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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媒体技术下山西广灵剪纸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 石净波

摘 要：广灵剪纸艺术是北派著名的剪纸艺术形式之一，有着独特的民俗印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千百年

农耕文化所形成的艺术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为传统剪纸艺术注入活力，使其从“在库”静态保

护到“线上”动态传承再到“线下”文创转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广灵剪纸艺术非遗的数字化转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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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灵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剪纸三大流派之一，

以生动的构图、传神的表现力、细腻的刀法、考究的用

料与染色、精细的包装制作工艺，独树一帜，被誉为“中

华民间艺术一绝”，在中国剪纸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史料记载，广灵剪纸雏形为窗花，出现于初唐时

期，在明代逐渐形成样式，到清代时风格已经稳定。广

灵剪纸与刺绣相伴而生，早期为花样，后期为窗花。广

灵剪纸多算是民间艺术，剪纸艺人多为民间手艺人，取

材多以寓意美好的图案与民间传说为主，手法多样，作

品体现了传统民间剪纸的艺术魅力和民众的审美情

趣。2009年，广灵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部分申报项目，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广灵剪纸经过长期的发展，已逐渐从一家一户的

家庭作坊式生产转变为规模化经营。山西以剪纸文化

为主的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并成功举办了国际

剪纸艺术节，投资并兴建了全国第一座剪纸艺术博物

馆与全国第一所剪纸职业培训学校，开展了多项剪纸

艺术活动，形成了一大批以剪纸为产业的经济模式，带

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广灵剪纸被列入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广泛普及，5G通信技术成熟

应用，传播媒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手

段的发展，数字产品应运而生，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广灵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仍处于萌

芽与探索阶段，数字化保护仍处于初级阶段，并未开展

数字化保护与归档工作。剪纸商业开发过度，且处于较

低水平，未能对剪纸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文创产品

创新程度较低且同质化严重，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审

美需求。剪纸文化产业的发展形式过于单一，过于关注

剪纸艺术本身，忽略了利用剪纸造型进行的相关影视、

游戏、AR、VR等数字艺术形式的内容创作，数字产品研

发不足。此外，剪纸文化传播手段单一，传播影响范围

有限，传播对象不明确，没有开展网络传播建设，传播

途径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剪纸数字化内容与新媒体

传播结合较少，创新程度较低，传播的广度与深度都略

显不足。

当今社会，数字媒体技术运用广泛，在艺术领域

中，数字媒体技术极大地拓宽了原有艺术形式的边界，

使艺术内容可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艺术传播的范

围更广、影响更深，甚至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例如北

京故宫的文创产品与数字故宫，就是将古老的故宫文

化依托文创产品传播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使民众

接受并喜爱上故宫文化。数字故宫则是以数字媒体技

术打造的一个数字化的故宫博物馆，博物馆不仅具备

陈展功能，还是众多数字产品的体验平台，提供了一个

便捷的了解故宫文化的机会，这样不仅使传统文物得

到了保护，同时依托新媒体与互联网传播手段，突破了

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使大众可以更便捷和更自主地了

解故宫文化。从中不难看出，在整个北京故宫的数字文

创当中，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展示故宫文化，深入挖掘故

宫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树立故宫文化品牌，开

拓新的数字文创产品，这才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数

字化创新。

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存与传播带来了很多优势，首先剪纸作品会受到

时间、温度、湿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多有着极高艺

术价值的剪纸艺术作品一旦损毁就是一笔极大的损

失。博物馆也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和陈展时间限制

等因素的影响，例如近些年来受疫情影响，很多博物馆

被迫暂停营业，然而建立数字化博物馆则能有效解决

以上的诸多问题。数字化博物馆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

因素的制约，将内容进行数字化陈展，例如中国国家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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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就将博物馆的展览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呈现

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方便人们进行欣赏和学习。那

么，广灵剪纸艺术也可以建设一个数字化博物馆，既是

对剪纸艺术的保护，也是对剪纸艺术的有效传播。另

外，还可以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平台，把剪纸艺术更为广

泛地传播出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数字化档

案保护与传承理念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对于

剪纸艺术作品的数字化过程，绝不是简单的采集与保

存，而是在整个数字化过程中对剪纸艺术作品进行标

准化整理的过程。通过对剪纸艺术作品特征进行总结

概括，对相应剪纸造型纹样进行提炼，对其色彩特征进

行总结概括，最后利用计算机进行色彩和造型纹样数

据化、标准化。这样可以对后续的设计开发提供大量的

设计元素，使设计师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进行二次创

作，在文化衍生产品和相关文化视频创作开发中得到相

应的采纳与应用，以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提高其

接受与认可度，形成相应的文化环境，并符合时代特性。

广灵剪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其核心是“人相

习、代相传”的文化内涵，广灵剪纸传承人的魅力与剪

纸艺术作品有着相同的文化价值。剪纸技艺需要更多

的年轻人接受与传承，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保护的重要部分。利用数字技术对具有典型代表性

的剪纸技艺进行拍摄记录，将素材进行整理编辑，通过

对相关的剪纸艺人的采访记录进行保护与传承，将传

统剪纸技艺进行较为完善的保存，而且可以最大化地

将艺人的技艺水平、待人接物、民间传说、传统精神等

因素传承下来。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整理好的视频素材

植入到学校的美德教育当中去，将最具有原生态的剪

纸技艺传授给更多的青年，让青年一代接受传统文化，

更加热爱传统文化。在各项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使得学

生能够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

进而积极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

程中。

近些年，随着 AR、VR 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

展，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传统剪纸艺术当中，提高趣味

性与互动性。将 AR技术运用到广灵剪纸中具有以下 3

点优势。第一，加强参观者的交互式体验感。这种体验

强调将用户放在核心位置上，关注用户在使用产品或

者享受服务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把 AR技术应用于剪纸

艺术中符合当前以用户为中心的市场发展趋势，它可

以实现数字化内容与现实世界的智能交互，给予用户

一种交互式体验感，在感受消费带来快感的同时体会

文化内涵。第二，虚实结合。可以适当将剪纸故事化，将

传统故事利用声光电的元素还原当时所处的环境，利

用 3D 立体参观、民俗文化体验等，给参观者更为真实

的感受，实现现实与虚拟的无缝衔接，进而呈现给用户

全新、真实的感受。第三，注重多种感觉增强效果。利用

AR 技术开发剪纸教学，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剪纸交互，

以增强参观者的体验感。不仅能够充分展现其各自特

点、显著优势，而且对于其保护与传承而言也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商品相应诞生，数字商

品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数字时代特有的艺术特性受到年

轻人的追捧。它成本适中，形式多样，不会受到地域及

时间的限制，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随着数字艺术品

在艺术市场上的地位逐渐提升，数字艺术品拍卖也成

为一个新兴领域。剪纸艺术品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创作

和呈现为数字艺术作品，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拍

卖，买家可以在线上购买和收藏数字艺术品。这种数字

艺术品拍卖减少了传统拍卖中的中间环节，买家和卖

家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大大扩大了剪纸艺术品的市场，

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广阔的机会，同时也为剪纸艺术作

品提供了另一种经济模式。

对广灵剪纸艺术进行数字化建设，主要可以分为

数字化保护建设与数字化传播建设。数字化保护建设

是以数字化采集、数字化档案管理为主，它主要提供了

高效的剪纸保护方案，同时可以将数字剪纸作为数字

资产进行分类管理，为数字化设计提供便捷和高效的

制作素材，使数字资产的价值最大化。数字化传播建设

是以数字平台建设、数字视频内容制作、数字娱乐体验

产品设计制作、数字化衍生产品设计平台为主的综合

传播建设，它集合了展览、宣传、娱乐、衍生产品设计等

多方位系统性的宣传，将线上与线下平台进行整合，将

文化与产品结合，将学习与娱乐相结合，打通各环节的

壁垒，将数字资产最大化利用到展览、宣传、产品、教育

与娱乐体验当中去，使其利用价值最大化，经济收益最

大化，文化价值最大化。将文化与商品、文化与教育、文

化与娱乐进行有效关联，形成一个较大且综合性的文

化体验圈，让更多的群众关注广灵剪纸文化，接受剪纸

文化，喜爱剪纸文化，逐步形成剪纸文化的审美意识。

基金项目院山西传媒学院校级青年基金项目野基于
数字媒体技术下山西广灵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研究冶遥

（作者单位：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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