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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重视非

遗的传承与发展工作,是当今时代的课题。文章着眼于年轻群体,深入研究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

展一体化平台的可行性,致力于非遗工作的活态化传承、可持续性发展。平台集传播、展览、旅游等功

能于一体,希望为非遗的发展提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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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holds a pivotal position. Valu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topic of today's era. The article focuses on young people and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an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itted to the active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 The platform integrates functions such as dissemination, exhibition, and tourism, hoping to provide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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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非遗作为千年沉淀

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展现

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文化创造、思维方式方面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是历史的见证者。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非遗文化面

临着失传的困境,基于此,对非遗进行深入的调研对其传承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主要的非遗传承方式包括建档、博物馆、家族传承等,

此类传统手段在传承深度与广度上均受到时空的限制,传承基

础薄弱。近年兴起的“非遗数字化传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建立数字化平台,通过整理、展示、传播文化元素,挖掘

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为非遗建立传承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非遗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机遇。此举是非遗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其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梳理近年已

有的平台发现,其功能相对零散,缺少专业化的服务,用户体验

度不高。因此建立专业的非遗传承与发展一体化平台是当下关

键问题。 

非遗传承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多数传承人年岁较高,虽技

艺超群,但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观念,传授方式不适用于当下年

轻一代[1]。非遗传承动力不足,传承链脆弱。其次,非遗技艺难

度高、学习周期长且效益不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强[2]。年轻

人对非遗关注度不高,消费需求较低,非遗消费市场活力不足。

我国年轻人群体规模庞大,非遗工作应当从“传承”与“发展”

两方面入手,发挥年轻人群体的主力军作用。 

1 文献综述 

非遗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独特的情感表达和群体意识,当今

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探索非遗多

样化传承和活态化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专家提出利用“互

联网＋”的力量构建数字化平台,借助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轨, 终达到非遗文化传承、传播宣

传、创新发展的目的。王龙(2017)在《“互联网＋”时代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从非遗数字化现状和困境出发论述了利用

“互联网+”技术构建非遗的数字化平台,将有助于非遗优化传

承发展方式[3]；周钰彤(2021)在《香云纱文化数字传播平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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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研究》中,设计了首页、探索、学术、文创、导览五大板块,

不同模块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4]；李子一(2022)在《桃花坞木

版年画数字化应用设计研究》中通过APP的形式对桃花坞木版年

画进行数字化应用设计展示研究,构建信息板块、功能板块、消

费板块,改善桃花坞木版年画传承所面临的困境,支持其在年轻

代群体中的传承和发展[5]。 

此外为年轻一代讲好非遗故事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

重要作用,国家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不断呼吁对非遗开展年轻

态的传承与发展。在非遗数字化背景下,不少学者从年轻人的角

度出发探寻非遗传承和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下年轻人对非遗

的深层次需求。娄琳(2020)在《织造技艺非遗传承老龄化问题

与年轻态传播策略》中提出非遗存在产品老龄化、产能衰微、

传播方式难以吸引年轻群体的问题,并针对国家需求和提高年

轻人的认知,提出了四种年轻态传播策略[6]；雎利欣(2022)在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路

径研究》一文中指出要创新非遗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年轻人的

猎奇心理,通过制作精美短视频,建立VR非遗体验馆吸引广大年

轻人了解并积极参与非遗项目[7]；周贵平(2022)在《文旅融合

背景下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研究》中提及要通过创

意性和应用性设计,开发出具备文化性、知识性和实用性的文创

产品,在现代审美、技术推动和互联网优势的加持下,找到自己

的现代表达语言,找到与年轻人对话的方式。[8] 

综上,非遗数字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很

多学者都提出利用构建平台的方式进行传承和保护非遗,年轻

一代对非遗的需求大多体现在传播新颖、沉浸式体验、实地游

览、购物消费方面。但是通过研究也发现目前学者们对平台构

建的具体内容没有达成一致,大部分学者都是依据普通大众的

需求来设置平台板块功能,没有根据特定研究对象设置不同的

板块功能,而年轻一代作为非遗传承和发展的主力军,其影响作

用不可忽视,在非遗平台构建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年轻人需求,

提高非遗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因此本文选择从年轻人视角出

发,探寻年轻一代对非遗平台的需求。本文关于非遗数字化平台

建设研究,对未来非遗传承与发展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

指导意义。 

2 平台建设 

2.1传——传播非遗文化,提升用户兴趣 

在非遗文化面临关注度低,传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互

联网平台能够将非遗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主

力军——年轻群体中传播。“传”作为平台的第一板块,其功能

实现过程借鉴智慧图书馆思想,以图、文、视频的方式提供专业

化和精准化的非遗文化资料阅读、观看、学习服务[10],满足用

户对于了解、学习非遗文化的个性化需求。这一板块主要包括

“非遗知识”“非遗速递”“非遗云课堂”三个栏目。“非遗知识”

为知识介绍板块,为用户具体介绍川渝非遗文化的基础情况,包

括非遗名录、继承人、非遗历史沿革及其文化内涵等；“非遗速

递”为实时资讯板块,将及时推送非遗热点资讯以及相关活动,

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综合的、 新的非遗知识。“非遗云课堂”

为视频教学板块,平台将邀请川渝非遗匠人入驻,发布非遗技艺

制作视频、讲述非遗故事、与用户进行沟通交流,并结合3D动画

演示、运用人工智能全方位地向用户展示非遗技艺。同时,在视

频和动画演示中,设计知识问答环节,以增强平台与用户的交互

性,提升用户参与感、体验感以及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提升用

户对于非遗文化的兴趣,进而转化成学习动力,以促进非遗文化

的传播与传承。 

2.2展——科技助力展览,打造沉浸体验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网

络整合和虚拟呈现。该板块主要利用VR、AI技术,对非遗的对象

进行扫描,利用先进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同时考虑模型构建进

行场景生成,搭建第一视角虚拟城市空间,将非遗作品融入虚拟

场景,将3D技术与非遗文化结合进行全景式沉浸式看展。平台通

过空间立体计算技术和分布式光学矩阵技术,使非遗的技艺、制

作过程、成品等以声音、动画、人物动作展示出来,将非遗文化

载体穿插在地图中,并作简单指引。以用户自身为操控主体,在

虚拟空间探索不同的非遗制作场景,从听觉、视觉感受对应的非

遗文化。同时还提供由AI技术支持的人机交互系统,用户可发出

需求信息,平台根据虚拟空间的环境对需求信息及时做出快速

反应,增强实时体验感。[9]此外,使用过程中借助打造的非遗卡

通形象大使,在场景游览中讲解相关非遗知识,更全面地展示非

遗,引导用户使用不同的功能,使其产生实地探索体验的欲望。 

2.3游——整合旅游资源,加强融合开发 

近年来,“非遗+旅游”逐渐成为各地旅游创新发展的新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遗”的发展,让“非遗”“活”起来,

与年轻一代有了更紧密更深入的联系。但在“非遗+旅游”发展

过程中仍存在问题,如对“非遗”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不足,只

是将“非遗”文化与旅游简单叠加使得“非遗+旅游”项目单一,

对年轻一代来说吸引力不足等。基于此,整合旅游资源,加强融

合开发是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点。针对此现象,该平台将整合非

遗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出两种旅行方式:一、根据用户在“展”

板块中点赞的非遗自动生成个性化路线；二、用户根据国家级

非遗分类选择感兴趣的类别,平台推荐有特色、有市场竞争力的

两地一程多站非遗旅游线路。同时在旅游过程中推出私人“智

慧导航”,为用户智能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将非遗信息可视化应

用在非遗旅游线路导览、临近景区距离方向导视、景点导航上；

在景区内设置展品智能语音一对一讲解,这些对非遗景区的宣

传、管理、营销都有积极催化作用。用户也可将在非遗景点游

览中所见非遗文化用平台进行扫描,平台通过数字化信息采集

技术、复原与模拟技术,使川江号子、蜀锦等作品“动起来”、

“活起来”,真正为非遗注入生命力,以新产品迎合年轻一代用

户多元化需求,提升用户兴趣,为传承非遗奠定坚实基础,为旅

游经济发展助力。 

2.4购——定制个性产品,平台双向互动 

利用UI技术创新文创产品销售购买界面设计,在销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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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场景化和体验化；打造非遗IP形象,将现代化潮流元素融

入非遗产品销售,挖掘非遗产品文化内涵,使其形象化、故事化；

立足于用户需要,该平台打造DIY区、个性化定制区,为用户提供

充分自主选择权,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用户可以提供符合自己

表达寓意的文字或图案融入喜欢的非遗手工艺作品中,系统将

会自动生成预览图,用户可在此基本上进行修改,直到得到 终

满意的作品后,平台将通过计算、设计与工厂合作制作出商品,

线上完成交易。此外,用户还可以选择入驻平台的非遗手工艺人

定制个性独特的手工艺品；为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用户可

自主选择喜爱的物品,在线上购买材料,根据平台提供的教程自

己完成制作,同时可将自己制作的非遗创意手工艺品在线上进

行售卖,增强体验感与获得感。 

3 总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自信的提升、国潮热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但长期以来

我国的非遗文化面向的主要群体并非年轻人,并且存在传承基

础较差、传承链脆弱；营销手段传统,竞争力缺乏；品牌意识淡

薄,商品同质化；资源整合不足,项目单一化等问题,因此搭建一

个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一体化平台已是大势所趋,本文在此基

础上针对现有问题对平台各板块的功能进行了具体规划,平台

的四大功能“传、展、游、购”分别对应不同功能。第一板块：

传播非遗文化,提升用户兴趣；第二板块：科技助力展览,打造

沉浸体验；第三板块：整合旅游资源,加强融合开发；第四板块：

定制个性产品,平台双向互动。 

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我们需要紧跟时代需求,构建

数字化一体化平台,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非

遗”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中,促进“非遗”传承与发展事业的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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