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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视域下荆楚非遗数字化传播

周桂霞　柯宇杰　申皓元　郑宇凡 

武汉学院　湖北武汉　430212

摘　要：现如今无论是传统文化和非遗大多都局限于传统传播方式，由于传承人数衰减，传承人老龄化较为严重，思维固化，

文化精髓无法得到合适的开发。社会迅速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也加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的脱节。应加强科技与

非遗的结合。借助人工智能，多方面充分发挥 AI 的能力。文章通过分析数字化传播的优势，对不同的荆楚非遗数字化传播

路径进行对比分析。探索未来 AI 与荆楚非遗结合的多种可能，强调当今非遗与科技结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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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总书记强调：“文物

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要积极推进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2]。”“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

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

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

和科学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消

失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非遗的数字

化传播，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人工智能视域下荆楚非遗数字化传播现状

荆楚非遗的传播现状相对滞后。目前，荆楚非遗在传

播过程中主要依赖于传统媒介，如报纸、电视、网络等。虽

然这些媒介在传播速度和范围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它们缺乏

针对性，无法根据受众特点进行精准传播，从而影响了传播

效果。荆楚非遗文化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也较少譬如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还具有空缺。

荆楚非遗文化的人工智能传播还面临技术难题。一方

面，荆楚非遗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具有独特性，如方言、地

方性习俗等，这些内容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中需要进行

大量数据处理和算法优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阶段，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

荆楚非遗文化相结合，实现高效、精准地传播，仍需进一

步研究和实践。

此外，荆楚非遗文化的人工智能传播缺乏跨界合作与

创新。在当前传播环境下，荆楚非遗文化需要与不同领域的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如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

等。然而，跨界合作和创新在荆楚非遗文化的人工智能传播

中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在荆楚非遗文化

传播中的作用发挥。湖北省非遗的分类口径与国家级非遗的

分类口径类似，一方面说明荆楚非遗的类型十分丰富，另一

方面也表明荆楚非遗保护工作的覆盖面相对十分广泛。 但

荆楚非遗的保护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行

为稍显僵化，机制失灵；保护理念相对保守，思路不清；地

域非遗离乡离土，空间消弭；非遗文化认同衰微，传承堪忧 [4]。

2. 人工智能视域下荆楚非遗数字化传播优势

2.1 效率提升

智能化处理和管理：AI（人工智能）用于处理非遗文

化的大量数字化数据，如图像、文字和声音。通过自然语言

处理、图像识别和声音分析等技术，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整

理非遗的相关资料信息，使其更容易被大众检索发现。利用

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等技术，调试大模型，AI 可以自

动生成符合非遗特色的艺术品等内容，从而加速数字化创作

和传播过程，节约创作成本，降低门槛。也因为学习了大量

的数据，AI 系统能够产生新颖、前所未见的创意作品，甚

至打破框架超越传统的创作范畴。

2.2 创意丰富

通过程序自动化分析和研究，AI 能够用于对非遗文化

的深度分析和研究。加速相关资料的解读。例如，机器学习

算法帮助发现非遗元素之间的关联，推动研究者更深入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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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非遗的内涵和传承。同时 AI 在面对用户提出的问题时展

现了丰富的创意性。通过对多方面专业领域的知识学习后，

AI 系统可以提供非常独特的解决方案，甚至能够创造出人

类未曾考虑过的解决途径，从而帮助打破信息壁垒，创造出

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

2.3 传播广泛

AI 能够基于用户体验的个性化的非遗内容进行推荐，

让用户更容易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文化元素将非遗拓展变得

更加个性化。此外，通过深度学习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提

供更丰富、沉浸式的数字文化体验。在语音翻译和图像解

读方面的进步使得非遗文化更容易被全球范围的观众理解。

通过准确度高，翻译人性化等特性的自动翻译技术，数字化

的内容可以以多语言形式呈现，同时节约大量的人力翻译资

源，提高非遗的传播效率从而促进国际的文化交流。AI 可

以用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智能推送、自动回复等功能，提高

用户参与度。智能互动也可以通过虚拟人物或机器人形象，

增加非遗数字传播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非遗数字化传播提供了更多的

工具和手段，使得数字化传播更具效率、个性化和创新性。

但 AI 学习也容易抹去事物的本质特色，所以在借以运用的

同时也要保护好非遗的独特性和其正确的文化内涵。

3. 人工智能视域下荆楚非遗数字化传播路径

3.1 荆楚非遗线上虚拟数字博物馆

在目前荆楚文化的传播中，也有很多博物馆采用了数

字化技术手段。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通过虚拟展厅，将整

个展馆以全景图的形式导入微信公众号平台，使观众可以在

手机中的数字空间中亲临展馆，感受其历史韵味。这种方式

使文物展览和介绍更加便捷，吸引了许多的线上游客，无需

亲临博物馆也能感受到荆楚文化的魅力。

但大多场景均为 2D 照片展示，使整体较为全面平面化，

体验感不够沉浸、真实 . 如今 VR、AR 等技术迅猛发展，虚

拟现实技术对虚拟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也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例如利用 AR 技术，将虚拟博物馆的展品与用户的现实环境

融合，使用户能够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欣赏相关文物细节。

例如，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看到虚拟的物品

出现在他们的桌子上，并可以通过交互旋转放大，展现其多

种角度细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合成技术，为虚拟博

物馆提供智能导览和解说服务。这可以通过虚拟助手、语音

交互等方式，在用户浏览探索感兴趣的文物时为用户提供详

细的文化背景、历史信息和传承故事介绍讲解，使其浏览体

验变得更加形象生动。

3.2 搭建荆楚非遗数字化传播场景

通过在数字平台建设非遗虚拟博物馆，将不同的非遗

种类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排，将仿真的虚拟展览空间，让用户

以沉浸的视觉和交互感受下参观非遗展览。

在数字平台中加入多媒体讲解功能，通过语音、视频

等形式为用户提供详细的非遗背景、历史文化等信息，使数

字化内容更具有教育性。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的推荐内容。这可以通过用户的浏览历史、兴趣标签等

信息，为其推荐更符合个人兴趣的非遗内容。 使用数据分

析工具追踪用户行为，了解用户的偏好和需求，以优化数字

平台的内容和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将数字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整合，提供给用户以交流

探讨的社区广场，方便用户分享他们的数字体验，拓展更多

体验活动增加非遗传播的社交性。同时社交媒体还可以用于

非遗的推广和宣传。

除 VR 外还可考虑开发移动应用，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

访问数字化内容。因为手机软件应用可以提供更便捷的使用

体验，适应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3.3 加快荆楚非遗数字化人才培养，推动非遗文化传播

在我国公布的 1986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已有 295

人去世，在世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 70 周岁

的已占到 50% 以上，老龄化现象严重，保护形势极其严峻

抢救性记录与保护迫在眉睫。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的非遗项目，语言特殊，传承人数量较少，生活条件较差，

传承链条脆弱 [5]。

在当今严峻环境下更应该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非遗保护的行列中来，为非遗保护注

入更多新鲜血液。

加强行业间合作，提升非遗传承的效率和效果，可以

促进非遗传承经验的共享。传承非遗需要依托丰富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传承人之间需要加强交流和资源共享 [6]。国内大

部分地区都在积极举行设计类比赛，将本地的非遗老字号融

入比赛命题之中，既可以借助比赛来宣传非遗，还可以为非

遗添加新的可能，创新非遗的发展方向。

“武汉大学生时尚设计创新创业大赛”中设有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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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商品创意设计。依托江汉区老字号（蔡林记、德华楼、

顺香居、汪玉霞、冠生园、老万成、精益眼镜、亨达利、工

艺大楼、叶开泰、初开堂、陈太乙、盛锡福等）企业历史文

化和城市符号的创造性开发和运用，设计涵盖城区礼品、旅

游商品、老字号旅游订制产品及延伸纪念品、潮玩等成系列

作品。在比赛中既吸引了大学生群体积极参与，让更多新生

代参与到非遗的创新设计中来，为非遗的发展注入年轻的活

力。通过数字设计，让加强大学生群体对“老字号”的理解，

运用数字设计展现出大学生眼中的不一样的非遗。既传播了

非遗，又借此吸引大批青年开始理解，保护非遗。

有关部门和主体可以从制订系统且完善的非遗传承人

培训方案、积累非遗传承的经验、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宣传

传承非遗的意义和价值、增强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打造专业的非遗传承团队、规范传承流程、明确责任分

配、加强行业间合作、建立非遗传承社区、促进非遗传承人

之间的交流等方面入手，以实现保护和传承非遗的目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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