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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应用数字化技术，为非遗产品的保护提供更低碳、更可持续的方式。方法方法 非遗数字化平

台技术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多种低碳的保护途径，搭建数字化平台，应用三维数字化建模技术、

人体运动数据的捕捉技术、构建多媒体数据库等多媒体技术手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提供多元

化、立体化的保护方式，并提出低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保护的概念和技术路线。结论结论 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为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以及宣传等提供了更为低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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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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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it provides more lower carbon，more sustainable protection ways for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platform technology will provide multiple protection
approaches of low carbon for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build the digital platform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by the application of 3D digital modeling technology，human motion data capture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of multimedia database and so on，and propose the concept and technical route of low carbon protection. The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more low-carbon service for the protection，inheritance，development and propaganda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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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历史延续的产物和

活态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和

集体智慧，反映了我国民众独特的文化意识和美学特

征，是民族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如何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我国相关部门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不遗余力，学术界

对非遗保护的多元化、立体化、活态化展开了进一步

的探讨，多媒体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品的保护提供了更为低碳的方式。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状

在我国数不胜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工艺

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以产品的形式表现的。

面对品种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产品，其现状普查与保

护传承工作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时间紧、任务

重、难度大。同时，我国理论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关内容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较，晚了近3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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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已经被学术界广

泛关注和重视，但是就民间工艺美术类物质文化遗产

产品的保护而言，还缺少全面深入的调查、数据收集

以及多元化保护方式研究，具体到每一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方法研究还相对较少。这些产品反映了

我国劳动人民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具有深厚的传

统文化内涵和美学底蕴，传统非遗产品的保护方式主

要是对非遗产品进行采集、记录、整理、立档、保存、研

究等，并以传统媒介建立资料库、专题博物馆，对文字

资料进行整理记录，对图片和实物资料进行分类，为

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保存相关的信息；同时，发行有

关书籍、拍摄各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料片，

并通过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介向大众进行宣传[2]。传

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

资源，而且宣传力度小，保护成效低，可见，是非常不

低碳的保护方式。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意义

随着数字媒体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多媒

体家电、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设备的普及，以

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发展逐渐渗透到文化产业的

各个领域。传统的文化产业也正在与高新尖技术的

融合过程中不断进步与改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与保护也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很多工艺美术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不再适用于新的生活方式而面

临着严峻的考验，多种因素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人在逐渐减少，青年一代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很

少有机会去了解和接触中国传统的手工艺等，这使人

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和途径去传承与

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1年8月，外文出版社发布了基于iPad平板电

脑IOS3.2系统的《传统民间艺术》的电子书籍应用程

序。目前，国内仅有少数科技馆、博物馆有个别地域

性的某种民间美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虚拟展示终

端，然而这些展示设备局限性大、应用范围小，束缚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作用。只有基于网

络设备下的数据库平台的应用，加之各个示范平台的

推广（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才能更全面具体地

保护和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区域性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平台的搭建，对于我国其他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与保护具有积极的示范、推广意义，为实现全国范

围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技术支持。科技创新

的先进技术在得以应用与实现的同时，搭建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字化平台还具有促进城市文化建设、推动科

技创新、提升区域旅游产品附加值、弘扬传统文化魅

力等多种作用。如何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搭建数字化

保护平台，通过更为低碳可持续的方式来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很值得深思。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的技术路线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三维数字化建模技术

随着数字媒体设备和采集技术的突飞猛进，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数据采集和存储提供了新的可

能。传统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数据的方法主要

是通过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拍摄等，由于技术本身的

限制，获得的作品数据信息十分片面，并且不够准

确。同时其数据文件容易被损坏，不易保存[3]。三维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能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使用三维

扫描设备对立体形态的非遗作品进行数据采集，从而

获得保护对象的产品外形等相关信息，再使用多媒体

存储设备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存储，这种电子文件保存

和使用不仅便捷而且低碳。以北京的景泰蓝制作技

艺为例，景泰蓝制品是传统装饰工艺品的典型代表，

制作精美细腻，古朴典雅，极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

厚的文化内涵，是我国首批手工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三维激光扫描的方式突破了传统的单点测

量方式，可以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景泰蓝作品进行

数据采集，从而获得其表面的三维点云数据，通过数

字化建模技术，对扫描数据加以延拓和修补，实现可

供检索的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品的三维模型数据。

3.2 人体运动数据的捕捉技术

对于民间工艺美术类非遗产品的保护，不仅要保

护作品本身，还要对作品的制作过程、制作步骤、制作

技艺等动态过程加以记录和保存。例如，荣宝斋木版

水印技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花丝镶嵌工艺、杨柳

青木板年画的刀刻手法等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记录方式，可以采用光学式动作捕捉设备来实

现。动作捕捉技术是通过对目标上特定光点的监视

和跟踪来完成运动捕捉的任务，可以准确地捕捉人物

在三维空间中运动变化的过程数据。以京剧表演为

例，不仅需要记录京剧的脸谱、行头、舞台道具，还需

要记录演出的整个动态过程。那么，利用光学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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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设备，不仅可以捕捉人物的动态表演过程，而且

可以捕捉表演者的表情。在舞台人物身体的关键部

位设置一些关键捕捉点，并在表演场地的四周环绕安

装多台摄像机，系统定标后，通过摄像机将表演者的

演出动作拍摄下来，这样就可以采集和记录表演者的

动作数据，将图像按照顺序保存下来，然后将采集到

的表演过程和表情细节等数据输入到电脑中，再进行

数据整理和分析，定位其在每一瞬间的空间位置，进

而得到表演的动作轨迹[4]。最后将所有标志点的运动

轨迹生成动作文件，并且将其与由三维激光扫描仪得

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维数字模型的骨骼系统绑定，

这样就可以逼真地再现舞台人物的动作和表演过程。

3.3 构建海量多媒体数据库及多媒体数据库检索技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大多是民间工艺美术品，这

个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区域化分布的特征，针

对地域特征，对各项研究内容进行系统化整理、编辑，

形成专业、全面、内容丰富的数字化资料库。非物质

文化遗产产品的形式多样，以文字图片资料、音频视

频信息、三维实物、外观形态、材质纹理等多种信息资

料的形式体现[5]。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细致

全面的信息收集后，将获得的相关资料建立多媒体数

据库。根据这些多媒体信息的内容进行检索，快速寻

找相似的多媒体信息。根据海量跨媒体数据的特点，

解决数据的组织和快速查询的问题，建立系统性的跨

媒体数据的统一索引框架。

根据产品的形态、材质、图形、结构、色彩，视频中

的动作、过程，声音中的响度、音调和频率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对象的语义和特征对内容丰富的多媒体

信息资料进行搜索，运用图像内容、三维模型、运动数

据的检索技术等迅速定位所需要的多媒体数据，从而

简单、快捷、全面地获得所需要的信息[6]。

3.4 基于PC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信息检索、展示和发布系统

PC和智能手机、笔记本、PDA等智能移动终端逐

步替代传统纸质媒介，成为数字化时代信息存储、检

索的重要设备。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virtools的多用

户共享虚拟环境的数字化平台开发模式，使用户可以

检索需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动态生成相应的三

维场景，使用多种交互设备和系统数据库的三维模

型互动，从而实现用户和数字化平台的虚拟场景的

交互[7]。比如天津的风筝魏、宜兴紫砂陶艺等手工技

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使用

户体验到民间工艺美术制作的过程，从而更系统全面

地了解我国的非物质文化；用户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

式对数据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进行三维立体

的观察浏览等。这种多媒介的交互方式将扩大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应用范围，且操作简单、便捷，人

性化的数据库使用方式比较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特别是青年一代，从而使他们主动深入地了解我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终端设备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

特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地域文化形象。

3.5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通道环幕虚拟展示系统

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视觉效果的要求

越来越高，立体性、宽视域、互动性、参与性等理念，逐

渐成为人们的基本要求，因此大尺度、三维效果逼真

的显示系统成为民众追求的目标。多通道环幕系统

正是在此趋势下诞生的展示媒介，这种立体展示的形

式十分符合青少年的行为特征，使他们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生一定的兴趣而将其继续传承下去。多通道

环幕投影系统是由多台投影机组合而成的多通道立

体虚拟仿真环幕大屏幕显示系统，利用环幕投影处理

技术，将计算机图像信息投射在分辨率高的弧形屏幕

上，从而产生更宽视野、更真实的三维立体显示，制作

出更具沉浸式的三维场景，使观众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

视听觉体验[8]。通过计算机、数据手套和双通道环幕等交

互工具组成参与性强并能灵活互动的三维显示系统，

能更好地还原和展示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这种全新

的视觉展示技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更具

先进性和创新性，必然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的

传承和保护中。

4 结语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脉搏，而技

术进步作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更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近年

来，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并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通过

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9]。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

博会，再到近几年的央视春晚都通过低碳的方式，运

用大量的数字化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融入到

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

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

更低碳、更多元化、更立体化的保护思路。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类型的差异，使用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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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调研，形成相应资源的数

据库，从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平台，研发

设计出多种非物质遗产数字终端，建立多通道环幕虚

拟展示系统，提供三维真实的视觉影像再现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品。将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文化产业，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保护是一种崭新的尝试，随着

数字化媒体的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进入大众的视

野，深入百姓的生活，通过更为低碳、可持续的方式传

承和发扬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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