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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传统工艺结合数字技术实现现代化转化这一重要议题。阐述了传统工艺面临的现状，分析数字技术在传统

工艺现代化转化中的关键作用，包括多种数字技术的具体应用方式，以及转化带来的优势。同时，也指出了转化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旨在为传统工艺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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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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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t issue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rafts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faced by 

traditional crafts, analyzes the key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includ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of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tages brought by the trans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were also pointed out,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craft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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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工艺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传承。然而，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浪潮中，传统工艺面

临着诸多挑战，如传承困难、市场竞争力不足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将传统工艺与数字技

术深度融合，能够为传统工艺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与传承。

一、传统工艺面临的现状 

（一）传承困境 

中国的传统工艺曾如夜空中的繁星般难以穷尽，遍布全球。

匠心独运让中国曾经在世界名噪一时，但是随着农耕时代结束，

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工艺面

临着极为尴尬的处境。传统工艺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珍贵宝

库，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精髓。传统工艺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很鲜明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甚至可以作

为中国文化的标签之一。作为人类知识技能和审美情趣的结合，

传统手工艺传承传播面临“难进难出”的困境。

传统手工艺操持的辛苦，需得长达数十年的劳作和体悟才能

达到一定的高度，对于急功近利的一些人而言，确实视为畏途，尤

其是当今年的孩子们在高强度的文化学习下更是对传统工艺的学习

持以放弃之念；二是人才短缺是当前传统手工艺传承面临的主要瓶

颈，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拓宽，年轻一

代对传统工艺传承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倾向于选择外出就业，

而不愿意学习操作强度大、学艺时间长、利益回报慢的传统手工

艺，长此以往，导致传统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久而久之，掌握民

间传统手工艺的技术人员逐渐减少，传承人才出现断层。

（二）市场竞争力弱 

传统工艺的生产方式往往效率较低，销售渠道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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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高且难以体现，难以等价变现，高成本低

收入使得许多传统手工艺作坊难以为继。产品在设计和营销上相

对滞后，制作观念较为守旧，创新能力不足，设计思维固化，未

能顺应时代变化，制作的手工艺品难以满足年轻消费者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导致销售市场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

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三）传统工艺传播受限 

由于传统的展示和传播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局限性，传

承者少、推广难，使得传统工艺的影响力难以广泛扩散，大众对

其了解和认知程度有限。以宣传为前提，数字化宣传保护与展示

使传统工艺焕发现代活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传承保护的实践体

验之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些民间工艺乘着互联网的东风陆

续转型，让“互联网 +”、数字化思维与传统民间工艺的高度融

合，产生了新的发展模式，也为传统民间工艺的弘扬增加了全新

动力。2025年的非遗春晚就呈现给了我们一场视觉盛宴和文化大

餐，各地区又掀起了一波传统文化的热潮。

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将传统工艺进行数字化记录、展示和传承，

它不仅仅是保护，更是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虚拟展示馆、数字

艺术和互动媒体等，相继在博物馆、高校、民众社交生活区等陆续

展现——数字展览馆、虚拟现实体验、在线教育、直播、民俗村

落建设、社会实践基地等等。新的媒介手段，可以更全面的记录传

统工艺的历史发展、制作工艺等，把传统的师带徒弟、口口相传手

把手教的工艺通过现代技术和当代人们更喜欢的方式的呈现在大众

眼前，不仅大大提高了保护和宣传力度广度，而且也以全新的面貌

的重回大众视线。有趣的虚拟互动加实际实践体验，使年轻一代更

容易接触和理解传统工艺，这种现代化的转化为文化传承带来了新

的机遇，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传承的活力。

二、数字技术在传统工艺现代化转化中的作用 

（一）数字档案与3D建模技术

在传统工艺的世界里，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一盏照亮前路的明

灯，数字化赋予文化传承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1）。数字档案馆

的建立，使得传统工艺以数字化形式在全球传播；数字工艺创新

呈现传统技艺，为工匠们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的空间。十八数藏项

目，以其出色的数字文化创新，展现了数字技术如何点亮传统工

艺的文化使命。

3D数字建模技术，将作品进行数字化存储，公众可以从各个

角度观察作品细节，不仅解决了非遗作品受制于材料等原因的物

理寿命，还可以通过更多移动端口让更对人欣赏这些作品；非遗

数字化的应用场景满足了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方式。

通过数字建模技术，还可以对传统工艺中的关键步骤进行精

确模拟，预测工艺效果，优化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研发

效率。

（二）数字虚拟技术的运用

数字技术可以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驾护航，沉浸式体验方

式可以提升受众群体的参与感。

VR技术可以创建沉浸式的工艺体验，使传统工艺的传承者能

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工艺过程，观察每一个系列工艺的操作，不仅

可以加强宣传还便于传承学习。AR技术可以将传统工艺的展示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体验。借助 AR技

术，原本静止的传统工艺得以动态展示 [1]。

利用 VR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复刻数字展品，可以在避免文物过

度曝光、实现可持续化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游客的游览体

验。并且，VR技术所能创造的身临其境的传播体验，在一定程度

上，还可以拓宽受众群体，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在教育领域，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多媒体教学、 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教学手段，能够创造更加生动、直观

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借助大数据分析和

学习平台，教师可以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爱好和学习

困难，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指导，满足不同学生的学

习需求。

（三）3D打印技术与传统手工艺的结合

艺术和科技的交汇点一直是创新的摇篮。将3D打印与数字设

计相结合，有助于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融合，推动传统工艺

的现代化转型。在材料上提供了创作的更大空间，可以通过数字

设计创建唯一的艺术品，也可以复制，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这

也为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艺术家的创造力与科技结合

的跨界合作创造了有趣的交互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

可以期待看到更多复制、精致和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问世，为创

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

（四）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AI）技引发的创作方式变革给传统手工艺带来了

质的变化。在 AI时代，消费呈现出个性化、向内探寻、重视生活

质感的趋势，AI可以帮助艺术家拓展认知和创意，为手工艺创作

提供更多可能性，传统工艺在 AI技术发展的“快”时代酝酿出个

性化的特征，弥补传统手工艺实用有之而审美不足的缺憾。AI在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中发挥着作用，仅通过一片薄薄的古瓷

片，就能分析出上百条信息，这对破译古代工艺密码和中华文明

传承都有重要意义。传统手工艺所蕴含的民族技艺、社会习俗、

感性体验由过去绵延至今，并将在 AI的加持下融入更多的场景，

走向更宽广的道路。

（五）数字化助力于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 

数字化转化有助于整合传统工艺资源，包括原材料、工艺流

程、传承人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学校和教育机

构可以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数字化传统工艺相关的资料，包括

图片、视频、文字资料、工艺图谱等，建立丰富的数字化资源

库。数字化转化有助于对传统工艺进行标准化处理，明确工艺流

程、质量标准，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标准化的工艺流程

有助于培养新一代工匠，提升整个行业的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

数字化转化拓宽了传统工艺的市场渠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

体等新兴渠道，实现产品的快速推广和销售。通过数字化手段，

传统工艺可以打造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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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

三、传统工艺结合数字技术现代化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与应对方法 

（一）技术应用成本高 

数字技术的引入和应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备购置、软

件研发、人员培训等，对于许多传统工艺从业者和中小企业来

说，成本过高，难以承受。降低技术应用成本离不开政府的大力

扶持。

（二）人才短缺 

既懂传统工艺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匮乏。传统工艺

从业者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力有限，而数字技术专业人才

对传统工艺的了解不足，导致两者融合过程中存在沟通和协作

障碍。

加强人才培养 ，除在高校和职业院校中培养既精通传统工艺

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还要大力吸引数字技术专业人才

关注和参与传统工艺领域，促进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三）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融合深度不够 

目前部分传统工艺在应用数字技术时，仅停留在表面，如简

单的数字化展示，未能充分挖掘数字技术的潜力，实现与传统工

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全流程的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

开展产学研合作，深入研究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的结合点，推动

数字技术在传统工艺全产业链的深度应用 [2]。

（四）保障数据安全与版权 

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对传统工艺数据的保护，

采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等手段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完善数字

技术下的版权法律法规，明确版权归属和侵权责任，加强执法力

度，保护传统工艺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传统工艺结合数字技术实现现代化转化是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为传统工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支持，带来了诸多优势。然而，在转化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

问题和挑战。通过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采取

有效的对策，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加强人才培养、深化融合以及保

障数据安全与版权等，传统工艺能够更好地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

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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