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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润疆”背景下伊犁州少数民族 

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路径研究
曹长波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无锡　214151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文化润疆”政策深入实施背景下，伊犁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字化保护路径。

文章分析当前伊犁州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借鉴国内外数字化保护的成功经验，重点研究构建多模态数字资源库、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活态展示、创新新媒体传播方式以及融入数字文旅产业等关键路径。研究旨在为提升伊犁州少数民

族非遗保护水平、促进其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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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润疆”战略强调以文化交融促进新疆社会稳定

和民族团结，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作为民族记忆和认同

的载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非遗数

字化已成为全球趋势，有助于资源保存、研究与传播。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多民族共居，非遗资源丰富，对维护民族文化

多样性意义重大。然而，伊犁州非遗数字化保护仍处于起步

阶段，面临技术、人才、资金和机制等挑战。

1 伊犁州少数民族非遗资源现状及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

1.1 伊犁州少数民族非遗资源现状与保护挑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作为新疆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

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全州现有国家级非遗

项目十余项，包括维吾尔族麦西热甫、哈萨克族阿依特斯、

锡伯族传统刺绣、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史诗等，涵盖民间音乐、

舞蹈、技艺、民俗和说唱等类别，表现出民族与地域高度重

叠的分布特征。这些非遗资源不仅承载着各民族历史记忆与

文化认同，还在促进社会融合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近年来，伊犁州逐步建立了传承人认定、抢救性记录、

项目申报与传习场所建设为一体的保护体系，通过节庆活动

和培训提升社会影响力与民族认同。然而传统保护方式主要

依赖口传心授和实物存档，受限于人才、经费及技术，资料

分散、传播形式单一，难以满足新时代对非遗活态传承和创

新发展的需求。

1.2 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与战略价值

在传承人老龄化、青少年参与不足、技艺濒临失传以

及资料管理和传播方式局限等多重压力下，非遗数字化保护

已成为亟需突破的方向。数字化能够实现多模态资料采集与

系统数据库建设，提高信息整合与利用效率，支持在线展示、

远程互动及虚拟体验，有效扩大非遗影响力，激发青年群体

的兴趣和参与热情。通过数字化推动非遗与文旅、文创产业

深度融合，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也有利于落实“文化

润疆”战略。

2 国内外非遗数字化保护经验借鉴

2.1 国内外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经验与实践

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推动非遗数字化保护

工作，强调利用现代技术提升非遗可及性和可见性。多国建

立了国家级非遗数字档案库，采用统一数据标准对非遗项目

进行多模态采集与存储，并建设面向公众的在线互动平台。

部分国家探索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技术应用，为

公众提供沉浸式非遗体验，打破时空限制。国内方面，中国

推出”国家文化数字资源库”等重大工程，鼓励各地建设区

域性或专题性非遗数据库。许多省市在非遗普查基础上建立

详细的数字名录，系统记录传承人信息与项目资料。一些机

构和高校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对传统技艺进行建模，实现精确

记录和模拟展示。同时，国内非遗项目积极拥抱短视频、直

播等新媒体形式进行传播，有效拓宽了社会影响力。

2.2 经验启示与本土化应用方向

国内外经验为伊犁州少数民族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了

关键启示。首先，构建权威、统一的多模态非遗数字资源库

是基础工作，需要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数据标准和采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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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实现系统化管理。其次，应积极探索适合伊犁非遗特点

的现代技术应用，如 VR/AR 技术用于民俗活动和表演艺术

的呈现，三维扫描用于传统手工艺的精确记录。再次，必须

重视新媒体平台的创新运用，开发适合年轻受众的传播内容

和互动方式，增强非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最后，应借鉴国

内外在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的有效机

制，为数字化保护提供长效保障。

3 “文化润疆”背景下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机遇与挑战

3.1 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

在“文化润疆”战略的推动下，伊犁州少数民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中央及

地方政府持续加大对非遗保护和数字文化建设的政策支持

和资金投入，为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提供坚

实保障。《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等政策文件明确

强调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整理与传播，提升非遗

保护的顶层设计和协作水平。同时，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以

及数字文旅、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非遗呈现、互

动体验和产业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云计算、大数据、三

维建模、虚拟现实等创新技术，使非遗资源能够实现多维度

数字展示，突破时空限制，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融合新

业态，推动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同进步。

3.2 数字化保护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机遇显著，伊犁州非遗数字化保护仍面临多项实

际挑战。首要问题是技术水平和专业人才储备相对滞后，高

质量的数字采集、加工与管理能力亟待提升。其次，非遗资

料分散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缺乏统一标准和共享平台，导致

存量资源碎片化、数据开放利用程度偏低。数字化保护还涉

及知识产权归属、信息安全、民族文化敏感性等多方面政策

法律问题，需要完善制度设计与规范管理。此外，部分少数

民族群众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度和参与积极性不高，影响了非

遗的活态传承和数字化成果的社会效益。破解这些瓶颈，是

推进伊犁州非遗数字化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4 伊犁州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路径构建

4.1 构建多模态数字资源库

多模态数字资源库是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基础工程。应

针对伊犁州不同民族非遗项目的特点，制定统一的数字化采

集标准和规范，涵盖高清影像、音频记录、文字资料、三维

模型、全景图片等多种数据类型。例如，对于歌舞、戏曲类

非遗，侧重过程记录和表演细节；对于传统技艺，强调步骤

分解与关键操作特写；对于民俗活动，注重场景氛围与参与

者互动。建立集中化、智能化的存储管理系统，实现资源的

长期保存、便捷检索与分级共享。尤其要关注多语言、多民

族文字信息的准确录入和呈现，体现伊犁多民族文化的丰富

性 [1]。

4.2 创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积极引入和应用先进数字技术是非遗活态传承与展示

的关键。可利用三维扫描和建模技术对非遗实物或技艺流程

进行精细复刻，为研究和教学提供精确数据。运用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技术，开发沉浸式非遗体验产品，

让公众“穿越”到传统场景中感受非遗魅力，或通过 AR 叠加

实现非遗元素在现实环境中的呈现。探索人工智能（AI）在非

遗语音识别、图像分析、知识图谱构建中的应用，辅助非遗内

容的智能化管理与个性化推荐。这些技术应用有助于突破非遗

展示的传统物理空间限制，增强非遗的互动性和吸引力。

4.3 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创新非遗传播方式是扩大影响力的

重要手段。应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

和短视频平台，策划制作符合网络传播特点的非遗内容，如

非遗故事、传承人访谈、技艺展示短片等。鼓励非遗传承人

及相关机构开设官方账号，与网民互动，增加非遗的社会关

注度。探索数字讲述（Digital Storytelling）模式，运用多媒

体手段讲述非遗的生动故事，增强情感连接。推动非遗与流

行文化元素的融合，打造具有市场潜力的数字文化 IP，吸

引更多年轻群体。

4.4 推动数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将数字化非遗资源融入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是实现

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可基于非遗数字资源开发智慧

旅游导览系统，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非遗体验路线和信息服

务。设计和生产具有非遗元素的数字化文创产品，如非遗主

题的数字艺术品、互动游戏、虚拟纪念品等。探索线上线下

融合的非遗消费模式，如非遗体验工坊的线上预约与推广。

通过数字技术搭建非遗产品展示销售平台，拓宽非遗相关产

业的市场空间，促进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和价值转化。

5 伊犁州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实施保障机制

5.1 政策制度保障

完善的政策制度是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根本保障。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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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应在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框架下，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

《伊犁州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保

护目标、工作流程、责任主体和评估标准。建立跨部门协调

机制，整合文化和旅游、科技、教育、民族事务等部门资源，

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平衡非遗数

字资源开放共享与权益保护的关系，为数字化保护创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 [1]。

5.2 资金与资源整合机制

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是数字化保护的物质基础。应设

立伊犁州非遗数字化保护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对重点

项目给予持续支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鼓励国有

企业、民营资本与社会组织参与投资，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协同的资金保障体系。推动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整合高校、

文化机构、科研单位的技术设备和场地设施，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此外，可探索设立非遗数字化保护基金会，拓宽筹资

渠道，支持长期性、探索性的研究与应用项目。

5.3 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人才是数字化保护的核心要素。针对当前专业人才短

缺的现状，伊犁州应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

与高校合作开展非遗保护与数字技术结合的专业教育，培养

既懂非遗又精通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对

文化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的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其适应现代

传播环境的能力。通过引进高端人才与本地人才培养相结合

的方式，构建专业、稳定的人才队伍。重点关注少数民族人

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优秀青年参与到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

中来。

5.4 技术标准与评估机制

科学规范的技术标准是保证数字化质量的关键。应建

立统一的非遗数字化资源采集、加工、存储和共享标准，制

定符合伊犁州民族文化特点的元数据规范，确保数据的一致

性和可互操作性。构建项目质量评估体系，对数字化成果进

行定期检验和评价，保证数字资源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

性。建立数字化保护项目动态监测机制，及时发现问题，优

化工作流程，持续提升保护水平。

5.5 社会参与与合作机制

广泛的社会参与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保障。应建立

政府、学校、社区、企业和民间组织多方协同的合作机制，

鼓励各类主体参与非遗数字化保护。开展”互联网 + 非遗”

公众参与计划，通过众包方式收集民间非遗资料，扩大资源

来源。推动建立区域性非遗数字联盟，加强伊犁与国内外相

关机构的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经验，共享优质资源，提升数

字化保护的整体水平。

6 结论

在“文化润疆”战略指导下，伊犁州少数民族非遗项

目的数字化保护具备良好的政策、技术和社会基础。通过系

统梳理资源现状、借鉴国内外经验、明确机遇与挑战，研究

提出了多层次、协同推进的数字化保护路径，并构建了完善

的实施保障机制。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非遗保护的效

率与广度，也为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繁荣注

入新动力。未来，应持续优化政策环境与人才培养，强化技

术创新，推动非遗与文旅等产业融合，切实实现伊犁州少数

民族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新疆其他地区非遗

数字化保护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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