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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方法，为非物质文化交流和保护提供可借鉴的方法和思

路。方法方法 将语言学领域的语境概念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中，通过对语境概念下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关系性、时间性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习惯的剖析，探讨基于语境思维方式的数字化保

护方法。结论结论 语境概念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思维方式，对语境中各要素同主体间关系的把握有助

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法模型的构建是对这种关系的重构，模型

分为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及合成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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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digitization metho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order to provide new methods and ideas
of commun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ontext of linguistics into the research，
then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digi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mode of thinking of context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tim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gnitive habits of people. In fact the concept of
context is a mode of thinking about relationship，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context elements is help to underst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lly.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digital metho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build on this relationship，the model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including data acquisition and
data analysis and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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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信息流通和

文化交流，世界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过

程，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此刻越发显得弥足珍贵。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地域和环境中发生、发展和传

承的文化财富，面对时间和空间的变迁以及不同，完

整解读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十

分困难。语境概念源于语言学领域，是指言语环境或

语言交际环境，对语言生成与理解有直接作用。这里

试图通过语境概念的启发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数字化方法。

1 语境概念

在语言学中语境概念最早由波兰人类学家马林

诺斯基于20世纪30年代创建，他把语境划分为“语言

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是指在交

际过程中某一话语所要表达特定意义所依赖的上下

文，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

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是指语言表达时的具体环境，

既可以指具体场合也可以指社会环境。不管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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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还是非语言性的，实质上划分的目的是对意义的

理解，它区别于从语句本身就事论事式对意义的理

解，通过对语境的理解实现对意义的准确把握[1]，因此

语境概念的引入为意义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

法。同时语言学界在语境的研究中，并没有把语境仅

仅作为一种描述的对象分析其结构性和功能性等特

点，而是从语境中各要素间的关系出发，研究现实条

件下，语言交际过程中对语言的应用和发展问题。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认知习惯

2.1 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与保护的关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

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

群体和团体随着所处环境及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

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

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该公约

中除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进行界定外，还指出与

其密切相关的要素，且这些要素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产生与发展，它们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

语言学中称其为“语境”。在过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习惯称其为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生在民间，民间是

民间文化生命的土地，周围环境等构成了它特有的生

存空间[2]，这空间既是为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划定的

范围，也是其赖以生存的环境。马克思在存在论层面

对物的存在解释为对它物的关系是物存在的必要条

件，物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3]，之所以划定

这个范围，是因为只有范围的划定才能理解物与物之

间的关系。正如语言学中对于语境的研究，在语境中

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同其语境中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成为认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

经验和精神，是无形的、动态的和变化的[4]。时间性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时间为线逐渐展开，只有经过一段时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完整呈现，或花一段时间才能看

到一个完整的内容，不像物质的文化遗产在第一秒和

下一秒所呈现的都是一样的，如一把明式椅，它是以

静态的形式呈现，而一个节日它有节前、节中和节后

几个阶段。如果按照事物发展先后顺序画一条线，这

条线称为时间线，在时间线上有多个时间节点，在每

个时间点上又包含若干要素，这些要素就是具体发生

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等，而这些要素会随着时

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间有先后关系，一个时间点

相对于下一个时间点成为过去，这不仅使得非物质文

化遗产难以像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得到保存，更难的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要素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间的

关系在人们记忆中会变得模糊甚至被遗忘。这不仅

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带来困难，而且也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解读带来一定难度。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习惯

冯骥才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又被称为无形

文化遗产，但是它绝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除了由传

承人作为其主体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通过不同的物

质载体加以体现或依附其中。如果这种文化消失了，

留下的只有一些物质性的遗物，通过遗物解读这种文

化的方式常常成为了解这种文化的途径。虽然这些

遗物作为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但是毕竟不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全部，通过遗物完整解读文化会变得十分困

难。另外为了展示、指称或把握的方便，往往习惯性

地把文化遗产本体从它生存环境中抽取出来进行提

纯式的处置，这也带来了认知上的困难。把一个事物

视为一种文化，一定跟它有一个距离。这距离或是空

间性的，或是时间性的，这就使得认知从一开始就带

有忽略与各要素间关系的可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认知习惯或方式都会造成不能对关系性完整认

识的可能。

3 数字化保护技术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传输手段的革命性

变革，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借助高效的数字化技

术手段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扬，已是不可避免的

趋势。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在于它的形式和它数据处

理的量和效率，尤其是它能以数字的形式储存、转换

和生成，以及后期的虚拟展示和网络传播。由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非物质”，因此它本身没有一个

固化的形式，不像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进行扫描、翻拍、

数据逆向反求、数字建模等虚拟技术实现物的数字化

还原。如果从信息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信息，是单位

时间段上的一段信息，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按照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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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集和呈现。此方法区别于传统的胶片拍摄方

法，传统拍摄过程复杂且所得内容不易传播。目前常

采用的方法如数字录音和录像，这种方法也只能算作

数据的原始简单数字化，这种方式制作的文件不仅所

占存储空间庞大，而且不利于传播与读取，更重要的

是在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研究中，多数

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层面上进行数字化拍

摄[5]，而很少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同其各要素之

间的关系层面进行数字化还原研究。

4 基于语境的数字化保护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价值的财物，它包含着人类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

观、哲学观、礼仪观和宗教观等，体现着各个国家的个

性特征和民族本质，也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多元性，多元文化的意义

在于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价值，只有自己独有的才有

价值，并在交流中交换、发扬和充实这种特性[6]，因此面

向交流目的，可借助数字化手段，构建语境概念下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法模型。模型分两个部

分，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与合成。

4.1 数据采集

客观事物就是指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

切存在之物，从事实表象出发，进而按照事物的本来

面目认识事物，是保证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客观要

求。这一阶段主要针对事物“是什么”来进行记录，这

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开始。首先以时间为线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主体进行连续数字记录，根据前文的分析，

是时间线把一个节日的节前、节中和节后三者联系了

起来，正是时间线让人们感受到一个时间节点和下一

个时间节点中的地点、人和物，甚至事的变化，从而看

到一个完整过程，如一个节日，一门技艺，一场表演，

一段故事，一曲音乐。在记录中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

体外，按照时间轴一同记录的还有与之直接相关的地

点、人、物和事等。 摆手舞数字片段见图1。

4.2 数据分析与合成

从信息科学角度看，数据与信息的区别在于，数

据是对某一物理量描述的原始资料，数据只涉及记录

方式和记录精度，它不涉及理解。而信息是对数据进

行处理后得到的更容易被理解的形式，数据只有经过

解释才有意义才能成为信息，因此这个过程基于前一

个过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围绕“为什么”展

开分析。在传统心理学中，把这种分析过程归结为高

层次的认知心理现象，是对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具

有解答“为什么”的功能。物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与

其发生关系的它物共存，因此通过对它物以及同它物

之间关系的认识达到对事物本身的认识。拉索在《图

解思考》中指出，由图像、标记、数字和词汇构成的图

解语言是完成这种高层次认识活动的有效工具，借助

图解语言把错综复杂的现实内容抽象简化成视觉化

内容，然后通过这些视觉化的内容进行物与物之间关

系的探讨，寻找事物的本质和意义，达到对事物的高

层次认知[7]，因此借助图解思考方式从非物质文化遗

产主体同其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梳理中，达到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真正理解。图解思考不仅是一种视觉化

的自我思考过程，也是一种解说事物用以交流的方

法。土家族摆手舞的图解思考[8]见图2。图解语言采

用矢量图形软件生成，大大减小了生成文件所占的空

间，为数字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内容方面，由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农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条件有限，因此找当地人和传承人进行口述记

图1 摆手舞

Fig.1 Baishou dance

图2 土家族摆手舞的图解思考

Fig.2 Graphic thought of Tujia waving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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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是搜集相关资料的主要方法，当然部分内容也可

以通过查文献获得。最后按照叙事结构对前面两个

部分进行数字合成[9-10]。数字合成片段见图3。

5 结语

科技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

题。合理利用技术让利益最大化、问题最小化成为当

今科学研究的方向。基于语境概念的数字化方法是

从认知的角度尝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

理，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的介入使得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完整解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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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字合成片段

Fig.3 The part of digital com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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