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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形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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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将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城市软实力，使其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

径。方法方法 以恩施为例，将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数字

化手段形成音视频口述史，建立数字化图形数据库、虚拟工艺流程和演示场景以及数字虚拟博物馆。

结论结论 文化是城市竞争的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城市的文化基因，也是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将

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结合城市形象展开有效传播，不仅可以宣传城市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城市的品牌

塑造，也有利于城市文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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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takes the digit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soft power of a city，making it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means of city image communication. Taking Enshi as an example，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such as traditional music，

traditional dancing，folk fine art，traditional crafts and folk custom are formed into the audio and video oral history by some

methods of digitization to build the digital graphics database，the virtual process and demo scene，and the digital virtual

museum. Culture is the soft power of city competition，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re the cultural gene of city，and

cultural symbol of city image. If we mak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digitalization，and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them

by combining city image. It not only can declare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city，shape the city brand，but also more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urb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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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经济正快速发展，由传统的农业文明

迈入现代工业文明，逐步向后工业文明时代演进，并

逐渐融入国际化大环境中。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

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交流的逐渐增

多，各城市间的竞争日渐加剧。如何让城市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如何通过城市形象的提升来增强其竞争力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城市管理者绕不过去的

课题。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可以在城市本体、政

府以及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架起文化认同和信息流通

的桥梁[1]。

1 文化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谓城市？在东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说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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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城市”定义为：“依一定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一定地域组织起来的居民点，是该

地域或更大腹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2]。”其

明确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文化

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和特点之一。而在西方，美国社会

学家罗伯特·帕克则认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

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

整体[3]。此处的“礼俗和传统”其实都是文化的具体体

现，因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

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

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4]”。而“形象”则是指能够

引起人们意念感知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所谓“城市形

象”，就是指人们对城市的感知和印象。当然，这种印

象和感知是需要具体对象的，是对城市外部形状的印

象和对城市内在精神的感知。总的来说，城市形象既

包括城市内在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在其外部形态上

的表现，又包括公众对城市整体印象的基本感受和综

合评价，是一个城市的内在人文精神和外部形象特征

的综合体现。

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外在的物质形象构成城市的

整体，政治、经济、文化都成为影响城市形象的主要因

素。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文化的话，那么一个

城市的软实力也应该是文化。鉴于城市形象具有相

对稳定性、长期性、时代性、特色性、多样性等综合性

特征，城市管理者若以文化为切入点来提升城市形

象，对扩大城市美誉度，提升城市软实力，将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的文化基因

文化有多重属性，既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又有

其多样性和民族性。如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北方文

化和南方文化，主流文化和草根文化，以及少数民族

文化等。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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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

实物和场所[5]。其实，它就是一个民族或群体长期以

来一直延续着的传统文化。在具体操作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可分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曲艺、民俗等十大类。它们根植于民众的衣、

食、住、行、用、娱、祭等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于

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的精神中。正如我国著名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

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生

命的DNA[6]。”以此类推，城市既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又

作为一个地域民族的聚居区，经过历代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这个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标

识和城市文化生命的基因。

以恩施为例，恩施地处鄂西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

之中，既是古代巴文化的发祥地和土家文化的诞生地

之一，又是中原汉文化的融汇之地，民族文化资源丰

富、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经过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

作者近十年的普查、申报和建设工作，已建立起完备的

涵盖国家级、省级、州级和县市级等四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有传统音乐类的薅草锣鼓、土家打溜子、江河号子，

传统舞蹈类的土家族摆手舞、肉连响，传统戏剧类的恩

施灯戏、恩施傩戏、南剧，传统技艺类的土家吊脚楼营

造技艺，传统曲艺类的恩施扬琴；还有龙船调、土家族

撒叶儿嗬、恩施板凳龙、土家族花鼓、土家女儿会、土家

织锦、土家民间历法、傩面具制作技艺等省、州级各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就融入

了鄂西大山深处的恩施土家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构

成了最具特色的恩施形象；这些由土家人创造并与之

历代相伴并传承的传统文化，早已渗入恩施土家人的

精神中，成为他们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

3 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播城市形象的

重要载体

城市间日渐加剧的竞争，加快了各地在传播城市

形象、塑造城市品牌的步伐。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传

播”是指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个人或团体

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7]。一般而言，城市形象

就是城市内外的人们对一个城市的主观印象，这种印

象的形成必须通过个人体验、人际交流、大众传媒等

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由此可知，城市形象传播可以概

括为一个城市通过多种方式使公众对该城市的内在

综合实力、外显前进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形成具体感

知和总体看法[1]。

城市形象传播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多途径的传

播，使城市在竞争中获得发展优势。美国著名战略

学专家迈克尔·波特在论及企业竞争战略时，认为企

业可以通过差异化策略来获得竞争优势；并指出如

果一个企业能够提供给顾客某种具有独特性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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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那么它就具有了有别于其竞争对象的经营歧异

性[8]。迈克尔·波特的企业竞争差异化思想，同样也

可应用于城市之间的竞争策略上。在城市规模、经

济总量、科技和环境等指标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差

异化”策略在城市形象传播策略上未尝不是一种上

好的选择。在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文化

的多样性及其所带来的区域差异性，避免了城市形

象的千篇一律和同质化后果。挡住城市形象同质化

的防火墙，正是在各地城市传承了千百年的、像空气

一样存在于人们周围、且已渗入人们精神中的文化

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

孕育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农耕文明逐渐远

去，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信息快速传递、大数据集成的

后工业文明时代。当产生的土壤和生态被严重破

坏，其传承方式受到严重威胁时，将这些五彩斑斓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记录、整理、复

制、保存和演示，将是使其延续的最好方式和归宿。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就是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储

存、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

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

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9]。在数字时代，城市形象

的精心塑造和便捷传播获得了诸多有利条件。一直

以来，因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地理交通的阻隔，导

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城市有全面感知和深刻印象，数

字传媒的强大传播功能，可以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城

市形象的看法，因此，以数字化形式来展示和传播民

族、城市文化基因，能使人们获得对城市人文精神的

直观感受和主观印象。

前文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

间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曲艺、民俗等十大类，

涵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可读，有的可听，有的

可视，根据城市形象传播的特点对其进行数字化处

理，再进行有效传播。还是以鄂西恩施的各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为例，适于以形象进行传播的有传统音

乐，如宋祖英演唱的“龙船调”和获得过全国青歌赛大

奖的“土家族撒叶儿嗬”；传统舞蹈“土家族摆手舞”；

传统戏剧“恩施傩戏”；传统技艺“土家吊脚楼营造技

艺”、“土家织锦 ”、“傩面具制作技艺”等，都可以成为

恩施形象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融入恩施的地

理环境，通过有效传播，形成民众对恩施形象的独特

感知与印象记忆，从而完成恩施形象的文化品牌塑造

和人文精神传播。

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处理手法和呈现方式

有图片、音频、视频、动画、三维模型等，有的是单一方

式，有的则可综合处理。数字化录音、摄影、摄像技术

主要采用先进的数字化记录设备，如硬盘录音机、数

字音频工作站、数字化硬盘摄录机等，与传统的摄录

设备相比，数字化设备的拾音效果好，图像更清晰，且

记录的数据便于后期处理，更有利于长久储存。

通过数字化手段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视频

口述史。以传统手工艺为例，先以数字技术对吊脚

楼、土家织锦、傩面具、竹编、木雕、石雕和纸扎等项目

的原料采集、营造工艺、制作流程以声像形式一一记

录，对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拍摄，形成每项技艺关于音

频和视频的完整口述史。这些数字化的艺人口述史

和技艺影像，有利于传播该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和现

状，为城市形象增添厚重的历史感，强化城市形象中

“人”的因素，因为人是创造城市、传承文化的主体。

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数字化图形数据库。将传

统手工艺中的土家织锦、傩面具、竹编、刺绣、木雕、石

雕等民艺作品所表现的异常丰富而又寓意吉祥的图

形和元素，提炼其艺术特征进行精细扫描和重新绘

制，形成数字化图形，再分门别类地加以归纳和存储，

建成内容丰富、调阅便捷的传统图形数据库[10]。

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虚拟工艺流程和演示场

景。现在的数字技术已可以满足人们对影像的任何

要求。在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存状态恶化，传

承人相继老去，一些古老技艺面临消亡的情况下，以

数字技术模拟吊脚楼、土家织锦、傩面具、刺绣、竹编、

木雕、石雕等制作过程，演示其工艺技法，形成传承和

传播的有效资料，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城市

形象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此外，还可以利用三维动态

成像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将吊脚楼的实景与幻影相

结合，产生逼真的视觉效果，配上声音、灯光、模型等，

使人产生栩栩如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数字虚拟博物馆。随着社

会的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避免

地要进入博物馆。利用数字互动技术，可实现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生动完美展示，提高观者的参与感，营造

良好的人机互动环境和自然显示效果。此外，在大数

据背景下，模拟仿真展览功能，并利用计算机的存储

优势和宽带网络的快速传播优势，建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网上数字博物馆，使民众摆脱交通、地域、时间的

陈日红：基于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形象传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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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实现其远程观展的意愿。此举亦促进城市形象

的有效传播，提升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5 结语

目前，我国正完成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

明的演进，处于全面城镇化的起始阶段。城市规模的

不断扩大，城市竞争的日渐加剧，城市形象的传播，城

市品牌的塑造以及城市实力的提升，成为城市管理者

亟待研究的课题。在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区域、城市

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文化既是国家的软

实力，也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

个国家、民族、城市的文化基因，是支撑城市形象的文

化基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壤和生态不断恶化

的当下，以数字化技术手段记录、保存、复制、演示和

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结合城市形象的传播，不仅

可以传达该城市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有助于打造差

异化的城市形象，也有利于城市文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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