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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活态史诗《格萨尔》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成式AI赋能其创新传播的路径与优化策略。首先分析《格

萨尔》在传承与传播中面临的困境，包括传承人老龄化、传播渠道局限及受众接受困境等。接着阐述GenAI
赋能的具体路径，如多模态文本生成、智能翻译创新和虚拟对话系统。同时，探讨GenAI赋能的局限性，

如内容真实性、认知局限与伦理质疑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优化策略，包括建立质量把控体系、提升专业

素养与协作水平、完善伦理与法律规范以及拓展创新传播策略。本文旨在为《格萨尔》的传承与发展提

供新思路，推动其在数字时代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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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iving epic Gesar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explores the pathways and optimi-
zation strategies for its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enabled by GenAI. It firs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Gesar in its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the aging of inheritors, limit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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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 channels, and difficulties in audience acceptance. It then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ath-
ways of GenAI empowerment, such as multimodal text generation, innovative intelligent translation, 
and virtual dialogue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it examines the limitations of GenAI empowerment, 
such as issues related to content authenticity,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ethical concerns. Further op-
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quality control systems, enhancing profes-
sional competence and collaboration, improving ethical and legal standards, and expanding innova-
tive dissemina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of Gesar, promoting its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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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世界最长活态史诗，《格萨尔》的传承与传播面临传承主体老龄化、传播渠道单一化及受众文

化疏离等现实困境。本文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技术对史诗创新传播的赋能路径与潜在风险，探讨

其突破传统口传心授模式的时空限制、激活年轻群体文化认同的实践价值。通过多模态文本生成、智能

翻译及虚拟对话系统，生成式 AI 可推动史诗内容跨媒介创新、消解跨文化语言障碍、增强受众互动体验，

但其生成内容的真实性、文化阐释偏差及伦理争议亦需警惕。通过数据质量优化、跨领域协作、伦理规

范制定等策略，平衡技术创新与文化尊重，最终实现《格萨尔》的活态传承与全球化传播。本文为数字

时代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强调技术赋能需以文化本体保护为核心，探索人机

协作的可持续路径。 

2. 活态史诗《格萨尔》传承与传播困境 

2.1. 传承主体困境 

2.1.1. 传承人老龄化与后继者断层 
《格萨尔》的活态性高度依赖“人”的承载，但当前国家级传承人平均年龄逾 65 岁，青年传承者不

足总人数的 10%，代际断层危机凸显。传统培养模式要求学徒通过长期随师游历掌握史诗吟诵、即兴创

作等技艺，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年轻群体因生计压力、文化认同弱化而缺乏学习动力。尽管政府通过非

遗名录认定、补助政策加以扶持，但机械化的“认证式传承”难以复刻口传史诗的动态创造性，导致传

承链条出现“人亡艺绝”的风险。 

2.1.2. 口传心授模式的时空局限性 
《格萨尔》千年来依赖“口耳相传”的传播机制，其优势在于即兴演述的鲜活性与师徒互动的情感

联结，但这一模式受制于物理时空边界。一方面，传承人集中于藏区牧业村落，地理隔离使跨区域传播

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史诗完整演述需连续数十小时，快节奏社会中受众难以维持深度参与[1]。更严峻

的是，口传内容的动态流变性导致标准化保存困难，不同艺人的版本差异可能随传承人离世而永久消失。

此双重困境表明，单纯依赖传统传承体系已无法应对数字时代的文化存续挑战，亟需通过技术创新突破

“人–时–空”的三重枷锁，而这正是生成式 AI 的赋能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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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播渠道局限 

2.2.1. 传统媒介受众老龄化 
当前《格萨尔》的传播仍高度依赖出版书籍、纪录片、广播节目等传统媒介形式。这类媒介的受众

群体以中老年为主，年轻一代参与度显著不足。传统媒介单向传播的特性与当代年轻人碎片化、交互式

的信息消费习惯形成矛盾[2]。纸质史诗译本因语言晦涩、篇幅冗长，难以吸引数字原住民；广播节目因

缺乏视觉化叙事，在短视频时代更显竞争力不足。这种媒介与受众的错位导致《格萨尔》的文化传承陷

入“文化记忆代际递减”的恶性循环。 

2.2.2. 数字传播内容同质化 
尽管近年来《格萨尔》已尝试向新媒体平台迁移，但其内容呈现高度同质化倾向。短视频平台中，

《格萨尔》相关内容为重复性史诗片段朗诵或传统服饰展演，缺乏对史诗精神内核的创新诠释。算法推

荐机制加剧了这一现象，导致用户被动接受同质内容，形成“文化信息茧房”。此外，数字传播过度依赖

视觉奇观，导致史诗叙事深度被消解，难以触发文化认同。 

2.3. 受众接受困境 

2.3.1. 年轻群体文化疏离 
数字时代背景下，年轻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呈现碎片化与娱乐化并存特征，与《格萨尔》史诗的传

统口述传播模式形成结构性冲突[3]。代际文化断层进一步加剧传播困境：年轻群体对藏族游牧文化语境

的陌生感，使其难以共情史诗中的英雄叙事与生态价值观，而传统传播者又缺乏对青年亚文化符号(如二

次元、赛博朋克)的转化能力，导致文化认同链条断裂。 

2.3.2. 跨文化传播语言障碍 
作为以藏语为载体的活态史诗，《格萨尔》在全球化传播中面临严重的语言壁垒。现有翻译多集中

于文本直译，忽视其口头表演的韵律性、即兴性及文化意象的深层隐喻。此外，非藏语受众因缺乏对藏

族历史、宗教的认知框架，难以解码史诗中的叙事逻辑。当前多语种传播内容仅覆盖基础情节介绍，未

能构建文化阐释的“中间层”(如背景知识图谱、互动注释系统)，导致国际传播停留于表面，无法实现价

值共鸣。 

3. 生成式 AI 赋能活态史诗创新传播的具体路径 

3.1. 多模态文本生成与内容创新 

《格萨尔》创新传播进程中，GenAI 在多模态文本生成与内容创新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应用价值。多

模态意味着突破单一文字形式，涵盖图像、视频等多元表达方式[4]，生成式 AI 通过对史诗文本的深度学

习，可精准捕捉文本中的关键意象、场景描述，并将其转化为对应的图像与视频内容，让史诗内容以更

为直观、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受众，有效打破传统文字传播的局限性。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生成模式巧妙地平衡了标准化生成内容与艺人即兴创作空间之间的关系。

它在保证生成内容遵循史诗传统规范的同时，为艺人保留了即兴发挥、个性化演绎的空间，成功化解了

标准化与活态性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有力推动了《格萨尔》活态传承的数字化创新发展。 

3.2. 智能翻译创新 

智能翻译技术为《格萨尔》跨文化传播提供全新路径。其不仅能够突破传统翻译的局限性，还能为

史诗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可能性。通过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式 AI 能够精准捕捉史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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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文化内涵、语言风格以及叙事逻辑，从而生成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语言表达习惯的翻译内容。 
首先，生成式 AI 的智能翻译技术能够有效解决《格萨尔》史诗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障碍问题。史

诗中蕴含的大量文化特定词汇、隐喻和象征意义往往难以通过传统翻译手段准确传达[5]。GenAI 通过对

史诗文本的深度学习和语境分析，能够识别并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生成更具文化适应性的翻译版本。

对于史诗中常见的“神山圣湖”等意象，GenAI 可以通过多语言语料库的比对与分析，选择最贴近目标

文化认知的表达方式，从而降低跨文化受众的理解难度。 
其次，它还能够与多模态内容生成相结合，进一步提升翻译内容的传播效果。在生成史诗的翻译文

本时，GenAI 可以同步生成与之配套的图像、音频或视频内容，帮助受众更直观地理解史诗中的场景与

情节。这种多模态的翻译形式不仅能够增强受众的沉浸感，还能有效解决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语义模糊问

题。最终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受众皆可收到深厚的情感共鸣，最终达到文化认同。 

3.3. 虚拟对话系统 

虚拟对话系统可有效解决《格萨尔》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隔阂问题。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
强大语言生成能力，虚拟对话系统能够实时生成自然流畅的对话内容，为不同语言背景的受众提供个性

化的互动体验。这种系统可通过对话形式解释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增强受众对《格萨尔》文化的理解

和接受。 
同时，虚拟对话系统的设计符合现代对话系统的研究趋势，特别是在多模态交互和开放域对话方面。

多模态交互技术将文本、语音和图像等多种媒介结合，为受众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和更直观的体验。而开

放域对话系统则能够处理更广泛的话题和情境，使对话内容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6]。此外，此系统还能

够通过用户模拟器和对话状态跟踪技术，优化对话质量和用户体验，大大增强《格萨尔》在文化传播中

的互动性和教育功能。 

4. 生成式 AI 赋能活态史诗的局限性 

4.1. 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文化尊重 

4.1.1. 内容准确性方面 
在文化语境理解层面，活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千年传承，承载着特定民族的历史记忆、宗教信仰、

民俗风情等多元文化要素。生成式 AI 基于大量数据进行训练，然而数据的碎片化以及模型自身缺乏对文

化语境的深度感知能力，使其难以精准把握史诗中的细微文化差异[7]。《格萨尔》中对英雄人物的刻画，

不仅是外貌与行为的描述，更蕴含着民族对于英雄品质的独特定义与价值判断，这种文化内涵的传递需

要对史诗背后的文化土壤有深刻理解。GenAI 在生成相关内容时，可能因对文化语境把握不准，将英雄

形象扁平化、通俗化，无法传递出史诗所蕴含的那种崇高且独特的英雄主义精神，削弱了史诗传播的文

化价值与艺术感染力，影响受众对活态史诗深层次内涵的理解与感悟。 
在史诗情节还原上，《格萨尔》史诗故事线复杂，不同地区的传承版本在情节细节上存在差异，这

些差异往往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生成式 AI 在处理这些情节时，由于缺乏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

精准识别能力，可能会混淆或错误解读情节元素。在某些版本中，格萨尔王与特定部落的战争起因与当

地的宗教信仰冲突相关，若 GenAI 不能准确理解这一文化关联，在生成情节描述时，可能会简化或错误

表述战争原因，使得史诗故事的完整性和文化特异性受损，无法真实呈现活态史诗丰富的情节层次与文

化内涵，进而影响传播效果的准确性与深度。 

4.1.2. 信息失真风险 
AI 模型在生成内容时极易出现幻觉问题。在《格萨尔》传播过程中，当 AI 生成关于格萨尔王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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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的描述时，可能会因模型算法的随机性，虚构出一些不存在的战争场景、武器装备或人物对话。这

些看似合理却毫无根据的信息，会使受众接收到错误的史诗内容。对于不熟悉《格萨尔》原典的受众而

言，可能会将这些虚假信息当作真实的史诗情节，从而形成错误认知，破坏了活态史诗在传播过程中的

真实性与权威性。 
信息失真还可能引发文化误导。《格萨尔》作为藏族文化的瑰宝，其中的文化元素具有特定的文化

意义与规范。若 GenAI 生成的内容中对这些文化元素的呈现出现偏差，不仅会误导受众对藏族文化的认

知，还可能引发文化误解与冲突。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中，这种信息失真可能会使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

对藏族文化产生片面甚至错误的印象，严重损害活态史诗的文化传播价值，阻碍不同文化间的正确交流

与理解。 

4.2. 认知局限与阐释偏差 

生成式 AI 在处理史诗中复杂的隐喻符号，如动物图腾、数字象征等元素时，面临着认知局限的严峻

挑战。生成式 AI 解读能力高度依赖训练数据中文化表征的密度。以“白狮”这一在《格萨尔》史诗中具

有深刻宗教意涵的符号为例，在史诗的文化语境里，白狮绝非仅仅是一种自然动物，它更是护法神的重

要象征[8]。然而，生成式 AI 由于训练数据可能未能充分涵盖这一符号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极有可能将

“白狮”简单地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自然动物，从而造成严重的文化误译。这种误译不仅仅是对单个符

号的错误解读，更可能导致整个史诗文化体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被破坏，使受众无法通过 AI 生成的内容

真正领略到《格萨尔》史诗的深层文化价值。 
从活态性本质来看，《格萨尔》史诗的传承历经千年，其独特之处在于人–神–境三元互动场域的

构建。在史诗的演述过程中，演述者、信仰中的神灵以及演述所处的具体情境相互交织，共同赋予了史

诗鲜活的生命力。演述活动往往具有神圣性，特定的仪式、场合以及演述者与听众之间的现场互动，都

是史诗活态传承不可或缺的部分。而 AI 生成的内容具有标准化、模式化的特点，它无法模拟这种复杂的

三元互动，更难以重现演述活动的神圣性与情境特异性。但 AI 模型输出的内容是基于既定算法和数据训

练的，具有确定性，与活态史诗的即兴变异本质背道而驰。这种冲突在哲学层面上反映了 AI 技术的机械

性与人类文化创造性、灵动性之间的矛盾，可能导致活态史诗独特的文化韵味和传承活力在 AI 赋能的过

程中逐渐消解，最终导致阐释偏差。 

4.3. 伦理与权威性质疑 

在伦理方面，自动生成文本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成为一个引发广泛争议的焦点。《格萨尔》史诗凝聚

着整个藏族社区的文化记忆和智慧，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象征。当 AI 介入史诗的创作与传播过程

时，自动生成的文本究竟应归属于谁，这一问题涉及文化主体性。藏族社区可能会强烈质疑 AI 对史诗非

遗本真性的损害，因为他们认为史诗的创作和传承是其文化身份和精神世界的核心体现，AI 的参与可能

会模糊文化传承的主体界限，削弱藏族人民在史诗传承中的主导地位。如果一些基于 AI 生成的史诗内容

被广泛传播并被误认为是传统的史诗版本，那么这将对藏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误导，使年轻一代难

以接触到真正原汁原味的《格萨尔》史诗，进而影响到藏族文化的延续性和独特性。 

5. 生成式 AI 赋能《格萨尔》创新传播的优化策略 

5.1. 建立质量把控体系 

5.1.1. 数据质量优化 
利用 GenAI 对《格萨尔》史诗进行创新传播时，数据质量是关键的基础。首先，数据来源应优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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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权威的学术著作、古籍文献以及由资深文化学者整理的资料。这些来源能最大程度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因为其经过了长时间的学术考究和验证。对于史诗中涉及的人物事迹、神话传说等内容，应依据藏族文

化领域权威学者所撰写的研究专著中的记载。 
同时，要对数据进行多轮审核。第一轮，由专业的数据审核人员从基本的数据格式、完整性等方面

进行检查，确保数据没有缺失值、错误编码等基础问题。第二轮，邀请熟悉《格萨尔》文化的专家学者介

入，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审核数据，判断数据所表达的内容是否符合史诗的文化背景和原意。通过这样

多轮审核，能够最大程度保证用于 GenAI 训练的数据内容准确，为后续生成高质量的相关内容奠定坚

实基础。 

5.1.2. 生成内容校验机制 
构建专业的内容校验团队是保证 GenAI 生成内容质量的重要环节。这个团队应涵盖文化学者、《格

萨尔》史诗的传承人以及语言专家等多方面专业人士。对于 GenAI 生成的文本，文化学者可以从史诗的

文化体系、价值观等层面进行审核。当生成一段关于史诗中某一战争场景的描述时，文化学者能判断其

是否符合《格萨尔》所蕴含的藏族传统战争观念、英雄主义价值观等。 
传承人则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凭借长期对史诗的演绎和理解，能敏锐地察觉到生成内容是否偏离

了传统的演述风格。在语言表达的节奏、韵律以及一些特定的方言俗语使用上，传承人能够依据自身经

验指出问题。 
语言专家主要负责审核翻译内容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在将《格萨尔》史诗翻译成其他语言时，语言

专家要确保翻译不仅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还能在目标语言中保持史诗独特的文学风格。一旦发现错误与

不当之处，校验团队应及时记录并反馈给技术团队，以便对 GenAI 模型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不断提升

生成内容的质量。 

5.2. 跨领域协作模式 

促进文化研究团队与技术团队深度合作是确保技术应用符合文化传承与创新需求的有效途径。在项

目全流程中，两个团队应共同参与。 
在项目启动阶段，文化研究团队向技术团队详细介绍《格萨尔》史诗的文化特点、传承现状以及传

播需求，技术团队则向文化研究团队讲解 GenAI 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双方共同探讨如何将技术优势与

文化需求相结合。 
在数据收集阶段，文化研究团队凭借其专业知识指导技术团队筛选有价值的数据，确保数据的文化

准确性。在模型开发阶段，技术团队要及时向文化研究团队展示模型的初步成果，文化研究团队从文化

角度提出反馈意见，技术团队据此对模型进行调整。在项目推广阶段，两个团队共同评估传播效果，总

结经验教训，为后续项目改进提供依据。通过这种跨领域协作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推动 GenAI
在《格萨尔》创新传播中的合理应用。 

5.3. 防控法律风险 

在著作权方面，由于《格萨尔》史诗历经多代传承，其著作权归属较为复杂。一方面，要明确传统史

诗内容的公共领域属性，避免将其错误地归为个人或商业机构所有。另一方面，对于基于 GenAI 生成的

新内容，要根据其创作过程中对传统元素的使用程度、创新程度等因素，合理界定著作权。 
在数据保护方面，要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防止数据泄露、滥用等问题。建立严格的数据

存储和访问制度，对涉及《格萨尔》的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处理，防止数据被非法获取。在传播内容合法

性方面，要确保 GenAI 生成并传播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不能传播含有歧视、暴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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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信息的内容，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监管力度，能够有效防控 GenAI
在《格萨尔》创新传播中的法律风险。 

6. 结语 

活态史诗《格萨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然而，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

潮中，其传承与传播面临着传承主体老龄化、传播渠道局限、受众接受困境等多重挑战。生成式人工智

能(GenAI)的兴起为《格萨尔》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多模态文本生成、智能翻译、虚拟对

话系统等技术路径，GenAI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传播模式的局限，为史诗的数字化传承注入新的

活力。 
然而，GenAI 的应用并非没有风险。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文化尊重、信息失真风险、认知局限与阐

释偏差、伦理与权威性质疑等问题，凸显了技术在文化传承中的复杂性与局限性。为充分发挥 GenAI 在
《格萨尔》创新传播中的潜力，必须采取系统化的优化策略。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把控体系，提升技术

团队的文化素养，完善伦理与法律规范，保护史诗的非遗本真性[8]，最终为数字时代非遗文化创造性转

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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