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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秦立兵 

（潍坊理工学院  山东 潍坊  2625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向濒危。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本文将围绕青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思路进行分析,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推广,提高社会影响力。积极运用

数字化实施多种策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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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互联网建设的不断发展,在“互联网+”建设背景下,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呈现出数字化、传媒化的特征。结合青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情况,梳理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与传承的思路，使广大民众通过网络数字媒介了解青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渊源和形式，开阔民众了解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 

（一）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由口口相传和技艺传承方式的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正在濒临灭绝，大量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材料被遗弃或丢失，因此，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的意义重大。山东青州是古九州之一和著名的历史文

化名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不完整统计，目前拥

有有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90 多个，呈现出数量繁多，形

式多种多样的特征。通过通过代代传承来完成保护的方式，可有效

避免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使青州生态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

下去。 

（二）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工作，大力实施

一批文化工程，更好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人越来越多，这为公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靠家族传承或师

徒传承的方式来进行传承和发展。一旦传承衔接出现问题，基本上

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精髓。随着短视频和媒体的兴起，传

统的口口相传的保护方式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数字保护成为

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先进的数字图形处理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拓展了途径，将数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相关

产业的紧密联系起来，保护的同时，增加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

因此，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就显得意义重大。 

二、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路 

（一）构建数字化交互式传承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前人以文字或图像为辅助

对传承人的口口相传。随着 4G 网络的快速兴起，短视频、融媒体

成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重要途径，而计算机图形学随着硬件的更新

和迭代，数字图像表现技术水平正日新月异，当前可以利用三维动

画和虚拟图像数字化技术，用文字和行为来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建构和再塑，必须利用先进的图形处

理技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更加引人入胜，使传承者更容易

入门或者引起民众的兴趣，从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

可能性。形成数字化的记录后，则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随着

AR/VR/MR 技术即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和完善，该技术已经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传承着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以此为平

台建设虚拟非物质文化遗产 VR 馆。 

（二）引导数字化宣传途径的多元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和其他类别的宣传工作不同的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宣传工作还需要演示、解说以及展览等形

式作为辅助，向受众主体宣传，以此让受众认识到保护及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因此，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宣传的

最佳效果，要明确数字宣传的特点，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的原思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维度的展示思路。充分运用现

代数字技术手段，例如高清扫描技术，3D 虚拟技术，裸眼 3D 投影

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三维动态的实物展示。此外还可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元素与文创结合，打造文创产品，既能产生经济效益，

同时也提升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输出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

融入到游戏中、特别是手机游戏，手游融入了着许多人的生活，可

以耳濡目染的影响民众的感官世界。 

（三）提升非遗项目专业性人才的吸纳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对信息技术人

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相

关人员必须具备特定的思维和素质。因此，笔者建议从两个方面进

行人才的吸纳：一是从高校吸纳，青州本地及周边拥有多所本科院

校和高职院校，特别是坐落于青州的潍坊理工学院和潍坊工程职业

学院，两所院校都有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为人才的吸纳提供了有

效的来源。二是基层培养和社会吸纳结合的方式，从基层和社会选

拔人才，从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严格考核和实践，最终

通过考核数字图形处理技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形

成专业人才团队。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可以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

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记录、应用和示范，提高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能够展现出新的艺术魅力和更

大的艺术价值，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1] 陈茜.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记者观察，2020,(24) 

[2] 陈少华.基于虚拟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管

理系统设计.现代电子技术. 2020,43(16). 

论文来源：2020 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青州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数 字 化 保 护 与 传 承 研 究 》， 课 题 立 项 号 ：

QN202008188。 

作者简介：秦立兵，山东潍坊人，讲师，单位：潍坊理工

学院，研究方向为数字化效果呈现、影视动画短片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