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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

文化的形式丰富多样，包括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知识、仪

式、风俗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有许多文化到如今已经难以传

承，面临着失传的困境。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由于没有具体的文

化载体，因而文化传承的难度极大 [1]。文化传承的形式多样，既

往主要以传人的形式得以延续和传承，但如今随着物质文化形式

的发展，许多文化缺乏足够的传人，失传的风险极高。为了保护

这些文化，文化部门、文化圈应用多种形式的方式加以保护和推

广，但依然有许多文化面临着失传的风险。数字媒体艺术是一种

结合数字技术、媒体传播、艺术设计的跨学科艺术设计表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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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为一种新技术或新学科，十分吻合文化传承的需求，当前

无论文化圈、文化学术界已经关注到数字媒体艺术在文化传承保

护方面的价值，并且已经开始应用数字媒体艺术相关技术对部分

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近年来随着文化推广需求的提升，数字媒

体艺术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的价值越来越大。本文现就数字媒体艺

术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应用形式、应用策略展开探讨。

二、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数字媒体艺术为文化提供了新的载体，可通过影像、声音、

文字等多种形式记录文化，表现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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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

文化的形式丰富多样，前文提到“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知

识、仪式、风俗”等均属于文化的范畴，然而这些文化可能由于缺乏

互动性，导致难以被观众、群众所认知、了解 [2]。数字媒体艺术则可

通过数字、影像与艺术设计等相结合的方式，使观众、群众深入到文

化中，激发对文化的兴趣，促使观众、群众积极参与文化传承。

如央视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美味》一经推出就引起社会关

于美食的热议，将食物通过味道传播的形式转化为视觉、听觉体

验，让更多人了解到各地不同的美食文化，吸引大量游客前往当

地享受美食。《舌尖上的美味》利用数字摄影机拍摄食物制作的画

面，并辅以动人的文案，结合新媒体的表现形式，使食物的制作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二）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承形式

文化形式多样，其保存形式也多样，但许多文化尤其是技艺

方面的文化需要多年的学习才能掌握，其保存形式依赖学徒、传

人 [3]。这就导致该文化在传承方面十分苛刻，失传的风险极高。

而利用数字媒体艺术相关技术可以创建影像数字档案，将文化通

过影像、声音、文字等多种方式进行保存，降低失传的风险。即

使失去传承人，后人也可以通过学习相关记录，再现该文化。

（三）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

传统文化的传播受限于影响力，往往局限于某地。我国各地

都有关于刺绣的技艺，如苏绣、蜀绣、湘绣等，但这些刺绣技术

受限于传播影响力往往仅在当地传承。而数字媒体艺术则可以通

过数字记录方式，拓展这些刺绣技艺的传播影响力，使其在全国

乃至全球进行文化传播，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

（四）强化文化传承人的培养

传统文化的传承十分依赖师徒的传统传承方式，而随着数字

媒体艺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传承方式。喜欢相关文化的

群众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学习相关技艺，并借助互联网在线交流，

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相关文化、技艺。

总体而言，数字媒体艺术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

并且有利于文化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借助数字

媒体艺术可更好的传承、保存、传播，甚至形成新的文化形式。

三、 数字媒体艺术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形式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对我国历史的记载，其文化表现形式借助

视觉、听觉、触觉得以展现，并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4]。然而随

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借助

新型媒介展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一）数字影像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拍摄一段影像作品，通过数

字摄影短片记录文化、传播文化。如李子柒拍摄的回老家后的日

常生活传播传统文化，通过分享传统耕作、传统食物制作发扬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并通过长期的记录，演化“四

季交替、适时而食”的饮食文化。李子柒的数字短片在国内平

台、国外平台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国外视频平台的传

播，使国外观众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并吸引他们更进一步

了解我国的各种传统文化。

数字摄影短片是数字媒体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记录文

化的重要载体。不仅仅是李子柒的田园生活，还有更多的文化可

以通过摄影短片记录。摄影短片记录文化的优势在于随时随地，

没有门槛。可以使用手机、相机或其他摄影器材完成文化的记

录，再通过后期剪辑、制作，即可完成文化的记录。加之当前各

种视频、短视频平台丰富，从记录拍摄到后期制作，再到社交平

台分享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流程。

（二） 数字短片技术

数字短片技术运用创新的技术手段和创意的表现形式来吸引观

众的眼球的短片，如原神作为一款多平台游戏，为了宣传新版本，

利用数字短片技术制作“神女劈观”的短片，将数字影像与传统京

剧《神女劈观》相结合，短片中云堇身着彩色旌旗（京剧中旦角儿

的装扮），形成一股浓烈而又创新的京剧氛围，尤其是当云堇唱到

本该结束的地方，说出“我今天又加了一句，唱给大家听”的时

候，更是将短片推向新的高潮。该数字短片一经推出就受到社会热

议，不仅在游戏行业引起热烈讨论，还引起京剧圈、国外玩家圈的

热议。游戏厂商既达到了宣传游戏的目的，更使国外的玩家们了解

到京剧这一艺术形式，达到宣传传统京剧文化的目的。

数字短片技术相较数字摄影的门槛更高，但可以更为灵活地

展现传统文化。尤其是展现现实中已经断代消失的文化时，可充

分发挥制作者的想象力，展现已经失传的文化传承。

（三）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而近年来 VR、AR技术已

经逐步趋向于成熟，并且在文化传承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VR

技术十分适合云游览，尤其通过 VR技术参观博物馆、展览已经

成为现实。如为了不方便前往三星堆博物馆的观众了解三星堆文

化，北京新展推出展览《三星堆 VR沉浸探索展》，利用 VR技术

展览三星堆的文物、文化。通过 VR技术使观众穿越到久远的先秦

时期，了解三星堆废墟中掩埋的故事。

VR技术最大的特点是沉浸感，观众可置身于 VR技术构建的

虚拟场景之中，“切身实地”地感受制作者制作的场景。由于真实

感强烈，因此十分适合宣传各种文化。依据文化传播的需要，可

以制作表演现场场景、工艺现场场景、历史场景等场景使观众细

致地感知、体验传统文化，加深对文化的了解。此外，使用特殊

的摄影器材，VR技术也可以直接记录传统工艺、舞蹈、戏曲等演

出，然而利用 VR技术为游客提供 VR场景方便随时随地观看。

（四）数字互动系统

数字互动系统由数字技术构建，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天然优

势。如文化传承人可以一边直播展示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同时

利用数字互动系统与观众进行交流，加强了传承人与观众的交

流，极大提升文化传承的效率。同时数字互动系统，也是一个教

育平台，学习者能够在线与文化传承人进行交流、反馈，极大提

升文化传承的范围。

当前各种直播平台可以充当数字互动系统，降低数字互动系

统的使用门槛。并且直播平台是一个可以产生效益的平台，如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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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可通过直播平台直接进行销售，使文化传承

人获取到经济利益，并推广文化。

四、数字媒体艺术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具体策略

（一）遵循保护优先

许多传统文化已经面临失传、断代的问题，因此将数字媒体

艺术应用于传统文化传承中需要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使用数字

媒体艺术创建包括视频、照片、文字、音频等在内的素材，使文

化通过数字媒体艺术得到保护。创建文化素材后，为进一步发挥

素材的价值，还需要对素材进行后期处理，加工成数字摄影短

片、数字短片等表现形式。

同时为了长期保存相关文化，还需要创建元数据记录，详细

记录每个素材的信息，对应制作元数据，包括作者、日期、地

点、内容摘要等，方便长期保存和后期调取。为了确保保存的持

续性，采用多模式数据保护方式，使用硬盘、云盘进行多备份，

以确保数据长期保存的安全。

（二）丰富文化传播形式

数字媒体艺术不仅可应用于文化的保护，也可以应用于文化的

传播之中。利用数字媒体艺术可以丰富文化表现形式，促进文化传播

与传承。如传统技艺、音乐、舞蹈等，将其通过数字媒体艺术加工可

以展现更为壮丽的表达形式，极大提升相关文化的表现力与吸引力，

确保表现形式满足现代观众的兴趣 [5]。

其次，为方便文化的传播还可以引入 VR技术、互动系统等，通

过人机交互使观众更好的深入到文化场景之中，使观众可与相关文化

实现互动，了解文化背后的故事。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较为单一，而

利用数字媒体艺术的多种艺术表达形式，可丰富文化表现形式。

如河南卫视于2023年推出“唐宫夜宴”的节目，结合唐代传统

文化、当代数字媒体技术，使唐朝故事生动地表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不同于传统节目，唐宫夜宴改编自《唐俑》，以夜宴的乐师们作为主

角，生动地展示了唐代宫廷乐师为了夜宴表演，从准备到整理妆容等

一系列过程。随着表演的进行，观众可了解到唐朝夜宴文化的大气磅

礴，并且在节目中穿插了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国宝，又

为节目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

数字媒体艺术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各种技术展现文化之美，使观

众通过视频、音频、图像、文字等文化进行了解，极大丰富了观众的

感官体验，也达到了传播文化的目的。此外一些文化演出还配合角色

扮演、手工操作等趣味活动，更进一步增强观众参与文化的乐趣。

（三）塑造文化自信

数字媒体艺术形式的出现，也为传统文化的赋予了新的生命

力。尤其是全民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群众可以通过视频平台、公

众号等多种途径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传统媒介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率低、范围小、形式单一等局限。如当前传

统乐器、传统戏曲、传统工艺等在抖音或哔哩哔哩平台已经有了

庞大的拥趸，相较数字时代前观众增多，爱好者增多，传统文化

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当前还需充分利用数字媒体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融

合传统文化创建更为丰富的文化形式，使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一

同增强我国的文化影响力。

（四）创建文化传承教育工具

数字媒体艺术也可以作为文化传承的教育工具，使年轻一代

参与相关文化的学习，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文化。如央视推出大型

节目《国家宝藏》节目，该节目由多家博物馆联合合作，对文物

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每家博物馆选出一件文物参与

节目，由明星担任“国宝守护人”讲述文物背后的文化，拉近了

现代与历史文物的距离。该节目充分应用数字媒体艺术的各种形

式制作节目演出，使观众深入了解文化背后的文化，是一种文化

传承的新型教育工具。许多学校为了学生了解相关历史文化，为

学生播放《国家宝藏》节目，使文化得到传播和继承。

其次，基于数字媒体艺术还可制作手机 APP，将多种文化如

音乐、舞蹈、戏曲等进行收集整理，方便学习者通过 APP学习到

相关文化。在当前数字媒体艺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传承不

应拘泥于具体形式，而应该努力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

使文化得以长久地传承。

（五）对传统文化再创造

数字媒体艺术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也对传统文化早创造提

供了充分支持。许多传统问候由于存在表现形式单一的缺点，导

致一度面临失传的风险。如传统表演形式皮影戏，其节目《大闹

天空》、《木兰从军》、《水漫金山》虽然足够经典，但已经难以

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由于缺乏观众，相关传承人的收入难以

为继。而数字媒体艺术的出现，可丰富节目形式，融合时下流行

的小说、漫画内容，可增强皮影戏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因此，需要基于数字媒体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对传统文化

进行再创造，丰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

力，使传统文化适应时下流行文化。

五、总结

本文对数字媒体艺术在文化传承中的价值、具体形式、应用

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就作用而言，数字媒体艺术可为文

化传承提供新的方式，不仅能够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且有助

于文化传播和推广。此外，数字媒体艺术还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

式，为传统文化赋能，使其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充分利

用数字媒体艺术相关技术，为文化传承提供新的方向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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