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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及其相关地点或实体构成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些是由各个社群历经数代人所积累下来的成果，并

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们体现了民众的信念体系、

思考模式、文化和心理状态，同时也是对民间智力和艺术创新能

力的展示。因此，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无论是对某

个民族还是整个国家的灵魂、文化和经济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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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天官画”是一种独特的安徽天长的民俗美术形式，它与凤阳县的“凤画”和灵壁县的“钟馗画”共同构成了安徽省

三种著名的民间美术作品，它们分别具有独特的主旨和明显的特色，展示了各地民众的民间习惯、信仰和美学观念。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现代化的加速，传统文化正遭受严重的挑战。因此，在政府的支持下，非物质文化的保存

已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非物质文化和数字科技手段，探讨了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天官画”的数字化保

护及其创新路径，并对相关策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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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unique	 theme	an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e	people	around	 the	 folk	habits,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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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数字化指的是使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将如声音、光线、

电力、磁力等多种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或者将语言、文本、图

画等资讯转译为数字代码，以便于传递及操作的过程。对于非物

质遗产文化的数字化来说，它通过二维、三维等科技手段，收集

有关的字句、图片、音频、影片等资料，对其进行数据管理、分

类保存，并且用视觉方式呈现环境和进程的变化复现，清楚且详

尽地展现给观众非物质遗产文化，为它的保护、发展和推广提供

了更丰富多样的方法，同时逐步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非

遗文化”作为信息的主体存在于数字化的保存过程中，而“数字

引言

安徽天长地区的百姓在新居落成、搬家乔迁、店铺开张、渔船出行、家谱会等活动中会将一种绘有天神、仙人等形象的绘画作品悬

挂于室内，以此来祈祷旅途顺利与财富充盈。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大约四百年的时间。这是一种具有浓厚民间风情的艺术形式“天官

画”，长久以来都被当地人民视作祈愿吉祥如意的象征，寄托着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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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则成为其传递手段及策略。同时，“非遗文化”也是“数字

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反之亦然。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

传输“非遗文化”，不仅提升了它的活力，还为其持续传承提供

更多的机会。简而言之，两者相互依赖并互相促进，数字化科技

改进了传统文物的保管模式，同时也给非遗文化的延续带来了全

新的理念和机遇 [1]。

二、“天官画”及其保护意义

（一）“天官画”的历史与现状

“天官画”是一种源自安徽省天长的传统艺术制品，它的起

源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东晋时代，并在唐代开始有明确定位，而

到了清末民初阶段，它已经到达了发展的巅峰期。“天官”作为道

教信仰里的主宰天界的神仙，人们相信他能掌管所有天界官员并

赐予人类福祉与财富。所以每当过年或者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

把“天官画”挂起来或是贴在外面明显的地方，以此来表示他们

对于“天官”的尊敬。

这一种源自农业文化的民间艺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后

形成了一套固有的习惯与独特的表现方式，它反映了人们对于生

活理想的渴望及追寻，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宗教象征。全国各地

都有过“天官画”的存在历史，其中安徽省的天长地区尤为突

出，其传统保存得相当完好，并被视为民俗手工艺品中的典范之

作及其地域文化特征的体现 [2]。

（二）“天官画”的艺术特征及传承意义

1.“天官画”的功能及艺术特征

“天官画”融合了神话、宗教及艺术元素，它被视为天长地

域民间文化的主要象征。随着其发展历程，“天官画”最初仅是

对“东王公”“西王母”等“天神”的单纯信仰和尊敬，到了明

朝晚期至清代初期，由于地方官员王永吉为了解决淮河的水灾问

题而不幸牺牲，人们为了表达他们的哀悼之情，把他当作“王天

官”并在“天官画”里描绘了他。这使得“天官画”的内容范围

得以扩大，无论是城隍、灶君、土地神等神仙角色，或是皇帝将

军、历史伟人等等，只要是大众喜欢并且尊重的人物，都能够成

为“天官画”的主角。“天官画”具有丰富的主题和多样的用途，

表明人们的内心期望已不再仅限于简单的“赐福纳祥”，而是转

向如镇宅、招财、驱邪等更具体的需要。因此，“天官画”艺术家

利用宣纸或者白色棉布等材质来创造那些包含祈福、防害等含义

的作品，成为了能满足公众实际利益需要的艺术表现方式 [3]。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天官画”不仅汲取了中国传统民间美术

的大量优势，还塑造出其独特的风貌。这种结合了精细描绘线条

技巧和木刻年画的均匀覆盖技术，同时也借鉴了佛像及道家图像

主要使用单一颜色的颜色理念，并且融入了壁画的装潢样式，可

说是集大成者。就艺术特性而言，可以概括地描述为“通俗”“充

实”“情感”这三大特质。

“俗”这个词在这里指的是“天官画”的主题内容，它是一种

民间信仰中用来向神明祈祷庇护的东西。通常来说，“天官画”的

主要内容涉及到各种形式的吉祥习惯和实用习惯，如追求幸福、财

富和避免灾难。无论是什么样的主题，其实质上反映了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的扩展，涵盖了诸如家庭繁荣、健康安全、驱逐邪恶等多种

具体的细节，这正是社会的流行趋势和社会心态的具体表现 [4]。

“满”是针对“天官画”的结构来说的，这种类型的绘画往

往具备完整的主题、充实的构造和平衡的布局等特征。依据画中

的角色数目不同，会采取各种构图方式。传统的天官形象一般由

一位主神与一名随员构成，并会在合适的地方加入如蝙蝠、蟾

蜍、灵芝之类的象征好运的图案作点缀。而后期的流行作品如三

堂、五堂画，通过垂直层次的方式把各类仙人、古代皇帝、著名

人士等组合在一起，依照特定地点和比率安排画面里的人物，虽

然场景繁杂，却能保持整齐划一且和谐共处，展示了其精确和明

晰的构图特性 [5]。

“情”这个词指的是“天官画”中的公众感情，它主要反映

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居民对于频繁的水害感到的不安与恐惧。由于

他们对自然的认知有限且缺乏应对能力，因此他们选择以祈祷、

祭祀等方式来释放内心的紧张感及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担忧。这种

具有宗教性质的绘画作品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民间传统文化的体

现，也展示了艺术家们的才华。这些包含着消除灾难、带来好运

等寓意的作品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它们是对现实世界的一

种解读方式，同时也是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展现，体现了纯真的

审美观念。

2.“天官画”的保护及传承意义

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

物质遗产的重要性和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以天长

市及滁州市为例，“天官画”具有深远的保护与传授价值：

“天官画”作为一种源自于地域性的民间传统艺术表现方

式，它代表着天长地区的原始风貌与民族特色，并通过世代累积

的方式得以流传至今。这种艺术形态包含了丰富的本地居民的生

活哲学、思维观念及文化底蕴，其深层次的研究与保护对于增强

地方社会的文化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

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优化。

“天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源于大众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期待，它代表了无意识的精神依托，也体现了集体思维及哲

学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研究这种绘画风格，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地

居民的思考方式和感情结构，同时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

文化，并用更为理性且科学的方式去看待传统的宗教文化。

“天官画”因其长久的历史传承而被各个时代的民众所喜爱

与赞赏，这证明它的艺术价值不容忽视。如今我们已不再受制于

对自然的认知限制，那些原本旨在祈求好运并躲避灾难的实用型

绘画现在已被视为审美的焦点，这对深入了解该地的民间习俗具

有重要意义 [3]。

三、新媒体环境下天官画的数字化保护形式与开发

策略

（一）数字化技术在天官画保护中的应用

利用数字化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现代科技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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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主要特性包括共享和传播。这不仅可以永久地保存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还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产生实际影

响，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潜力 [6]。

“天官画”的数字化的运用首要表现在其档案馆的构建中，

现阶段，“天官画”的主要收集手段包括文本图像扫描、音频视频

录制等传统的做法，尽管这种方法直接易懂并且可视化程度高，

但它无法充分体现出艺术品的精神内核，同时生成的文件也较为

固定，这使得一般公众或者专家想要深入理解和探索“天官画”

变得有些难度。然而，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整合多种信息传递模

式如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等等，从而能精准地捕捉到“天官

画”的作品及其传承者的技艺、经历等方面，并将它们用一种真

实的、精确的、系统的、完整的格式存入档案库，借助数据库、

数据处理、搜索引擎等先进的数据储存技巧来实现这一目标，这

样一来，就为“天官画”提供了更加现代化与科学的技术支持 [7]。

“天官画”的保存和保护利用了数字化技术的手段，这不仅

仅表现在实体展览的形式扩展方面，现阶段它仍然是以实际物品

作为主导方式来展现自身。然而，运用数字化科技能够进一步丰

富这种艺术品的表现手法，创建线上虚拟馆使得参观者可以在网

上欣赏这些珍贵的文物并且深入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同

时，借助于这项先进的技术，还可以设计一些相关的趣味小游

戏，让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品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使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计算机等方式亲自参与到

“天官画”的设计过程中去，这样既能带来愉悦的视觉享受，也能

更深层次地领悟“天官画”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制做过程及技巧

特性等等，进而提高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喜爱程度 [8]。

（二）新媒体环境下“天官画”的创新与传播策略

1. 打造非遗品牌、开发文创产品

民间智慧的精华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备鲜明的民族特

征和地域性。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并积极进行宣传推

广，不仅可以为其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能让这些文化遗

产以新的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实现持久的发展 [9]。

“天官画”作为天长的文化象征，通过塑造这一品牌的形象

并将之转化为文化创意商品，可以有力地促进对“天官画”的保

护与延续。从中抽取出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元素及审美准则，对其

颜色和形状做出适度的调整或革新，以适应当代的设计规范和需

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接纳和欣赏，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完成

对“天官画”的守护和传续。

2. 宣传与推广模式多元化

曾经担任过故宫博物馆馆长的单霁翔说过：“如果我们不以

年轻人的方式去表达历史，那我们将失去年轻人，年轻人也将失

去历史”这句名言也同样适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上。在这

个新媒体的时代里，人们的接收资讯、传递讯息、消费习惯等各

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变化，所以，为了让“天官画”得到更好的推

广与价值提升，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模式。

可以在各种新兴的互联网工具如微博、微信公众号及短视频

应用中创建官方账号来扩大“天官画”的影响力。此外，可以通

过发布关于其制作流程的视频或者现场直播的方式，进一步提高

公众对其认知度。同时，也应利用新型的线上广告模式，例如网

络广告、APP 广告等，这些广告凭借着精确推送、互动性高、

易用性和转换效率等优势，正逐步发展为主要的广告手段。对于

“天官画”品牌来说，不仅需要依赖线下的宣传活动和实体店面售

卖，还需要紧跟广告发展的步伐，满足消费者的网购需求，以便

把“天官画”及其相关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进而实现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高效回报 [10]。

四、结语

作为劳动者聪明才智的体现，同时也是某一地区独特文化精

华、灵魂特征及美学价值的具体反映，非遗文化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其保护和延续的过程充满挑战且漫长，然而在所有从事此项

工作的专家们的齐心协力之下，我们国家的优秀非遗文化将会被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并欣赏，它也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展现出更

加灿烂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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