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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数字技术在皮影戏技术发展中的应

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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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艺术形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变革。皮影戏作为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在数
字时代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实现创新发展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旨在分析数字技术如何助力皮影戏的现代
化转型，包括数字制作、虚拟现实体验、线上互动传播等多个方面，并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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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皮影戏来源及变迁 
皮影戏，又称“灯影戏”或“影子戏”，是中国最古老的戏

剧形式之一，拥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皮影戏起
源于汉代，兴盛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早期的皮影戏
主要用于宫廷娱乐和宗教仪式，后来逐渐流传至民间，成为一
种深受百姓喜爱的娱乐活动。皮影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融
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皮影戏的表演通常由雕刻精美的
皮制人物在幕后操纵，并通过灯光投射到白色幕布上形成影像。
这些皮影人物造型各异，色彩鲜艳，动作灵活，配合着说唱、
器乐演奏等，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视听画面。皮影戏不仅是一
种娱乐形式，更是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反映了古
代社会的生活风貌、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1]。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表演艺术面临着观众减
少、技艺传承困难等问题。近年来，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皮
影戏开始尝试各种创新实践，试图重获新生。随着数字技术的
兴起及其在动画领域的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保护、
表演形式的创新以及传播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数字皮
影动画作为一种将传统皮影艺术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创新形式，
通过数字技术的精确再现，不仅保留了皮影艺术的传统特征，
还进一步强化了其质感与灵动性。此外，数字皮影技术通过三
维建模、动画渲染、虚拟现实等先进手段，创造了更为丰富和
多样的视觉效果，显著提升了其观赏价值和互动体验。数字皮
影动画的运用，使得皮影戏的创作与传播过程更为便捷高效，
为这一古老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
使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皮影艺术，可以使其得到更加全面的发
展。通过建立数据库和数字化档案馆，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与皮
影戏相关的资料，如皮影人物、道具、剧本、音乐记录及演出
录像等。这些资料将根据皮影戏的不同剧种分类，有序整理并
转换为数字格式保存。在此过程中，每份资料都会附带详细的
元数据，以便于后续的使用和检索。 

目前，皮影博物馆的展览形式主要分为静态展示、活态展
示和数字化展示三类。静态展示旨在重现皮影戏的传统风貌；
活态展示则是通过现场表演皮影戏，结合动态表演和静态陈列，
更好地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中国国内已有多家提
供静态和活态展示的皮影博物馆，例如北京龙在天皮影文化博
物馆、北京崔永平皮影艺术博物馆以及中国西安皮影博物馆等。
然而，皮影戏的现场表演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数字化展
示方式正好弥补了这一点。例如，中国美术学院已经启动了基
于网络平台的皮影数字博物馆项目，该“博物馆”能够通过图
文介绍和二维、三维动画等形式对皮影艺术进行全面展示。此
外，环县地区也采用了道青皮影数字化管理系统，用于存储那
些濒临失传的珍贵道情皮影的音频、视频和图谱资料。这样不
仅有助于保护皮影艺术，还能让更多的公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和
欣赏这项传统艺术[3]。 

二、数字技术在皮影戏中的应用 
1、二维技术皮影人偶设计及数字化制作流程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皮影的制作技术不断进步，涉及数字

建模、动画制作及人机交互等多个领域。这些技术不仅促进了
传统手工制作向数字化转型，还增强了皮影戏的艺术表现力和
制作效率。具体来说，数字皮影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二维技术
和三维技术两种。 

1.1 设计草图 
首先，在纸上绘制皮影人偶的设计草图，确立其独特的外

观样式和精致的镂空花纹。这一阶段的目标是确保设计符合传
统皮影的艺术特点，同时融入现代审美。 

1.2 数字化处理 
将 手 绘 草 图 通 过 扫 描 仪 输 入 到 电 脑 中 ， 并 利 用

AdobePhotoshop（简称 PS）软件进行数字化处理。建议先扫描
羊皮或类似材质作为背景纹理，并将其放置于图层底部。将线
稿置于纹理层之上，选择“正片叠底”的图层混合模式，以增
强线条的对比度。利用图形平板和 PS 中的钢笔工具，细致地勾
勒出皮影人偶的每一个细节。为了便于后续的编辑和动画制作，
建议对头部、眼睛、嘴巴、四肢、躯干等各个部位进行独立分
层绘制[4]。 

1.3.上色工作 
在线稿完成后，可适当减少颜色的不透明度（大约 60%），

然后开始上色工作。通过精细调节各层的颜色及透明度，营造
出既生动又具有深度的视觉效果，同时确保保留传统皮影特有
的质感。所有绘制完成后，记得将每个部分以 PNG 格式单独导
出，并命名文件，以便于后续在动画软件中使用。 

1.4 动画制作 
将 PS 中分层绘制的各个关节部位导入专业的二维动画软

件 Moho（也称为 AnimeStudio）。在此软件中，采用先进的骨骼
绑定技术，使皮影人偶能够实现灵活的动作模拟。基于传统皮
影的表现手法，进行初步的动画测试。根据具体的剧本需求，
为主要剧本中主要角色设计包含行走、奔跑、跳跃、骑行、挥
剑等一系列基础动作，作为角色动作库。这一阶段的工作涵盖
了角色绑定、关键帧设定、动画测试以及不断优化等重要步骤，
旨在创造出流畅自然、充满传统韵味的皮影动画成品。 

2、三维技术皮影人偶设计及数字化制作流程 
2.1 三维建模 
设计师会使用如 Blender、Maya 或 3dsMax 等三维建模软件，

根据传统皮影人偶的风格和特点，创建出三维模型。在建模过
程中，设计师会特别注意保留皮影艺术的线条美和镂空效果，
同时确保模型的每个部分都能进行独立的动画控制。 

2.2 材质贴图 
完成基础模型后，设计师会进行材质贴图，为模型添加颜

色和纹理，使其更接近传统皮影的视觉效果。三维皮影人偶的
材质贴图通常需要细致的手工绘制，以确保最终效果的精致和
艺术性。 

2.3 骨骼绑定 
通过骨骼绑定技术，将虚拟的骨骼系统应用到三维模型上，

使得皮影人偶能够进行复杂的动作模拟。确保每个关节部位的
灵活度，以便在动画中实现自然流畅的动作。 

2.4 动画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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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剧本和导演的要求，利用关键帧技术为皮影人偶设计
各种动作。三维动画的优势在于可以创建出更为复杂和逼真的
动作效果，如皮影人偶在虚拟空间中的飞行、旋转等 

2.5.动画渲染 
动画渲染阶段需要对光线、阴影、反射等视觉效果进行精

细调整，以增强三维皮影动画的真实感和观赏性。常用的渲染
引擎包括 V-Ray、Arnold 和 Redshift，这些引擎可以生成高质量
的图像，使皮影动画更具视觉冲击力[5]。 

3.皮影戏与虚拟现实（VR）中的结合设计 
皮影戏，一种古老艺术，正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焕发

新生。这种结合不仅为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开辟新路，还让皮
影戏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人。 

2019 年，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展出的 VR 皮影戏游戏“田
忌赛马”吸引了众多目光。由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开发的这款
游戏，让体验者通过 VR 眼镜沉浸式参与皮影戏故事，提升了
观赏性和趣味性。 

随着 VR 技术的发展，皮影戏与 VR 的结合不断取得新进
展。2024 年，江西钦缘上品文化工作室与江西九天数字有限公
司合作，利用 8K 技术和 4D 影像增强皮影戏表现力，并通过体
感交互系统让参与者直接参与故事演绎。国际上，该技术的应
用也取得了成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体验到中国皮影文化
的魅力。 

三、数字教皮影在教育与文商领域的应用 
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显著拓宽了皮影戏的影响力边界，打

破了地域限制，让这项传统艺术能够面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其
独特魅力，尤其是吸引了年轻群体的关注。这些平台的高互动
性特点，不仅促进了观众与皮影戏艺术家之间的直接沟通，还
鼓励了用户之间的交流分享，极大提升了观众的参与热情和兴
趣水平。例如，西安华清宫皮影艺术团携手快手平台，启动了
名为“光影之间”的专题活动，该活动迅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
反响和年轻人的喜爱。在活动开展的几个月内，相关皮影戏视
频在快手上累计播放次数超过 50 亿次。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社
交媒体在内容传播上的巨大效能，同时也揭示了传统艺术形式
与现代数字传播手段相结合所蕴含的无限可能。通过快手平台
的短视频展示，皮影戏不仅展现了其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还通
过展示制作过程中的细节和幕后故事，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激发了年轻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有效促进了皮
影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数字媒体与教育的融合正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传统艺术
的传承与推广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2018 年初，国家艺术
基金支持的《数字皮影艺术创新与教育》项目正式启动，该项
目将数字皮影引入校园，旨在通过新颖的形式激发孩子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例如，在一次特别活动中，来自北京某小
学的学生们有幸体验了一场数字皮影艺术表演。这场表演不仅
包含了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视觉效果，还有富有
节奏感的音乐伴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该项目以首都师范大
学为主要实施单位，充分利用了京北地区丰富的皮影文化遗产，
结合现代数字技术，创造性地开发了一系列适合青少年学习的
皮影课程。 

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也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邀请皮影戏
大师入校讲学、举办皮影戏文化周等活动，向全校师生全面介
绍南京皮影戏的独特魅力。学校还与当地知名的皮影剧团合作，
在南京市江宁区建立了“南京大学皮影戏传承教育基地”。该基
地定期组织师生前往参观学习，不仅提供了理论知识的学习机
会，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尝试皮
影的制作与表演，加深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认识和理解。通
过这样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
化素养，也为皮影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
新鲜血液。 

数字皮影技术为皮影戏商业化带来新机遇，通过数字平台，
皮影戏可转化为在线视频、互动游戏等商品，拓宽市场并增加
收入。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保护了艺术家权益，促进了公平回报。
艺术家和团体通过品牌化策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讲述文化
故事，增强观众情感联结，提升品牌价值。品牌化策略还助力
皮影戏在旅游和文化产品开发领域的发展。数字皮影技术不仅
保护和传播皮影文化，也为皮影戏商业化提供新思路，有望使
这一古老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持续发展。数字皮影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的接受度和商业可行性。研究数字皮影在
社会中的接受程度、市场需求以及商业模式的探索，有助于推
动数字皮影的发展和持续运营。2019 年 5 月 19 日，在第十五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罗雯婧带着团队
首个文创产品——《数字交互皮影剧》AR 数字“皮影”产品亮
相，后又将《数字交互皮影剧》开发成“皮影盒子”，将皮影
安装、颜色绘制、剧本演绎、科普宣传融汇其中，成为一款故
事性极强的交互文创产品，成为走进幼儿园、社区传承皮影戏
的主打产品。如今，已有数万人次在玩“皮影盒子”中，学习
和接触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数字皮影可以为皮影文化的商业
化提供更多新模式尝试，通过开发与皮影戏相关的手机应用、
游戏、动漫等数字产品，都成为创造新收入来源的可能。 

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皮影戏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正

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重生。本文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数字技
术如何助力皮影戏的现代化转型，包括数字制作、虚拟现实体
验、在线传播及教育推广等方面。通过这些创新应用，皮影戏
不仅保留了其传统的艺术特色，还展现出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表
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其观赏性和互动性，吸引了更多年轻一
代的关注和喜爱。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解决了传统皮影戏面临
的一些实际问题，如技艺传承难、观众群体萎缩等，还为其开
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传播，
皮影戏能够突破地理限制，触及全球观众；数字皮影动画和虚
拟现实体验则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增强了皮
影艺术的吸引力；而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则为皮影戏的传承培
养了更多潜在的继承者和爱好者。数字皮影发展面临平衡传统
与创新、保证内容质量、提升社会认知度等挑战。期待未来研
究和实践能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和内容创新，
使数字皮影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焕发新生命力，传播
中华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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