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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赋能非遗木雕文化保护传承的逻辑机理

（一）非遗木雕文化呈现方式得以创新

在非遗木雕文化保护传承过程中，数字技术凭借前沿技术与

新型表现形式，为保护传承非遗木雕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渠道，

如，虚拟现实技术、交互技术等的应用，不仅使时间、场景等局

限性得以突破，非遗木雕文化的呈现形式也更为丰富多元 [1]。例

如，相关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优势，直观生动地向社

会大众展示木雕中的场景、人物角色等，也能通过交互技术沉浸

式展现这些内容，由此持续强化非遗木雕文化的感染力，促使观

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深刻感受非遗木雕文化背后所蕴含的

底蕴。所以，随着数字技术在非遗木雕文化保护传承的应用，可

以有效创新非遗木雕文化呈现方式，有效推动非遗木雕文化保护

传承 [2]。

（二）观赏者体验感得以增强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社交媒体迎来了高速发展期，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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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传播形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以往采用文字来进行传

播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交互式、数字化以及可

视化等传播形式受到他们的青睐 [3]。例如，相关人员可以设计非

遗木雕文化 APP，APP界面设计不仅美观、规范，而且非遗特色

较为浓郁，可以充分满足社会大众的感官体验。又或者，相关人

员借助互动影像传承非遗木雕文化，其凭借互动体验使非遗木雕

文化形象更具表现力，观赏者所获得的情感体验与视觉体验是前

所未有的，而且通过交互设计观赏者的交互体验需求可以得到充

分满足，沉浸式非遗木雕展示的叙事方式可以满足观赏者的情感

需求，当他们沉浸非遗文化氛围中时，会进一步探索与传承非遗

木雕文化 [4]。

（三）非遗木雕文化实现有效传播

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相关人员借助数字化、虚拟展览等形

式展示非遗木雕文化的风采，除了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带来的局

限性之外，传播范围也能得到明显拓展。比如，通过建立非遗数

字档案和数据库、在线博物馆以及运用新兴 XR技术进行展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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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方式，可以让参与者沉浸其中体验非遗文化 [5]。另外，

为了加强非遗木雕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非遗木雕文化产业链

也会积极开展跨界联动和开发，让非遗木雕文化逐渐融入动画、

影视、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域。此外，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

台等新兴媒介，非遗木雕文化的相关内容可以实现快速传播与分

享，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兴趣。这些平台上的用户互动性

强，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非遗木雕文化的曝光度和知

名度得以不断提升 [6]。

二、数字赋能非遗木雕文化保护传承的创新路径

（一）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文化梳理与研究

为了更好地进行非遗木雕文化保护传承，可以利用数字技术

对非遗木雕文化进行梳理和研究，深入民间进行调查了解，收集

相关的工艺藏家的作品，寻找历史的典故资料，通过现场调查，

把所搜集的资料上传到数据库中，对信息进行合理融合和处理，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首先，建立专业的木雕艺术品数据库，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搜索和收集相关的艺术品，再通过三维扫描仪进行

相应的扫描，获得高清晰度的数据，并建立完善的数字档案。其

次，建立木雕技艺传承人数据库，以确定他们的发展状况，调查

他们的文化、工作等背景，知道他们的具体的传承经验和实际状

况，将他们的作品信息、规划信息等进行融合，并将其录入到数

据库，以方便查询。另外，建立工艺技艺数据库，数据库主要以

阴雕、阳雕、根雕、浮雕等技艺为主 [7]。此外，建立与漆艺工艺

相关的数据库，对样品进行取样分析，确定漆艺工艺的化学组

成，并将这些信息进行公开展示，对漆艺工艺生产和建造过程等

进行详细记载，并对其进行数据录入和归档工作。最后，建立工

艺造型方面的数据库，利用三维扫描技术来记载特征的资料，建

立相关的模式库和数据库，方便地储存数据资料，进而更好地对

非遗木雕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 [8]。

（二）依托数字技术创建工艺文化体验馆

当前，在对非遗木雕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可以利用

数字技术来建立相应的文化体验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

通过数字技术来展现流程，沉浸式展示各个历史时期非遗木雕文

化景，并结合设定的音乐，使观赏者在虚拟的情境下，对非遗木

雕文化产生直观而深刻的体验，对各个时期的非遗木雕文化产生

正确认识。在传承和保护过程中，也可以采用音乐形式、视频形

式和图像形式等存储非遗木雕文化相关内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

的数字化处理，从而创造出基于工艺文化的虚拟作品，仿真现实

情景，突出非遗木雕文化特色。另外，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将历史和实际状况进行有机融合，使其与科技、美术等方面的要

素融合在一起，搭建出观赏者与数字化技术相互交互的通道，利

用人际交流的形式为人们全面进行木雕文化的展示 [9]。此外，相

关人员也可以通过3D数码动画技术，将非遗木雕制作的全流程展

现在文化体验馆中，采用 VR触摸和制作的方式，让观赏者亲身体

验非遗木雕制作，并对非遗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某

种意义上促进非遗木雕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并实现快速发展。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丰富观赏者的体验，非遗木雕文化体验馆

还可以设置互动式工作坊，在数字化技术的辅助与帮助下，体验

者不仅能够观摩到非遗木雕的制作过程，还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亲手尝试雕刻，感受传统木雕工艺的魅力所在。同时，工作坊

可以配备专业的木雕教学软件，利用3D建模和模拟雕刻功能，让

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体验到木雕艺术的乐趣 [10]。

（三）整合多方力量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

首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制定更多

与非遗木雕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文件、政策，鼓励抖音、快手等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短视频网络平台，给非遗木雕文化短视频更多的

流量扶持。在有关政府部门和短视频网络平台的合作下，数字动

画短视频制作者也要加大对非遗短视频的研发和设计，使其更加

丰富和丰富，既要避免“一家独大”的局面，又要防止各种非遗

短视频的同质化比较严重，逐步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非遗木雕

文化短视频传播体系 [11]。其次，构建“非遗 +网红”的传播发展

战略，建立多主体融合的非遗木雕文化发展共同体。随着现代社

会的发展，更多的非遗木雕文化传承人通过短视频展示自己的作

品，他们在展示自己的作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剖

析，但因不具备较好的创作理念和能力，非遗木雕文化传承未能

达到预期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很多网络红人拥有大量的粉丝流

量，并且熟悉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因此，必须强化不同传

播主体间的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成立由非遗传承人和网络红人

的非遗传播团队，使他们制作出来的非遗木雕文化短视频，内容

精彩、内涵深远。通过推动非遗传承人与网络红人密切合作，建

立起稳固的非遗木雕文化传承社区，既可以让非遗传承人更好地

学习和掌握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技能，又可以让网络红人对非遗

木雕文化的本质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确保非遗木雕文化

会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12]。

（四）注重非遗木雕传承人数字化培养

在非遗木雕文化保护传承过程中，非遗木雕传承人的培养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为了更好地进行非遗木雕传承人的培养，需要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非遗木雕传承人的数字化培养进程。首

先，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建立非遗木雕传承人在线学习平台。该平

台可以汇聚国内外非遗木雕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传承人提供在线

课程、教学视频、交流论坛等丰富的学习资源。传承人可以通过

平台随时随地学习非遗木雕技艺，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平台还

可以为传承人提供在线辅导和答疑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在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13]。其次，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开展非遗木雕传

承人远程培训活动。通过远程培训，传承人可以与专家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和互动，深入了解非遗木雕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主动与

其他传承人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

高。远程培训活动可以定期举办，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展，为

传承人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在数字化培养过程中，还需要

注重传承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可以组织传承人参与

非遗木雕技艺的实践创作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提高

自己的技艺水平。同时，还可以鼓励传承人进行创新创作，推动

非遗木雕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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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当前社会形势下，非遗木雕文化要想得到有效

保护与传承，应该主动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并根据非遗木雕文

化的特点，积极探索创新路径，如，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文化梳理

与研究、依托数字技术创建工艺文化体验馆、整合多方力量传承

参考文献

[1]刘丽琴．数字化时代下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J］．天工，2020（2）：108-109.

[2]王建彦．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技术路线与体系构建［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4（11）：29-32，38.

[3]沈姚姚．多维度影像及新媒介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唐建陵翁仲为例［D］．西安理工大学，2018，23(45): 133 ～ 146.

[4]闫润扬．“数字唐陵”网页交互设计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7，22(33): 155 ～ 167.

[5]王克祥．南京金箔锻制技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创意与设计，2018，24(5): 63 ～ 70.

[6]迟晓丽，王慧磊．探析湘西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J］．文艺生活·下旬刊，2018，11(6): 140 ～ 141.

[7]赵麒凯．基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古城数字化保护系统设计及应用［J］．信息技术与信息化，2018，13（8）: 45 ～ 47.

[8]呼延垚．陕西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9，23（45）: 166 ～ 189.

[9]梁明玉．基于“非遗 +数字藏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数字化转型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22）: 38-41.

[10]江琼．非遗文化传播发展中数字动画短视频应用途径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14）: 184-186.

[11]芦人静，李惠芬．论数字时代非遗传承中的文化认同［J］．江苏社会科学，2024（05）: 232-240.

[12]覃森荣，黄美覃，万怡，等．数字营销推动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优势探析［J］．新传奇，2024（17）: 122-124.

[13]张雪．数字技术背景下贵州非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02）: 193-195.

[14]胡宇．非遗与传统文化传播在数字技术视野下的逻辑变化［J］．美术教育研究，2024（03）: 55-57.

[15]郭燕齐，许晓．数字文创产品中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融合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4,4（04）: 96-98.

与保护非遗文化、注重非遗木雕传承人数字化培养等路径。当

然，时代的发展使社会大众的审美观念也在持续转变和发展，在

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时代特色，满

足大众的审美要求，如此才能够真正保障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和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