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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活形式等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信息技术越来越多的渗

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化传承和保护中，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文化、

技艺等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推动效果。就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来看，这种技艺中包含很强的技术性，所以在

传承和保护中，更需要将技术的精髓传承下来，避免传统技艺流失，保护民族文化成果。本文介绍了广西

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的重要性，结合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现状，研究其数

字化保护和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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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的重要
性 

1.1  民间传统技艺价值 
民间传统技艺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传统技艺

传承至今依然焕发生机的重要原因。就民间传统技艺的价
值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传统技艺来源于生
活，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根据自身生产和生活需求发明出
来的手工艺技术，因此，实用性是其第一属性，也是其产
生和传承的重要因素。相关传统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也在
不断激发民众的精神和文化审美需求，在传统技艺中，也
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民俗情感，体现了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
认同和喜爱，形成一种民族情结，成为民族群众精神生活
的有机成分。 

第二，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技艺充分展示了民族群众
的智慧和创意，他们的智慧是促进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动力之一。传统技艺能够延续至今，继续被传承、被
重视，也是因为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和历史
文化价值，对于研究民族历史、风俗人情、传统文化等也
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社会经济价值。传统技艺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在工业文明前，手工业经济地位比较高，而随着工
业文明发展，机械化逐渐替代了手工劳动，导致传统技艺
的发展面临很大挑战，而机械化生产没没有情感联系的，
也过于标准化，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手工技艺有
独特的审美和工艺技术，其价值比较多，对于社会经济发
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1.2  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响保护和展示重要
性 

传统技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技艺的价
值不仅仅是工艺自身能够创造价值，更在于传统技艺自身
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在传统技艺中融入的人
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传统技艺是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树立国民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内容

之一。一直以来，我国对于传功工艺都比较关注，在 2017
年，政府出台“中国传统技艺振兴计划”，颁布相关工作
指导文件，进一步为传统技艺传承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
最新的十九大中，再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是促
进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村文化水平和生活质
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助力。这些都为传统技艺发展和传承
提供了机遇。广西地区的民间传统技艺众多，有刺绣、织
染、雕刻、编织等，这些传统技艺和成品都具有很强的民
族特色，深受大众喜爱，也是地区不可多得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遗留至今的文化瑰宝，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经济
价值。新时期，研究广西民间传统技艺的数字影像保护和
展示应用，对于地区传统技艺传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2  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中存在
的问题 

2.1  缺乏保护意识，部分传统技艺濒临消亡 
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机械化

批量生产的生活用品开始走向千家万户，一些传统技艺逐
渐被淘汰，传统技艺中很多开始濒临消亡。例如，广西地
区的刺绣工艺，在服饰、床上用品等加工中的刺绣工艺能
够显著提升产品美感，具有很好的审美价值。但是随着机
械化机床生产的覆盖，人们穿的衣服，用到床单被套、沙
发垫子等等中用到刺绣工艺的越来越少，一些追求时尚的
消费者甚至觉得刺绣太老土，不喜欢，导致社会需求减低，
刺绣传承困难，后继无人的情况比较普遍。而地区对于传
统技艺也缺乏保护意识，导致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优秀技
艺濒临消亡，这是民族文化的重大损失。 

2.2  缺乏传承人，优秀传统技艺人才流失严重 
目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经济社会的物

欲追求旺盛，传统技艺在目前的社会中不吃香，一些传承
人在传统技艺的运营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收入，很难让
他们稳定的开展这一工作。加上传承人自身也需要生活，
面对不断增长的物价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很多传统技艺传
承人舍弃本行，去社会其他岗位中工作，目的是为了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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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钱，来维持和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导致大
量的业内人士的外流，而留在业内的相关传承人，他们中
很多都是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所以在经济负担上也轻一
些。而他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更加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对
于传统技艺的热爱不像老一辈人一样执着和专注，所以，
即使是在传承人家族中，他们也很难培养出更多的接班
人。加上传统技艺的数字影像保护和传承中，对于传承人
还有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方面的要求，这类人才更加稀
缺。这种情况下，传统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的情况就比较突
出，虽然一些传统技艺做出来的产品非常好，比如，广西
雕刻工艺品，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比较高，虽然很普通，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却是比较实用的产品，但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传承人和相关技艺的学徒，所以在这类产品的
生产上，用工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无法满足批量生产的
要求，只能在小部分的供应市场。传统技艺不能满足相关
传承人以及从业人员的经济需求，所以越来越多的传统技
艺人开始转行，导致业内传统技艺人才严重流失。 

2.3  数字化保护和展示形式单一 
在广西民间传统技艺的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中，传统

技艺影像保存的形式单一，展示的形式也比较固定。对于
地区大部分传统技艺的保护，采取的数字化保护措施是对
于传承人进行录音采集，对于传统技艺进行介绍和技术讲
解，或者是通过拍摄纪录片的形式来进行展示，主要拍摄
传承人动手操作相关传统技艺，并配上讲解文字，这样的
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具有一定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效果，但
是总体来看，形式是比较单一的，很难发挥理想的宣传效
果，也不利于民间传统技艺的推广。 

3  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对策 

3.1  强化保护意识，做好宣传工作 
针对广西民间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要进一

步提升地区对传统技艺的数字影像保护意识，借助数字
化、多媒体等宣传途径，做好民间传统技艺的宣传工作。
例如，结合广西仫佬族民间刺绣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
地建设情况、基地特色亮点、仫佬族刺绣文化、仫佬族刺
绣技艺展示等方面阐述仫佬族民间刺绣文化数字化建设
情况。通过多样化数字影像宣传形式，演示仫佬族民间刺
绣技艺当中的平绣、剪纸绣两种绣法。例如，可以通过拍
摄影视作品或者是记录片的方式，将广西的优秀传统技艺
融入其中，展示传统技艺的精湛和打造的精美作品，让观
众通过影视作品和纪录片等影像观看，加深对地区特色传
统技艺的认识和印象，让师生们深刻感受到仫佬族民间刺
绣文化的魅力，在大家心里撒播下“学刺绣文化，做当代

绣娘”的种子，培养保护民族文化，传承刺绣技艺的意识。 
3.2  加快培养传承人，提升人才信息化素养 
传统技艺是先人们的智慧结晶，是物质的、精神的

文化财富。现如今，很多人对于我国传统技艺保护的前
景并不看好，要想改变众多传统技艺濒危的现状，解决
传承人稀缺问题，就要不断扩大传统技艺的影响力，通
过大力宣传和弘扬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让文化地区的人民拥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加深
对于文化的认识和热爱。今年 3 月份，来自广西的 60
名参加中国传统技艺传承人接受相关培训。这一举措的
直接效果就是为传统技艺培养更多的接班人，间接效果
能加深人们对于传统技艺的认识和重视，更多的人热爱
传统技艺，有利于传统技艺活力的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实现。在广西地区的传统技艺传承中，要促进优秀
的传承人培养，不断提升广西传统文化影响力，助力地
区文化经济发展。 

在传承人培养中，还要强化他们的信息化素养培养，
提升传承人对于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让他们更好的
借助信息化手段加速传统技艺保护和发展。 

3.3  创新工作形式，提供多样化保护技术支持 
目前，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影像技术等在广西民间

传统技艺保护中应用越来越普遍，广西地区要借助多样化
的媒体形式、渠道等，创新传统技艺数字影像保护和展示
形式，为地区开展民间传统技艺传承和发展工作提供一些
新思路和新技术支持。除了拍摄地区传统工艺影视作品和
纪录片等宣传作品外，还可以创新多种数字化保护形式。
例如，结合广西的织染传统技艺，拍摄相应的影视作品，
在线上线下上映，记录传统织染工艺流程和技术精髓，用
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群众观众，做好文化保护和展
示。 

总结：目前，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各地积极加强文化
事业建设工作，其中文化保护、创新和传承发展是主要研
究方向和内容。就广西地区来看，地区的传统技艺众多，
一些优秀的传统技艺缺乏传承人，在新时期文化建设工作
中，要加以重视，借助数字化影响来保护相关传统技艺，
促进地区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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