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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方法 分析新媒体技术与数

字化展示之间的关系，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设计模型要素，分析多元化数字展示中的新

媒体技术的应用现状，研究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创新应用，从传统文化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动画可视化创新应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移动交互式应用、传统表演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虚拟仿真展示、基于移动终端的智慧展览体验等方面进行阐述。结论 新媒体技术的创新型

应用有利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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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in Digital Display for Intangible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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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in digital displa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promote the way to display and disseminate for collections. W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

media technology and digital display，and then the model of digital displa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esigned, and the

current status was analyzed. Finally, the most important, it is how to practice in actual program combined with multimedia

technology. The conclusion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disseminat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o construct digit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hrough study 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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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国国家文

化软实力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国内各地

的非遗展示与传承存在着文化传播形式落后、数字化

保护与传承不足、公共教育功能缺失等问题

[1]
。强化

非遗的数字化展示研究，是提升中国非遗文化水平

的必然要求。

1 新媒体技术与数字化展示

早期的数字化展示广泛地应用于电影艺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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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被认为是包含投影技术和传输技术的展示手段，

具备广泛与便捷的传播优势。伴随着互联网技术、

多媒体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众多新技术的广

泛应用，数字化展示的概念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

涵及外延。所谓数字化展示，是以展示内容为主

体，以数字化技术为实现手段，通过各类新媒体

和数字媒体技术，实现展示内容的数字化呈现的

方式

[2]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数字化展示提供

了全新的展示方法和表现手段，它不受国界、地

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多种媒介信息进行整

合创新，形成信息化传播的新平台。

2 非遗数字化展示方式中的新媒体技术

非遗的数字化展示方式根据不同种类非遗的表

征和特色，通过各类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的归类与

存储，运用各类新媒体技术实现数字化展示，它不

仅将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充分调动起来，而且让观

众对展示内容有了更系统、全面的了解

[3]
。

2.1 非遗的数字化展示模型

2.1.1 非遗分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非遗分为口头传

说、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

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传统

手工艺等类别，而我国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

目录中，将其分为了 10 类

[4]
。笔者根据研究需求，

将其整合归纳为三大模块，即传统表演模块、传

统技艺模块和传统文化模块。

2.1.2 内容要素

传统文化主要通过文字和声音作为史料记载，

在大众接受信息时，通常借助视觉去感知前人的时

代背景与生活习俗。传统技艺强调实践经验，具有

较高的技巧性，需要通过互动交流来准确地传播前

人在各领域的工艺流程与技巧。传统表演是通过音

乐旋律、肢体动作、口鼻发音及环境互动等多元素

的融合来传达时代文化，具备程式化的特征。通常，

人们借助画面与听觉进行记忆和理解，根据各类非

遗的自身属性与特色，分别从年代特征、作者信息、

形态要素、创作特色、表现风格、技艺手法等核心

要素进行分类与提炼。

2.1.3 信息数据库建设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非遗进行信息分类与储

存，建立 6 类素材数据库，即文本库、图片库、

音频库、视频库、动作库和模型库

[5]
，将数据库

与 5 类展示途径进行综合或交叉应用，最终实现

对非遗信息的有效展示与传播。

2.1.4 多元展示方式

非遗的种类多样且内容复杂，因此对应的展

示方式也不尽相同，可将其分为传统信息展示类

型、机械控制展示类型、交互触屏展示类型、传

感器式展示类型、虚拟现实展示类型等

[6]
。

2.1.5 感知体验展示

为了完善与丰富非遗内容展示的互动性与信息传

播的有效性，从视、听、触、味、嗅、知、时 7 个角

度，充分有效地调动人类感知和获取信息的体验感受，

为非遗的数字化展示设计提供参考。

数字化展示设计模型见图 1，它分析和研究了

不同种类非遗所适合的展示方式和手段，根据信

息传播的侧重点选取合适的新媒体技术手段与方

式，既能将不同种类非遗的文化特质展现出来，

又能使观众获得最佳的观赏体验

[7]
。

图 1 数字化展示设计模型

Fig.1 Model of digital display design

2.2 新媒体技术在非遗数字化展示中的应用方

式

数字化的展示手段常用于实体博物馆与互联

网平台，以博物馆的展示类型最为全面。为了更进

一步地汲取国外博物馆展品数字化展示的经验，笔

者选取了国内外 20 家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来进行

分析。非遗数字化展示的新媒体技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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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遗数字化展示的新媒体技术

Tab.1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digital displa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展示方式 新媒体技术

传统信息式展示方

式

通过图文印刷和屏幕显示的方式，单项传播图片、文字、视频和模型，展示成本较低，技术要求不高

机械控制式展示方

式

通过机械装置的设计，模拟传统手工技艺的流程，多与显示器结合使用，并转化为信息可视化形式，

具有较强的体验感，但对硬件和软件的维护成本较高

交互触摸屏式展示

方式

依托软件加载于触摸屏电脑之上，用户通过触摸操作浏览信息，此类展示方式的关键在于软件，合理

的交互方式可以提升用户获取信息的效率并提升沉浸感。由于开发成本相对较低，被广泛应用于博物

馆和公共场所的信息展示

基于传感器的新媒

体互动方式

通过位移、压力、温度、声音及气敏传感器，搜集用户交互信息，并通过计算机技术处理后作出反馈

[1]

，

此类展示方式近年来被广泛应用，技术相对成熟

基于虚拟现实的感

官体验方式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逼真的三维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世界，信息还原的真实感较强，但对

硬件和场地的要求较为苛刻，维护成本较高

3 在非遗数字化展示中新媒体技术的创新

应用

3.1 传统文化类非遗的数字动画创新应用

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故事大多以文字为主要传播

形式，面临着传播媒介单一、形式缺乏创新、难以

吸引受众等问题

[8]
。将传统文化中的抽象信息转化为

色彩、造型、风格等具象内容要素，整合输出可视

化图片和视频等数据形式，能够充分调动用户的积

极性，使用户获得良好的感官体验。

动画作为视觉影像的重要分支，在故事叙述及

视觉呈现方面具备直观性与生动性的特点，因此，

适合应用于传统文化中神话、预言、谚语等文学遗

产的视觉化再现与数字化创新中。2013 年由金黔

在线报业数字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倾力打造的《贵州

民族民间传说系列动画集》，以数字动漫的形式将

贵州 17 个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制作成了系列动

画，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笔者设计的动画片＂

DRAWING＂见图 2，题材同样选取了中国家喻户

晓的童话传说“神笔马良”，讲述了一位叫马良的

孩子，利用白胡子神仙赠送的神笔来助人为乐、惩

恶扬善的故事。该故事 1995 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

制作成了同名电影，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

动画影片，2014 年又由上海炫动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了同名 3D 动画电影，通过借用该故事的核

心精神理念，将事件的发生时间从古代转变到了现

代，演变为了一部呼吁人们减少欲望和找回童真的

故事。它是对传统故事的再创作，以全新的视角展

现了故事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传播和宣扬了真善

图 2 动画片＂Drawing＂

Fig.2 Animation ＂Drawing＂

美，而且还通过融入新时代的故事情节与内容对原

本故事实现了再创新。

3.2 传统技艺类非遗的交互式创新应用

传统技艺的内涵决定了其流程式的传播属性。

将信息节点交互化，能让观众得到最真实的参与感

和体验感，利用各类跨屏设备的便捷性与易用性特

征，能让观众随时随地且方便快捷地观赏和使用。

以陶瓷技艺和造纸技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发

明，属于典型的传统技艺类，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它虽然被社会大众所熟知，

但是人们对其背后复杂及专业的制作流程和工序却

知之甚少。数字绘画的方式可以形象地描绘出这些

技艺详尽的场景道具和制造细节，能够运用交互式

方法让用户体验工艺的操作流程，在视觉与触觉的

结合下完成文化信息的传达和接收。获得 2015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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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皮影表演机器人

Fig.5 Robot shadow puppet

图 3 《认识中国》

Fig.3 ＂Hello China＂

二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视觉传达类三等奖

的《认识中国》，见图 3，它采用了基于触摸屏的互

动设计，将印刷工艺和造纸技艺等非遗技艺的制作

工序和流程，制作成了具有交互功能的计算机绘本，

让观众对中国古代发明背后的非物质文化制作技

艺，有了更直接和形象的认识，通过分工序、分步

骤式的展示让用户更易操作和理解。

3.3 传统表演类非遗的虚拟仿真创新应用

传统表演是集音乐、动态、故事等多种试听元

素为一体的、高度融合的非遗文化，它通过数字化

的影音打破了地域界限，完成了标准化还原，实现

了文化共享

[9]
。例如民间传统皮影戏，皮影通过刀刻

和彩绘两种工艺制作而成，历经十余道复杂工序才

完成，不仅需要手工艺人高超的技术水平，而且还

花费时间。通过数字 3D 打印技术，能够达到 1∶1
实体仿真效果。皮影 3D 打印模型见图 4。此外，硬

件技术的发展也使皮影的智能化操控成为了现实，

例如在公益性的网络比赛“机器人创想秀”中，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设计制作的皮影表演机器人

见图 5，将古老的皮影表演艺术与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再现了精彩的皮影戏表演，重

新诠释了传统表演艺术。

3.4 基于移动终端的智慧展览新模式

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可将无形的非遗信息转换为

可观、可听、可触的数据，为观展环节的信息传播

与互动体验提供了内容与技术上的支持。观展过程

中可采用基于室内精准定位的智慧展览 APP，它能

够根据观众位置的变化，建立信息与用户之间的智

能传输渠道，实现非遗信息的智能化推送

[10]
。

苹果公司于 2013 年 9 月在 WWDC 大会上发布

了基于移动设备的 iBeacon 室内精准定位开发技术，

它通过能够放置在任何物体中的小型无线传感器和

低功耗蓝牙技术，使用户能通过智能设备来传输数

据，只要配备了无线蓝牙 4.0 以上的 iPhone 和

Android 移动终端，都可以作为 iBeacon 的接收器或

发射器，该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背景和应用空间。

基于此项技术，笔者为＂Stories about China's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艺术展量身定制了观展

APP 《中国非遗的故事》，见图 6，将展品的数字信

息进行了整合，建立了信息与 iBeacon 接收器的关

联，制作输出了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让观众

在参观展览前可以自行下载或现场安装，并借助手

持终端位置的改变获取对应位置的展品介绍。这种

通过对图片、视频和声音等数据的实时调取，使观

众在全新的参观模式中，了解非遗文化的魅力。

图 4 皮影 3D打印模型

Fig.4 3D model of shadow
puppet

图 6 《中国非遗的故事》

Fig.6 ＂Stories about China′s "

4 结语

非遗作为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财

富，是数千年来先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伴随着人

们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运

用现代科技，探索非遗数字化展示与传承的创新应

用，提高非遗展示的科学性、知识性和观赏性，提

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建设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可以充分地展现资源数字化、

技术智能化和传播网络化等优势，借助公共服务设



·30·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5 月

计思维和流程设计，综合性地运用互联网站、智能

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和各类创意传播活动等新型传

播形式，通过设计驱动创新机制，将非遗技艺和作

品通过数字化展示实现深度与广度的传播，这对于

提升大众的参与意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都大

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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