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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文化下的保护和发展

——以剪纸艺术为例
包玉婷

九江职业大学　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沉淀积累的共同文化精神财富，其保护和传承越发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根据我国“非遗保护法”规定，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及相关实物和场所，涉及文学、美术、医药、民俗、体育等各种领域，比如民间剪纸艺术。但是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难度较大，传承方式和途径单一，极其容易湮灭消亡。许多传统民俗活动由于文化内涵诠释的缺失而直接失去了其存在的基

础价值，而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能够将信息转化为可度量的数字数据，能够以可见的易于保存和传播

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保存和传播下去。可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的大规模存储和管理，以及对非遗项目、

传承人、生态保护区的监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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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
数字化技术手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能够有效保

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数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数字化技术
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储存展示
和传播，有助于濒危非遗的延续和再现。这种技术能够建立
完整的非遗数据库，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较为全
面地保存非遗的信息资料，利用新媒体手段和计算机信息技
术实现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保存记录和传播。第二，能够建立
数字化的立体视觉传播平台进行非遗的传播，即依靠技术手
段可以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平台，通过这一平台
能够使人们更为便捷的了解非遗文化，促进非遗文化内涵的
全面诠释，提高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度，促进
其传播传承。第三，数字化技术作为多媒体技术和信息传播
技术的基础，能够以新兴媒体形式比如动画电影的形式去诠
释和传播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让更多人看到和感知
其价值内涵。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发扬是形势所趋。

二、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憾的优势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技术，主要包含了数字考古、

数字图书馆技术、数字化虚拟博物馆、数字化故事编排讲述
以及舞蹈编排等技术。这些数字化技术分为四大类：数字化
采集和存储、数字化复原和再现、数字化展示和传播、虚拟
现实技术。其中，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技术能够有效整合非物
质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将其以可见的方式储存下来，解决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不宜留存和容易流失的问题；数字化复
原与再现技术，能够在充分的数据研究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
算机技术将部分在传承过程中有所缺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修复和再现，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性；数字化
展示和传播技术能够利用新兴多媒体技术将数据资料库中储
存的非遗信息以图文声相的形式展示出来，这种展示方式突
破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空间限制，使人们足不出户
就能够了解赏析各种非物质文化，最大程度上传播展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精神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虚拟现实技
术，以剪纸艺术为例，比如开发剪纸设计的计算机辅助系统，
将剪纸元素、符号、工具、纸张素材以虚拟现实技术形式代
替，用户就能够通过计算机线上完成剪纸的设计制作，这种
虚拟技术能够为剪纸技艺提供更为广阔的用户市场，促进剪

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另一方面，剪纸是一种静态
二维的表现形式，其数字化技术保护需要突破技术、语义和
有效性三个问题，从文化保护和产业化两方面进行推进。作
者首先在理论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技术基本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分析，为数字化技
术手段在剪纸艺术保护与传播上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文化下的保护和发展措施
第一，建立剪纸软件的数据库基础，包括剪纸基础符号

库和剪纸基本元素库和剪纸基础图案库的创建。以此作为设
计师进行剪纸艺术创作时的参考。与此同时，剪纸数据库中
也应当包含对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和传统民俗的说
明，以此保障剪纸艺术继续延续和传播。

第二，计算机辅助剪纸系统开发，包括设计系统和展示
系统的开发。在设计系统开发方面，基于剪纸艺术的可持续
发展需要以及对如何借助新科技促进非遗保护问题考虑，在
建立剪纸元素库、符号库和图案库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设计
剪纸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从系统的设计思路、使用方法、
剪纸 CAD 系统开发、计算机辅助剪纸模块等方面进行了具体
阐述。在展示系统开发上，剪纸多媒体系统的设计要坚持以
信息传播为中心，坚持可扩展性原则。同时将剪纸系统开发
的模块分为：剪纸分类、手法、工具、技法、元素符号、艺
术家、应用、图书、游戏等等。涉及面全面广泛，数据库庞
大精细，现实应用价值高。通过对剪纸系统的数据库基础研
究以及剪纸计算机辅助系统的开发研究，验证了理论、方法
和技术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为未来
非遗数字化保护和教育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在内容上构建
了一个应用于现代艺术设计的民间非物质文化艺术符号和数
据库，为剪纸艺术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便捷的路径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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