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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交互技术助力吴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

尹小晗

苏州大学　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信息化时代如何在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发展中，保护、传承、传播与发展吴文化已成为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数

字交互技术为吴文化继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生动的手段和路径，能够以“今”入“古”，联通古今，使流传千年

的吴文化将其魅力传播于当下，使人民群众了解，热爱并有意探索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激发文化自信与文化凝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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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姑苏区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吴文化在姑

苏古城千百年的织就下，俨然已成为一幅“双面绣”。“双

面绣”之“双”体现在众多方面，之于文化内涵，它是传统

与现代的交相辉映，以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为经，

以守正出新，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为纬；之于传播形式，它

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以线下沉浸体验为本，以线上虚拟交

互为辅；之于表现形式，它是景观与民生的和谐相生，以小

桥流水，白墙黑瓦的江南美景为表，以吴侬软语，鱼米人家

的苏式生活为里。为使吴文化之“双面绣始终葆有生机活力，

应以“绣花功夫”精雕细琢，重视文化挖掘，数字经济与社

会活力的重塑，以数字交互技术作为强有力载体，展现吴文

化魅力，推动其继承发展。

利用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便捷性、沉浸性等特点，可

以为吴文化的传承提供更多的选择，使得文化的展示方式更

加多元化，传播的内容更具吸引力。数字交互技术带来的虚

拟呈现可以带给受众高度沉浸的体验并实现多感官交互，为

其创造了一个可以“沟通”的文化世界。对受众传递信息的

方式不再单向，而是以受众视角为主，引导其主动与文化互

动，进行双向沟通与对话，唤醒他们的求知欲，深化文化理

解，参与文化传播。

1. 数字交互技术助力吴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

1. 数字交互技术为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遇。虚拟现实 VR、数据可视化、深度学习、AI 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体验的方式更加多元，生动。数字交互

技术在提升受众体验感与创造性参与度方面具有极大优势，

有利于更加大众化的文化传播，通过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完

成文化与大众的对话，激发文化新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那样，“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

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

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

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

新成果传播出去。

2. 数字交互技术赋能吴文化继承与发展有益于推进具

有地方特色，符合地方需求的文化体系建设。姑苏区作为吴

文化珍宝集聚的地区之一，蕴藏着丰富多元，并且充满活力

的文化资料，编绘姑苏区数字交互技术实践的资料集，有利

于促进地方的文化资料整合，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数字交互

技术应用模式，有利于为后续的项目实践以及数字交互技术

的广泛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3. 数字交互技术为吴文化继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

多元生动的手段和路径。数字交互技术的应用对于姑苏区内

各个文化空间的景观更新具有助力作用，通过技术手段构建

多维的、立体的、沉浸的场景，将吴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

传统技艺等通过全新的方式呈现，扩宽了文化输出的形式，

也提升了吴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激发了吴文化建设的活力，

有利于打造独具姑苏区特色的数字化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 数字交互技术助力吴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

当前苏州姑苏区在数字技术与文化继承发展方面的研

究实践已有一定成果，姑苏区于 2022 年开展的“古城细胞

解剖工程”与“文物建筑 DNA 结构建筑工程”中，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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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维全景技术、色彩真实性还原技术、VR 技术等数字交

互手段，助力文化保护更新迈上新台阶，当下的困境主要表

现在：

2.1 群众创造性参与不够，动态交互不足

目前数字技术在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应用中存在偏重于

展示与体验功能，而在表现形式与价值观传递方面的互动

性不足，吴文化的继承发展依靠的根基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支持与推广，应健全反馈机制，深挖基层文化资源，疏通

文化再创造再表达途径，使文化的内在价值成为一种上下

一致的共识。

2.2 资源整合度不足，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

在姑苏区中各大博物馆与园林等线下文化空间的联动，

资源共享不足，数字交互技术的使用场景较为独立，缺乏区

域间的协同合作，更多是以“点”的形式存在，而没有以单

元或矩阵的形式发展。

2.3 地域性、识别性、差异性不够，缺乏创新驱动

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数字交互场景中文化元素的叠

加不足，缺乏地方特色，较为宽泛的谈论数字技术与文化的

结合，没有具体的梳理本地文化脉络，提炼在地文化价值，

同时存在创新力不足等问题。

3. 数字交互技术助力吴文化传承的发展路径思考

3.1 厘清吴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展示形态

构建吴文化的多样化数字展示形态对于提高传播效率

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对吴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展示形态的利弊

深入挖掘与分析，立足于吴文化的活态性、传统性和整体

性，探究出吴文化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应当呈现的较为有效的

展示形态。一是数字媒体本身的多方式呈现特性。通过构建

吴文化资源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及三维模型数据库，

吴文化以多媒体组合的形式再现场景，提高吴文化的数字化

传播效果。二是吴文化内容角度的创意展示形态，虚拟现实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模仿能力，改变了吴文化展示的诠释路

径，使受众在线上、线下间产生共鸣和转换。与此同时，创

新运用网络不仅能让受众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接收到文化

信息，还能使没有机会参观的公众获得机会进行云端游览，

让文化在瞬时间传递至世界各处。

3.2 构建立体的吴文化数字化传播体系

利用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融合，呈现出新旧媒体传播

方式上的兼容和互补，形成一个多层次覆盖、全方位联通、

多角度展示的立体融媒体传播体系，使吴文化得以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虚拟现实技术（VR）是利用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图形技术、传感技术等多种技术手段建立出具有高度

仿真性的虚拟场景。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沉浸式的特点，不仅

刺激受众的视觉，更能通过感知听觉、触觉、力觉甚至嗅觉

与其进行实时交互，使受众获得全方位，多层次的体验感。

同时，其具备的存在性、多感知性、交互性等特性，提升了

互动感，使受众参与积极性大大提升。数字化传播互动性、

整合性、多样性的优势，注重充分发挥社交网络媒体的主阵

地作用，丰富拓展吴文化数字化传播形式，对塑造吴文化文

化名片，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推动吴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3.3 提升吴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智能水平

在网络化时代，吴文化传播的核心不再是分享，而是

分享后面的协同，只有构建非遗资源的大数据库，才能使吴

文化资源由“孤岛”走向协同，才能为吴文化的智能传播提

供坚实的技术和数据支撑。其次，需提高吴文化资源创造性

转化的智能创作能力。采用“算法决策＋场景式”的创作模

式，提升吴文化资源创作的智能化水平，设计出与受众共通

的影视文化空间，才能创作出能引起受众精神和情感共鸣的

作品。再次，需提高吴文化的可视化水平。“仿真＋沉浸式”

的视听技术指的是所有可以用来建构和传达复杂吴文化的

图解手段，包括吴文化可视化结合技术、可视化模型技术等，

对吴文化及其文化空间资源进行挖掘，实现吴文化在时间和

空间维度的知识表达，并以这种方式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

记忆和应用这些知识，使吴文化传播由被动走向主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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