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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利用和发展。辽宁旅顺作为一座历史悠久

的城市，就有着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了促进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和发展，笔者对辽宁旅顺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进行了研究，并针对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若干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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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any place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inherited, 

utilized and developed. A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Lushun, Liaoning has relatively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ushu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uthor has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the digitalization of Lvshu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mage. Several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izing the tourism image of Lushu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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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以数字形态出现的新兴文化在

丰富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给我国许多传统形式的文

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在我国的流传了几千年的、蕴含丰富特

色精神文化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辽宁旅顺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是许多的精美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主要传承地，其中便包括入选辽宁礼物的“匈奴皮雕”技

艺、入选大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渔人节”和精美绝

伦的“花板舞”等等。但是旅顺在对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继

承和利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上述提到的无人传承、缺乏创新、濒临

失传等问题。 

为了促进旅顺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用，笔者对旅顺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进行了研究，并针对旅顺非物

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提出了若干改进

策略或建议，希望能够为有关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思路或者灵

感。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各个民族几千年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世代相传

的、有具体表现形式的文化现象及其产物[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聪

明智慧的中华人民几千年来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产物，记录着中华民

族丰富的精神物质生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精神[2]，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欣赏价值和教育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 

尽管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了一定

挑战，但是它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的数字化，可以使得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和利用突破物质条件的限制、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

容和形式、提高大众的文化体验，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利用和发展。 

三、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的意义 

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成本不断提高。

但是，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往往我们花费在学习和锻炼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上的成本远不能

与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给我们的带来的收益成正比。这也是现

在的年轻人不愿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

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具体的物质载体，尽管有些人愿意学

习，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传承者传授，二是没有可以学习的指导载体，

如书籍和影音等。 

有利于促进当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近年来“VR&AR”技术不断发展和“元宇宙”概念的走红，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形象数字化，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吸引大众的眼光，提高旅顺旅游业的知名度，促进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可以

克服旅顺当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旅结合中硬件设施不完

善、交通不便、没有形成特色城市 IP 等等问题[4]。只需要在特定的

场所佩戴特定的设备便可以实现远程“沉侵式”体验具有旅顺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非物质文

化产品的相互组合，衍生或创新出一种全新的旅游产品或者旅游形

式，促进旅顺当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四、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的面临的

困难 

数字化技术水平较低 

尽管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各行

各业，但是有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在具有非盈利性质的文化保护

方面的应用还处在一个特别低的水平[5]。大多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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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数字化还停留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和

录入。这种低水平的数字化一方面无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

源的有效共享和同步；另一方面利用简单的、普通的数据库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进行存储，具有较高的信息泄露或者丢失的风

险。但是在旅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技术水

平较低、缺少专业的技术人才等问题却十分突出，这种状况的出现

与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的经费投入不足，难以对高

质量技术人才形成吸引力有较大关系。长期来看，如果这种局面得

不到改善，不仅会导致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的进程

缓慢，也难以减缓很多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逝。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的挖掘深度不够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过程形成并发展

起来的文化形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但是在对旅顺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现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相关

人员对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的挖掘流于形式，只关注对已

有文化形式的简单再现，许多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十

分呆板，形式单一，甚至没有现实世界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

体生动，缺乏必要的创新。 

以旅顺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板舞为例，作为一种诞生于

旅顺水师营一带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舞蹈，花板舞的歌词、舞步、

音乐、服饰和背景故事都反映了当地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6]，这其

中所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艺术审美价值等等都可以与数字化技术

结合起来，打造一种全新的旅游项目或文化项目，促进当地非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项目的发展。 

五、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的策略和建议 

深度挖掘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特色旅顺故事 

旅顺作为一座历史悠久，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的城市，其中的文化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和开发潜

力。通过深度挖掘旅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背景故事、

现实依据、物质载体、精神文化等等内容，丰富其在数字化过程中

的实证和语料，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

来，从简单的利用数字技术对当地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复刻和再现，转变为以当地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据、以

数字化技术为手段，不断创新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形式

和内容。 

并通过实地调查、走访、采风等方式，收集并汇总当地有关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通过数字化技术对这些故事中的情景进行再

现，让游客不仅仅可以体验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还

可以通过体验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背后的故事，在提高旅客旅游体验的同时，讲好特色旅顺故事。 

结合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打造特色城市 IP 

一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城市

的特色和风貌，比如说谈到京剧我们会想起北京、谈到二人转我们

会想起东北、谈到唐服我们会想起西安等等。通过融合旅顺特色非

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匈奴皮雕技艺、渔人节、花板舞等等，深度

挖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结合 AR 和 VR 等数字化

技术，打造旅顺特色城市 IP、旅顺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产

品，延长旅顺文化旅游产业链，增加旅顺旅游业的独特性，吸引更

多的旅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加强旅顺当地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和引入 

改善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首先，要加强对数字化技术人才的培养。培

养高质量人才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底层逻辑，尤其是旅顺非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的关键技术的人才培养，例如：虚

拟技术人才、三维建模技术人才、计算机绘测相关技术人才等等。 

其次，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的工资待遇。旅顺非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所依据的实证和语料最终来源于系统学

习过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但是由于相关从业人员一直存

在工资水平较低、学习和训练成本较大等问题。长期如此只会导致

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来。即使技

术再成熟，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实证和语料，也会大大

增加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的难度。 

最后，政府要加大对数字化研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

力度，确保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研究的稳定性和长

期性。 

积极学习先进经验，树立和培养运营思维 

在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学

习先进经验，不能够闭门造车，当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

字化做的比较好包括美国的“美国记忆计划”、我国“云游敦煌”

和“古月重声”等项目[8]。 

除此之外，在旅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数字化的宣传过

程中要注意学习并培养正确的运营思维，在正式进行广告等的投放

之前，先对各大平台的推送规则进行分析和学习，并根据分析后的

平台规则和推荐机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品对宣传文

案、宣传海报以及宣传视频进行设计和制作，提高宣传效果的同时，

节省不必要的资金浪费。 

其次，还要加强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当侵权现象发生时，

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平台的规则及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为旅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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