江海的非遗文化。

但是伴随着近年来数字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江海平原的非遗文

化在数字化保护方面的力度欠佳，数字化传播的进程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江海平原境内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主要集中在非遗数据的

搜集及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如南通非遗工坊将江海平原境内的省

市级非遗进行了大量的数据资源搜集整理，并在其官方网站上进

行发布。蓝印花布博物馆、风筝博物馆、珠算博物馆则通过数字

媒体技术手段重塑了非遗的工艺及制作流程，数字影像、交互设计、

虚拟现实等技术为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对于

非遗数字化的保护还需要加大力度，使用新的数字媒介进行推广

和传播。

二、数字媒体技术下的非遗保护形态

数字博物馆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新的途径。数字

博物馆以真实博物馆为原型。采用数字化的形式呈现，通过互联

网技术进行传播。一方面数字博物馆将纸质、文本资源借助数字

技术转化为数字图书资源供用户阅览。另以方面，使用数字技术

打造原生虚拟环境浏览者能够以第一人称数字人的视角进入到数

字化博物馆中，并能够与数字博物馆的非遗物品产进行互动，了

解非遗文化的前生今世。与实体博物馆相比，非遗数字博物馆突

破时间、空间的限制，用户借助互联网技术可以随时随地浏览数

字博物馆，同时数字博物馆展示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多样，既

可以通过数字图像、动画等视觉符号呈现也可以通过虚拟交互、

增强现实等人机交互的形式呈现。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在非遗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运

用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可以从当前海量的非遗数据中提取高质量

非遗数据资源，通过对非遗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发现非

遗数据背后资源的关联从而更有利用非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非

遗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的核心在于非遗数据库资料建设，建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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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与的非遗数据库建设，对非遗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探索发

现非遗资源背后的知识讯息，以期获取各项非遗的文化本质与传

承脉络。

数字孪生技术的出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数字孪生” 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对物理世界的真实物象进行描

述和建模的过程。在非遗领域，将非遗的物理属性（如非遗存在

的物理空间、传承人属性、表现形式、物体特征、工艺流程）数

据进行采集，通过计算机技术形成与真实世界相对应的数字孪生

空间，实时动态数据检测非遗的变化形式，对非遗文化进行有效

的监控，预测非遗的生命周期及面临的风险 ，有助于非遗文化的

进一步保护和传承。

区块链技术的使用为非遗的知识产权溯源提供了很好的技术

手段，也是非遗展现其经济价值实现生产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共识机制、加密算法这三个重要特点。

在非遗项目的申报过程中，非遗项目申请人可以将非遗的相关信

息及申报书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上传，因区块链具有共识机制，

一旦有对数据进行修改，区块链上所有节点的人都可以看到修改

的数据，并进行分布式存储，从而保障数据的安全。

三、江海平原非遗数字博物馆建设

（一）江海平原非遗数字博物馆架构思路

迄今为止在江海平原境内先后建设完成江海博物馆、南通博

物苑、珠算博物馆、蓝印花布博物馆、风筝博物馆等实体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馆藏丰富，但是相互独立。构建重的非遗数字博物馆

以实体博物馆为基础，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终端设备以虚拟人的身

份进入到虚拟的数字博物馆中，在虚拟的数字博物馆中用户可以

与馆藏非遗资产进行互动，通过建设非遗数据库的形式将江海平

原境内的非遗资源纳入到数据资源之中，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实

时渲染技术、虚拟交互技术等建立三维的非遗资源平台，实现非

遗线上联动。

（二）非遗数字博物馆主要实现的功能

江海平原非遗数字博物馆主要实现三大功能，第一、完善非

遗数字资源展示的模式，综合利用新媒体技术包括数字动画、虚

拟交互、增强现实等相关技术完善非遗数字博物馆藏品的展示形

式，增加用户的体验感。第二、完善非遗数据管理模块设计，主

要指完善非遗数据库的存储、更新、筛选、申报及筛查工作。第

三、非遗数据资源的数据分析功能，主要包括区域内的非遗目录

的统计、传承人、发展历史、制作工艺、保护措施等。迄今为止，

已完成江海平原 100 余种省、市、县级非遗的收录工作，并完成

各类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完成相关非遗三维模型的制作工作。

（三）非遗数字博物馆属性数据库设计

根据江海平原地区非遗的分类及属性，可进行三个层级的属

性划分。第一层级为区域空间划分，主要包括非遗所在的地理区域，

如海安花鼓位于江海平原境内的海安县，海门山歌位于海门市，

吕动宾的传说位于吕四港口，可根据非遗所在的区域进行属性划

分；第二层级根据非遗自身属性特点进行划分：非遗文化的传承人、

非遗实物属性数据、非遗工艺及流程等。第三层为非遗时空的数据，

主要以不同时期的文献研究资料为准，包括文献资料及影音视频

资料等。

（四）非遗的虚拟展示设计

根据江海平原非遗的种类使用多媒体技术手段进行展示，综

合利用三维建模、动画渲染及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将实体模型转化

为三维数字模型，完成用户与虚拟模型之间的交互。如将板鹞风筝、

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及流程通过三维动画的形式多角度进行展示，

尽可能直观的展示风筝及年画的传承工艺及流程。使用增强现实

技术将梅庵派古琴艺术及海安花鼓进行数字化展示，用户能够通

过移动终端设备在虚拟的数字非遗博物馆中再现古琴与花鼓的艺

术魅力。

（五）非遗博物馆的界面设计

整个非遗数字博物馆分为前台与后端两个平台，前台主要是

非遗的可视化设计，通过 GIS 技术获取非遗文化所在的区域位置

在前台页面中进行标注，使用 Unity3d 游戏开发引擎平台结合三维

建模技术对需要展示的物化的非遗形态进行建模，为了达到更加

逼真的效果，三维模型与虚拟模型保持高度相似。使用 c# 开发语

言完成对虚拟模型的交互，并通过后台数据库调取非遗属性信息，

用户通过多种终端平台可实时进入虚拟的数字博物馆，实现对数

字博物馆内非遗信息的浏览展示。在数字博物馆的后台端口，用

户可进行非遗信息的统计、筛查以及非遗资料的添加删除等，用

户可将非遗的相关资料自行进行传输、归档。

四、结束语

江海平原非遗在保护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非遗资源的特殊

性，针对不同的非遗资源要采取合适的保护手段，不能够为了非

遗的数字化而进行数字化。数字媒介技术的引用要因地制宜，从

而达到数字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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