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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的保护手段，特别是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手段得到理性

认识。方法方法 采用一分为二的哲学分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保护手段及现代数字化手段进行正

反两面对比分析。辩证地去分析这两个手段的利与弊，从中剔除糟粕，取其精华。理性看待当今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热潮，不盲目追捧。结论结论 通过对传统保护手段与数字化研究，认识到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传统手段与现代数字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并亟待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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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measures which benefits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specially the rational
knowledge is obtained using the digital metho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Using the philosophy analysis of one
divides into two，a contrastive analysis is made on both sid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digital protection metho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dialecticall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two methods，to eliminate
dregs and take its essence. It should rationally look at the boom of toda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protection，
not blind pursu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otection and digital research，the necessity of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methods
and modern digital metho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eeded as well as concret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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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向世界展现着一个民

族所特有的、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深刻内涵。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体现着

一个民族的外在特色、内在创造力，更代表着一个民

族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1]。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

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思想观

念的改变，都在有形或是无形之中冲击着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传统保护手段的弊端也渐渐凸显。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被

逐渐应用于各个领域，在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之后，数

字化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手段得到了各国

的高度重视。近几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化的保护手段也因此备受追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承手段

1.1 传统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保护手段多种多样，但最

普遍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种方式：以图书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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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等场地来保存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及继承人、利用教育（特

别是学校教育）传承以及旅游开发宣传[2]。自中国开

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后，这些保护手段一直

沿用到现在。这些传统的保护方式虽然都有一定的

影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成效并不大。

1.2 传统保护手段的弊端

目前，利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场地来保存资料是国

家及各地政府采用的最普遍的保护手段。一方面随着

时间的流逝，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籍容易变黄、腐

烂，光盘、磁带等影像及录音都容易失真、变声，同时对

这些珍贵资料的维护费用大；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对外

开放性与交流性较低，适应人群的局限性大。文化传

承人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作

用的传递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同

于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是在传统意义上一

种离开代表性传承人便难以进行下去的文化。文化传

承人的离世及“后继无人”的社会现实情况使如今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存在着巨大隐患。即便是传承人得

到了政府及整个社会的保障，享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传承下去的利益；即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也后继有人，但对与其紧密联系的整个文化生态环境

的维护也不是一件容易开展下去的工作。毕竟没有了

“原生态”的环境，传承人也失去了原有的生动价值。

近几年，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一批学校也积极加入到

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行列，相继开设了相

关课程。但由于教学资金短缺、师资力量匮乏，再加上

与中国传统的“重成绩、重升学”的应试教育相矛盾，学

校教育工作的开展步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旅游事业迅猛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把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宣传相结合，虽然起到了一

定积极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其原有的内在

珍贵价值，对旅游景区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产生了一

定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因此，一种新的保护手段急需

得以开发并启用。总体来说，传统的保护手段由于国

家政策的缺失、管理的失衡、资金的不足、民众的积极

性低，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手段

2.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基本内涵

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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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成可共享和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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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需要加以利用[3]。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各国都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以数

字化保护手段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项目，日本的活态

文化遗产“狮子舞”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等。但对于中

国而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还仅仅

处于起步阶段[4]。

2.2 数字化保护的利与弊

数字化保护，特别是当今的高精度高逼真的数字

化技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能够更安全、更长

久地保存下来，并且从长远意义的角度考虑，也降低

了对书籍、光盘等资料的维护成本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衰亡的风险[5]。虚拟现实、数字摄影、三维立体信息获

取技术的不断研发与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与

网络信息的飞速传播，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保护提供了有利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将

有可能减少在时间、地域甚至是人群的接受程度的局

限性，更加丰富生动，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与学习，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实社会，走进人们的日常生

活。在加入大量资源投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

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更多的文化精神与物质经济

效益，充分调动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的积极性。合理的理论与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证明，

数字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提供了坚实保障，为其有效传承

提供了有利支撑，也为其广泛的文化共享提供了宽广

的平台及更大的发展空间[6]。

数字化保护虽然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但

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虚

拟下的世界，即使再逼真，它也不是真的。当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数字化的虚拟形式展现给民众时，可以满

足人们的听觉、视觉，当然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也可

能会满足人们更多的感觉器官的感觉体验，但却使人

作为其接受主体的地位丧失了。在影像中数字化保

护手段并没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与原有

价值展现给人们，反而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陷于

单一化、贫乏化。这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数字化

保护的初衷相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手段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一定会需要成功的发达国家

对我国进行经验指导与技术支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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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依赖他国，在文化与技术交流中使中国特有的优秀

的文化遗产失去了自己的解释权，甚至会有渐渐发生

变异的危险[7]。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保护手段与数字化相

结合

3.1 结合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形”与“神”的统一体。两者

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注重“形”，忽视“神”，便无法领

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最珍贵的内在价值。而注

重“神”，忽视“形”，也终将会使“神”散，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走向衰亡。“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精髓

的部分，“形”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在的体现形式。

如何将这种貌似无形的东西化成人们能够接受的看

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有形的东西，关键就在于采用

什么样的手段来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保护与现代数字化保护手段都各有其优势与缺陷，单

纯地去强调一方的重要作用，都是错误的。传统保护

手段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年并沿用于今，必然有它存在

的意义。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也必须要积极改善传

统的保护手段，才能使优秀的文化更完整地传承下

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手段的发展也必然

会成为保护世界民族文化手段的历史趋势，因此，中

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离不开这两种手段的结

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意味着应如何采

取这两种手段对其进行“包装”，吸引人们并传承下

去。用传统保护手段来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

态性、本真性、民族民俗性，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

身的质朴、执着与纯真[8]。用数字化手段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则体现了我国科技的前瞻性及中华民族文

化发展的时代性与优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丰富

多彩的，而对其保护的手段也应是多种多样的。过多

偏重一方，都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对待

传统的保护手段与现代数字化手段都应采取理性、批

判的态度，不能全部肯定，更不能全盘否定，而应把这

两种手段相结合，在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中找出一条

符合中国自身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道路。

3.2 结合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保护手段与数字化相结合并

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这就意味着要把中国的传统与

现代科技相结合，其基本措施也可以通过对这两种手

段进行利弊分析后去开展。在图书馆、博物馆等保存

资料的场地进行原始资料的展示与开设数字化形式的

展厅并举。一方面提高开放能力，在科技的“福利”下，

使民众更容易学习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没

有放弃传统手段，毕竟传承手段本身所赋予的民族韵

味也值得民众去体验；另一方面有利于各个图书馆、博

物馆等场所及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使具有地域

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多人的认识，而不局限于

某一地区。对数字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可或缺

的，但是他们仅仅掌握的是技术与数据，缺乏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内涵的深刻认识，这就必须要加强数字化科

技人才与传承人之间的交流。在数字化制作的过程

中，积极听取传承人的建议，使最后出来的成果既有时

代性，又不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中华民族特色

性。学校教育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培养

优秀的人才，通过开展实践与志愿活动来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青年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段与数字

化相结合的坚实的后备力量。青年人本身成长的环境

就与数字化息息相关，接受能力特别是对科技及新鲜

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可以培养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兴趣。对于在旅游景区中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

主要还在于政府及景区的管理。以昆曲为例，在有条

件的景区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加强景区内的人文气

息，开设真人版与虚拟版戏曲院及数字化“包装”后的

商品展区，既满足传统的爱好者对真人版昆曲的享受，

也同时利用数字化科技手段拓展新的客源，即当代对

虚拟科技好奇、热衷的游客[9]。

4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民族个性、民族价值的活

的生动显现，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中国拥有着世界上为数较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保护、传承的任务重大。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在现代化与传统手段之间如

何找到契合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手段

受各国的追捧之时，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传统保护手段的缺陷虽然有目共睹，但

是数字化的保护手段的发展也值得深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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