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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于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数字时

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强，生产方式和审美观念的转变，导致许多民间艺术家的技艺濒临

失传，民间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广度受到限制。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民间美术设计的“活化”传承困

境，分析其原因包括市场需求变化、文化价值稀释以及传承手段的不足等。同时，基于数字技术的迅速

发展，提出相应的破解策略。具体而言，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传统艺术进行记录与再创作，促进民间美术

与现代设计结合，提升其影响力。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旨在为中国民间美术设计的“活化”传承提供新

的思路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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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ar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43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43
https://www.hanspub.org/


黄依芸 
 

 

DOI: 10.12677/design.2024.95543 140 设计 
 

design faces gre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ue to the fast speed, wide range and strong inter-
ac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and 
aesthetic concept has led to the loss of the skills of many folk artists, and the influence and spread 
of folk art works have been limite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ilemma of “activation” inher-
itance of Chinese folk art design, and analyze the reasons including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di-
lution of cultural value and insufficient means of inheritance.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corresponding cracking strategy is proposed. Specifically, 
traditional art is recorded and recreated through digital means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folk 
art and modern design and enhance its influenc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se problems aims to pro-
vide new ideas and practice paths for the “activation” inheritance of Chinese folk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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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传统民间美术作为国家文化的宝贵遗产，历经千年仍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承载着丰富的

民俗、信仰、历史和地域文化。它涵盖了绘画、雕塑、剪纸、刺绣、陶瓷等多种形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和民族风情。这些美术形式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是民族智慧和审美情趣的体现。赵明

楠在其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民间美术保护传承创新的得与失》中对比了民间美术的历史与现状，

提出创新是保护和传承民间美术的手段。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民间美术设计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融合创新的实践方面，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他们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民间美术的造型规律、色彩搭配和装饰手法，

将其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设计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化传承、艺

术创新和市场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赵栗在其论文《中国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

创新应用分析》中针对中国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创新应用进行研究，分析了如何在现代艺术设

计中融入民间美术元素。潘鲁生和赵屹在《现代设计语境下的中国民间美术创新》一文中提出，将传统

民间美术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能够创造出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设计作品。他们强调，设计师应

当深入挖掘民间艺术的内涵，通过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使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晁洪娜则在其

研究《民间美术在数字媒体艺术中的应用》中强调，数字媒体艺术为民间美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平台，促

进了传统艺术形式的创新与传播。她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如何利用数字动画、互动装置等新媒体形式，

让民间美术以更加生动和互动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从而拓宽了民间美术的受众群体和影响力。这些论文

综述了数字时代对中国民间美术设计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保护传统的同时进行创新，它们不仅为学术界

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也为实践者指明了方向。 
尽管前人在中国民间美术与现代化艺术设计融合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面临一些挑战。近年来，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文化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连接地方文化和传统技艺的纽带逐渐被削弱，

传统民间美术在现代生活中缺乏生存空间。闫小荣和姜凤斌在《也谈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分

析了中国民间美术自身的特点及传统，指出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遭遇困境，分析了发展方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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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斌在其论文《中国民间美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中提出我国民间美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诸多困境，

需要协调好民间美术产权与衍生作品产权的矛盾。肖虹飞在其研究《试析新时代文化建设语境下艺术管

理的发展路径》中强调当前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语境下艺术管理领域面临“瓶颈”，并探讨了艺术管理健

康良性发展的主要途径。虽然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许多传统艺

术家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持与培训，无法有效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创作与推广，这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的潜

力，探讨创新性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2. 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传承困境 

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随着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浪潮，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这些传统艺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传承困境[1]。 

2.1. 技艺作品传承问题 

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技艺传承的断层问题。技

艺传承断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最初，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传承过程大多依赖于师徒传授或家族

内部的口耳相传。这种传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生活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瓦解使得这种传统的传承链条难以

为继，从而导致技艺与作品的保存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年轻一代对传统艺

术设计的兴趣逐渐减退，愿意投身于长时间、辛勤的传统技艺学习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 
然后，经济因素也是导致技艺传承断层的重要原因。传统民间美术的设计和制作通常需要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但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这些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往往得不到合理的体现。艺术家和

工匠面临的生存压力使得他们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和传承中，甚至不得不放弃传统技艺，转而

寻求其他生计方式，而对已经制作完成的作品的保存也不再重视，使得大量好而精的作品在缺乏维护下

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此外，文化认同感的弱化也是技艺传承断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西

方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一些传统艺术形式被视为过时或落伍，缺

乏足够的社会认可和支持，这种文化认同感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技艺的传承困难。 

2.2. 传统文化价值稀释 

传统文化价值的稀释问题已存在较长的时间，以往传统文化价值虽受到各方影响，相较于如今还是

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当下的“新”与“旧”的张力影响到了传统艺术形式的存续，也对艺术

传承人的培养和文化认同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如今时代大多数人被所谓主流的“物化”价值观念所影响，认为一切价值往往被量化为经济

价值。而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中除市场价值外的文化价值、理念价值往往难以用“物化”观念所衡量。

这导致了传统艺术设计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化，许多传统技艺因主流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其内

在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被大幅度稀释。 
任何时代都会存在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情况，但以往任何时期的三代“代沟”都没有当下如此巨

大。因着各方面因素，青年一代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

化使得传统文化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中青年的需求，他们或许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尊重的态度，但实际参

与和体验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进而导致传统文化仅活跃在中老一代，出现了所谓的“年龄壁垒”，这种

情况进一步导致了传统文化在代与代的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以年龄为指标的阶梯型价值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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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文化同质化现象的出现也是导致传统文化价值稀释的重要因素。历朝历代代代相传的文化中，

始终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多数传统文化影响也仅仅会发生在传统文化内部，可是多元化多视觉的

新时代，不单单诸多新型媒介大量涌入本土，也使得附着于媒介之上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

对本土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在内部影响并未消失，外部影响不断出现的时候，双重因素的冲击和同化

使得本土的传统文化受到挤压，其独特性和多样性受到侵蚀，文化价值遭到稀释。 

2.3. 市场化压力 

市场化压力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传承产生了必然的影响。一开始的市场化压力导致了许多传

统技艺的流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那些不具备商业竞争力的传统技艺往往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传

统民间美术的设计和制作往往需要复杂的手工技巧和长度时间的投入，随着老一辈艺人的减少，若无有

效的传承机制，在市场较为规范的机制和快速消费文化的推动下，这些艺术形式难以与大规模生产的商

品竞争。 
其次商业化导致的文化“模板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一些民间

美术设计作品开始模仿市场上流行的风格和元素，逐渐失去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趋同现象不仅冲淡

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多样性，也影响了公众对这些艺术形式的认同和欣赏。 
最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民间美术设计的重新定位同样值得。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一部分民间美术设

计可以融入现代商业体系，实现了关注提升了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方面。例如，一些地区的民间

工艺品设计通过品牌化、故事化的营销策略，成功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从而为传统艺术设计的传承开

辟了新的路径。而现今适合品牌化的传统文艺还是少数，再加上传统传承人对商品化、品牌化的否认，

双方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使得较正面的市场化进程表现也存在各方的压力和组织，还需要适当的策略引

导，才能使得市场化压力转化为传统民间艺术设计发展的动力。 

3. 数字技术在“活化”传承中的应用与策略 

解决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传承中的诸多问题迫在眉睫，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禁让人思考

如何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进行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也成为了学术和技术领域关注的热点。在深

入探讨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现况的基础上，提出在数字技术“活化”传承的三个主要的应用与策略：

通过建立数字化档案库，保存和展示传统民间美术设计作品和技艺过程，再结合数字平台进行传统艺术

教育和技艺传播，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在以上取得相应成效的基础上，便于更好的处理传统文化和民

间传统人思想观念与当今技术思潮的张力问题，以一种柔和的方式将传统结合现代数字技术，创新传统

民间美术设计形式，拓展其表现力和影响力。 

3.1. 数字技术的合理运用及数字档案建设 

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对于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活化”传承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们要打开先进技术

走进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大门，我们要让先进技术对我们的传统艺术设计进行服务，敦煌莫高窟的数字

化设计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高精度的数字扫描技术，将壁画、雕塑等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

同时利用 VR 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参观体验，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传播的效率和影响力。有这成功的

案例我们可以把散落在各地的民间艺术传承基地改成数字技术试验点，把已经成功的案例在各地民间艺

术传承点进行宣传讲解，使得各个传承点通过数字化技术，如 3D 扫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传统艺

术设计作品可以被高质量地复制和保存，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得传统民间艺术设计跟上时代多元化的潮

流，另一方面使得这些文化遗产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更广泛地传播和认识。 
在数字保存的基础上，数字档案建设是传统民间美术设计“活化”传承的核心环节。在思想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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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极度重视民间艺术的数字建档，数字档案不仅包括对传统艺术设计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更重要的

是对这些作品背后的文化、历史、工艺等多维度信息的整理和记录。这种全面的数字档案建设不仅有助

于保护和传承传统艺术设计，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例如，对于剪纸设计、泥塑设计、刺

绣设计等民间艺术设计，通过建立详细的数字档案，记录它们的制作工艺、流传历程、地域特色等信息，

可以有效地支持这些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这样即便在如今遇到的诸多困境下，如：

缺少传承人等，各方民间艺术设计也不至于沦落到无人问津直至失传的境地。可以说，数字技术为中国

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保护和“活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实践策略上，首先要加强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数字化技术与民间艺术设计的深度融合。同时，

需要建立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包括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以及社会组织等，共同推进数字档案建设项

目。此外，还应注重公众参与和教育，通过线上展览、互动体验等形式，提高公众对传统民间美术设计

的认知和兴趣，坚定了社会各年龄阶段的人们的传统文化价值，也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在这样

一个氛围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将会以越来越生动活泼的形态出现，继续传承

和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中坚力量。 

3.2. 在线教育平台 

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在线教育平台现已有不少，但部分缺少数字档案的支撑，在数字建档后的民间

艺术设计，可以更好的为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教育与传承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方法。在线教育平台，从

以往单一的民间艺术设计的传播方式转变为了多视角多维度的路径进行传播，例如，在江苏中小学课堂

中，已经通过在线平台，学生不仅可以观看高清的传统艺术设计作品展示，还可以通过互动教学模块深

入了解艺术设计作品的历史背景、工艺制作等知识。通过视频、互动模拟、虚拟现实等多媒体形式，可

以突破时空限制，便于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民间艺术设计。老师在如此便捷的平台上，还可以构建系统的

教学内容体系。包括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历史发展、特色艺术门类与作品、艺术价值与审美特征等多方

面内容，由浅入深形成、系统完整的课程体系。同时，要注重课程的交互性和体验性，利用数字技术创

造仿真操作、场景再现等教学阶段，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3]。新科技融入难免会出现很多问题，对

此在建设加强师资力量和学习社区的建设也是在线教育平台成功实施的关键。邀请民间艺术设计的资深

艺术家、学者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保证教学内容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同时，建立线上学习社区，鼓励

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传统艺术设计的传播与交流。 
不单单是学生群体，在线教育平台在促进传统民间艺术师徒制作传承方面也开创了独特的优势。通

过建立在线社区，平台能够连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大师和学习者，使得师徒之间的交流和传承不

再受到断层的限制。这种线上师徒制不仅有利于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递，还能够激发更多传统年轻人对

民间艺术设计的兴趣和热爱。再者，在线教育平台为提高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也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策划和推广关于传统艺术设计的线上活动，如在线展览、比赛和讲座等，平台能

够吸引大众让更广泛的群众关注和参与传统艺术设计的学习和保护。这些不仅增加了民间艺术设计的社

会可见度，也有助于唤起公众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也大大打破了传统艺术设计在传承

中所谓“年龄壁垒”的问题。 
数字建档与在线教育平台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设计“活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有

效的应用与策略实施，有望进一步推动传统艺术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3.3. 数字艺术创新 

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设计通过数字技术的“活化”传承中，“活化”即是创新，要实现了其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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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创新和再生。这种传承不仅仅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保护和保存，更重要的是，它借助现代数字技

术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数字技术推动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创新实践。有部分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民间艺术家

们积极接触数字科技，他们在保护和尊重传统艺术的原则基础上积极实施，探索和利用数字技术的可能

性，逐渐尝试将数字艺术技术与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传统韵味又兼具现代感的作品。例如，通

过数字动画技术再现传统的皮影戏故事，让艺术设计的创作和体验过程更加多元和互动。或者用数字绘

画技术重新再现古典山水画。这些创新不仅为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拓展了其表达的边界和可

能性。 
数字技术带来的“活”，在意味创新的同时，也代表了灵活，何谓灵活？如何灵活？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考虑到各个地区各个民间传统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的异同，不同的艺术需要不同的数字科技对其

进行辅助，如：传统音乐更需要注重视听结合的形式进行、书画作品更注重艺术氛围的表达等等，不同

的艺术方式侧重点有所不同，所需要的科技也会不同，可见数字科技能较为全面的覆盖众多传统的艺术

形式，可见其功能之完善，媒介之丰富。除此以外，同为一种的艺术形式，如今科技也可以用不同的形

式来表达来迎合创作者的需要，这样的灵活功能对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无限可能。其二，

灵活体现在建立数字艺术市场和在线平台，促进传统民间艺术设计作品的数字化销售和传播[4]。这不仅

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容易地收藏和欣赏这些作品。通过区块链技术，

还可以保证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增强数字艺术市场的信任度。 

4. 数字技术在“活化”传承中的总结与未来 

数字时代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活化”传承困境实则相互促进。在中国传

统民间美术设计所处的环境下，数字技术在促进中国传统民族艺术设计“活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为传统艺术设计的保护、传播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还为传统艺术设计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是实现传统文化活力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桥梁。可以说中国传统民间美术

设计的困境正在被数字时代下的科技逐渐清除。 
而除此之外，在如今 21 世纪的信息化时代下，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中国传统民间美术

设计的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播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

富的国家，如何有效地保存和传承那些可能逐渐消失的传统民间艺术设计，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因此敦促数字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让人们理性思考如何合理使用数字信息工具[5]。从实践中，发现数

字技术的利用，不仅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的

空间。 
这仅仅是困境被逐一破解的开始，民间传统美术设计的问题体现在内部也存在外部，内部的较为传

统的传承方式、较为封闭的市场模式，外部处在相较于不稳定的环境，遭受着来自新时代多元化文化的

冲击，久而久之出现的文化以至年龄的断层。此类困境固然“僵化”如同大山一般，而“活化”的方式

利用数字时代科学技术的众多媒介，需要多方的合作合理的使用，使得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设计的“活化”

传承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中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赋予其新时代的生命力。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各地区进一步加大对传统民间艺术设计保护和传承的投入，利用

数字技术开展创新性保护和传播。未来也有望实现对传统民间艺术更深层次的数字化解析和创新性再造。

进而向下传导提高公众对传统民间艺术设计的认识和参与，通过教育普及和文化体验活动，激发人们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打破较为顽固困境中的各项“壁垒”，让其在传统民间艺术设计传承与发展中

的作用将会更加显著，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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