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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银锻制技艺数字交互虚拟仿真设计

周娉，石佳琦
中南大学，长沙 410000

摘要：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湘西苗银锻制技艺大众化传承的数字发展新路径，思索彰显非物质

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新道路。通过总结湘西苗银锻制技艺的发展现状及传承危机，提出虚拟仿真技术带来的传承思路优势，

利用三维建模技术还原苗银锻制工具及工艺流程，使用Unity 3D技术搭建苗银锻制技艺数字交互式展厅，并借助互联网进行

技艺展示与文化传播。湘西苗银锻制技艺数字交互虚拟仿真设计突破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时空局限性，在丰富苗银锻制技艺记

录形式、拓宽技艺传播渠道及扩大技艺传承群体的同时，实现文化传播在大众意识层面的延伸，促进文化互动，有力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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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teractive Virtual Simulation Design of Miao Silver
Forging Skills in Wester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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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a new path for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Miao silver forging skills in Western Hunan and think

about the new way to highlight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o as to protect, inherit and make good use of

Mia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heritance crisis of Miao silver forging skills in

Western Hunan, the advantages of inheritance thought brought by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re put forward, the three-

dimensional model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restore Miao silver forging tools and process flow, the Unity 3D technology is adopted

to build interactive exhibition hall of Miao silver forg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employed to display and spread skills. The digital

interactive virtual simulation design of Miao silver forging skills in Western Hunan breaks through the space- time limit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to enriching the recording forms of Miao silver forging skills, broadening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f skills and expanding the group of skills inheritance, the extens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level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is realized,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promoted,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effectively bo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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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

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1]，湘西苗银锻制技艺于

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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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因其民族性、地域

性、实践性特征显著，形成了以文旅融合为主的传播与

传承发展格局，但近年来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

影响，湘西苗银锻制技艺的大众化传承进程缓慢。

虚拟仿真能够在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形

式、完善非遗体验设施及拓展非遗传播传承渠道三个

方面发挥作用，更好地促进面向社会大众的非遗传播

传承与教育。由此本文提出了基于数字交互技术搭建

虚拟仿真平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思路，以湘西苗

银锻制技艺为例，使用三维技术构建虚拟场景、Unity

实现对锻制技艺的高度还原及交互操作，打造湘西苗

银锻制技艺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展馆，实现场景漫游、文

化探索、作品欣赏和模拟操作等功能，以期运用数字化

的方式促进苗银锻制技艺展示形式多元化、体验模式

沉浸化、传播范围广泛化。解决苗银锻制技艺传承的

时空局限性问题，让大众足不出户便可看见苗银、学习

文化、体验技艺，在满足大众对苗银锻制技艺观赏体验

方面的文化、精神需求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在非遗传

播传承过程中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及文化自信，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传承途径的拓宽，促进非

遗传播互动性、广泛性与教育性的提升。

一、苗银锻制技艺传承现状与问题

（一）苗银锻制技艺传承价值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是苗族民间独有的传统手工

艺，是根据苗族自身历史文化演变而成的，依靠口耳相

传的家族传承制发展至今[2]，从品种、图案设计、花纹

构建到制作组装都蕴含着苗族历史代代相传的文化精

髓，同时散发出浓厚的民族审美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品

位。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由包含铸融、锤打、拉丝、搓丝、

掐花、镶嵌、錾刻、洗涤八大步骤在内的众多环节构成

（见图1），相对于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等其他类型的非

遗而言，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是一种集艺术、技术、经验

等多种元素于一体、高度融合的传统手工技艺，更加注

重技巧性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强调通过人与工具的交

流互动，饱含了苗族人民聪明能干、智慧机巧的民族性

格，具有较高的传承价值。

（二）苗银锻制技艺传承危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苗银锻制技艺

的传承受到诸多因素的冲击。

第一，受生产方式变迁的影响。为了提高银饰的

生产效率，现代化机械设备加入银饰锻制流程，例如锤

打工艺使用油压机、冲压机、压片机等设备代替人工铁

锤捶打等，由更便捷的工具代替传统工艺[3]，这些变化

是导致苗银锻制技艺传承危机出现的最直接因素；第

二，思想方式的变迁。传统银制品体积较大，重量较

沉，与现代人的审美和时尚潮流有些出入，致使年轻一

代苗族女性穿戴银饰的意愿和观念弱化，日常佩银饰

的习惯几乎消失，这种改变削弱了银匠们钻研和坚守

于苗银锻制技艺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艺的

传承与创新发展；第三，生活方式变迁对苗银锻制技艺

传承产生的冲击。由于苗银售卖生产利润较低，以及

图1 苗银锻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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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村民对银饰的购买量逐渐减少，青壮年人口大多

选择外出务工等新的生存手段，因此导致了苗银锻制

技术后继无人和苗银形状图案流失等问题，现虽有老

一辈工匠开门收徒，但效果也微乎其微[4]。

（三）苗银锻制技艺数字化研究现状

现阶段我国在苗银锻制技艺数字化研究方面成果

屈指可数，段媛媛[5]提出了依托数字摄影技术的技艺

传播方式，其成果以数字图像为主，对苗族银饰的现代

化传播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存在静态物化的技艺展

示形式于大众而言生涩难懂，平面化的浏览参观方式

枯燥乏味，单向输出式的知识传递方式缺少大众参与

度等问题。黄小成等[6]指出在数字媒体时代，非遗传

统手工艺本身的构建和演绎方式需与时俱进，要借助

数字媒介调动消费者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增加非遗文

化的传播范围及弘扬力度，对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数

字虚拟仿真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数字图像传播等策略方法对苗银的保

护传播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还缺少“技艺类非

遗”的“体验操作过程”相关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以当前

湘西苗银锻制技艺传承现状来看，其文化魅力的广泛传

播急需更真实、更系统、全方位的记录形式，从及能够突

破时空局限性且趣味性与教育性并存的技艺传播途

径，以期满足大众在技艺认知过程中互动性与体验感

需求的同时，实现技艺的大众化传承。因此，本研究结

合苗银锻制技艺的自身特性，对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数

字化传播及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进行了补充。

二、虚拟仿真技术带来的传承新思路

（一）政策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倡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2021 年全国两会期

间，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提到要“健全

非遗保护传承机制，加强非遗记录，建设非遗传承体验

设施，拓展非遗传承人群和传播渠道[7]。”在国家文化

政策大力支持下，非遗保护工作受到进一步重视，寻求

非遗保护新机遇、探索非遗传承新模式成为该研究领

域的热点问题。《“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更是指出

要推进文化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高质量

内容产出机制，推广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因此，

以数字虚拟仿真技术为媒介的传承新思路应运而生。

（二）需求驱动

后疫情时代，大众开始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高

效的文化体验方式。数字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交互、便

捷、沉浸等特点，它以 3D建模技术为设计工具、以VR

技术为交互中介进行数字交互实验设计，并借助 VR

设备实时调动人的触觉、听觉等感官系统，触发人主观

思想和行为操作的产生，最终形成信息回馈的完整交

互过程[8]，从而打造能信任、能互动、能探究的拟真环

境，给用户以身临其境的体验。除此之外，利用虚拟仿

真+互联网的非遗传承新思路，突破传统“在库”式静

态保护与“在线”式动态传承的模式，延伸为“在场”式

活态发展的保护与传承之路[9]，进一步打破时间、空间

和设备的限制，使用户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方便

快捷地进行非遗文化学习和信息交换，满足大众足不

出户即可学习非遗、体验非遗的需求。

（三）虚拟仿真技术与情感体验

传统技艺类非遗是一种通过操作经验积累进行社

会生产的文化类型。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

A·诺曼[10]将这类以下意识的经验和成体系动作为载

体的知识内容概述为程序性知识，并指出程序性知识

难以用文字来表达或传授，最好的教授方法是示范，最

佳的学习方法是练习。利用数字虚拟仿真技术营造高

度还原的技艺传承环境，并使用VR设备模拟传统技

艺实践，不仅能够让大众更深层次地认识技艺、体验技

艺，还能够有效降低技艺体验过程中的资源成本。另

外，唐纳德·A·诺曼的“情感三层次理论”中将人的情

感运行机制分为“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非遗

的虚拟仿真设计正是以在反思层增强大众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认同感、满足感、自豪感为目标，

在本能层方面从视觉上提供自然化、情境化的虚拟现

实场景[11]，将人的意识引入数字技术营造的虚拟世界

中，打造沉浸感，进而在行为层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建

构可交互的动作模拟系统，使体验者的身体在虚拟非

遗文化展馆场景中与其内部设施、技艺工具产生互动，

从而投身于虚拟技艺实践中，切身体验传统技艺类非

遗的文化精髓。

由此可见，数字虚拟仿真技术为大众提供了随时

随地在拟真环境中认识苗银锻制技艺、模拟体验苗银

锻制技艺的机会，使大众感性地去理解苗银锻制技艺

的历史、审美等文化内容，提高大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过程中的沉浸感和参与感的同时，在国民教育体

系的构建中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苗银锻制技

艺而言，与数字虚拟仿真技术结合的传承新思路是迎

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为湘西苗银锻制技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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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现代化的展示平台，为大众提供了便捷、丰富的技

艺文化内容体验服务，是促进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普及

与传承的最优途径。

三、苗银锻制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创构

将虚拟仿真+互联网的非遗传承新思路运用于苗

银锻制技艺的保护中，在提炼苗银锻制技艺内容要素

后，通过制作素材并建立数据库、搭建虚拟场景并制作

交互内容、测试并发布三大步骤创构可进行苗银锻制

技艺交互虚拟仿真实验的数字化平台，见图 2。从用

户角度来看，苗银锻制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实验是一个

借助本能层的视听等主观感受，在行为层进行体验，最

终在反思层形成记忆、深入理解的过程[12]。

湘西苗银锻制技艺数字交互虚拟仿真设计的具体

实现方法如下。

（一）制作素材并建立数据库

为在本能层吸引用户，首先要给用户营造丰富的

视听第一冲击，这要求设计者制作多样且仿真的数字

化技艺素材，并建立数据库以便后期使用。根据前期

调研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全面准确地记录、总结苗银锻

制技艺及其发展生态环境的自身属性与特征，利用数

字化技术对其文化背景、图案纹样、锻制工具形态、工

艺流程等内容要素进行信息提炼、分类，随后建立包含

介绍苗银锻制技艺发展历史等内容的文本库、记录苗

银纹样等内容的图片库、讲解技艺流程等内容的音频

库、重现技艺生存现实环境等内容的视频库，以及使用

3D Studio Max与Cinema 4D制作的锻制工具、展台展

品等内容的模型库，与模拟技艺操作动态等内容的动

作库（见图3）在内的数据库。

图2 苗银锻制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设计流程

图3 3D模型搭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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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建虚拟场景并设计交互内容

在本能层设计基础上进行行为层设计，以用户为

中心完成虚拟场馆内的体验流程制作，借助Unity 3D

实现虚拟场景搭建与交互内容设计两大环节。

场景搭建（见图 4）是以提高虚拟展馆在视、听方

面的拟真度，增强用户交互过程中沉浸感为目的，将数

据库内容导入并进行再设计的过程，一是按照非遗知

识认知–模拟操作的功能进行数字展馆内部区域划

分，其中知识认知区域包含纪实视频观看与3D展品观

赏学习两个部分，模拟操作区域即苗银锻制技艺体验

区；二是根据不重复原则与不漏看原则设计展馆路线，

以提升体验者的游览效率，减缓疲劳感的产生；三是遵

循展示空间分割与延续的原则，综合考虑展示密度、空

间组合等因素搭建展台，并导入模型库内模型至相应

展台；四是进行整体美化与调节以提高拟真度，包括为

模型赋予材质和贴图、设置照明效果、创建灯光系统、

进行测试渲染并调整灯光参数等步骤。

虚拟交互内容的制作注重娱乐性与教育性并存，

是通过编程提高用户触摸频次、丰富触觉感受，增强用

户参与度及技艺知识传授度的环节。交互设计内容包

括操作指示说明的显示与消失、背景音乐的播放与暂

停、按钮与模型动画的链接及操作行为的接收与反馈，

其中操作行为的接收与反馈主要应用于体验区域苗银

锻制技艺的交互内容制作，共有铸融、捶打、拉丝、搓

丝、掐花、镶嵌、錾刻、清洗 8个苗银锻制技艺步骤（见

图 5），该部分交互设计在银料形态变化、锻制工具结

图5 苗银锻制技艺虚拟交互场景

图4 苗族银饰虚拟展览馆

70



周娉，等：湘西苗银锻制技艺数字交互虚拟仿真设计第5卷 第4期

构，以及锻制动态效果方面最大程度地模拟了苗银锻

制技艺真实操作，是苗银锻制技艺交互虚拟仿真实验

行为层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向大众有效传播苗

银锻制技艺的关键所在。

（三）测试并发布

为更好地进行反思层设计，促进用户更深层次的

情感体验，增强用户对湘西苗银锻制技艺的传播与传

承热情，需要对实验进行测试调整。苗银锻制技艺数

字交互虚拟仿真实验前、中期设计部分完成后，组织了

30名用户进行操作测试，收集实验评价与反馈，其中

96%的被试者认为该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平台相比于传

统的图片、视频而言，展示形式更直观生动，苗银锻制

技艺内容传达更有趣易懂。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

31%的被试者认为进入实验加载时间较长、27%的被

试者认为模拟操作时部分按钮存在影响体验观感，随

后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修改，一是通过缩减部分模型

大小以减小实验系统体量，加快平台运行速度；二是调

节体验环节动作幅度、按钮位置，提升技艺模拟操作体

验感；三是对场馆线路、展品位置等细节进行微调。在

确保该实验操作的流畅度、实验内容的丰富度和知识

传播的准确度能满足用户的普遍需求后，发布至互联

网，形成完整的苗银锻制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通过上述步骤高度还原苗银锻制的自然及社会场

景，构建出以苗银锻制技艺理论学习、操作模拟为主要

环节的数字交互虚拟仿真实验，并发布至互联网平台

公开共享，大众不仅能够足不出户观赏、学习苗银锻制

技艺，还能借助交互设备调动自身的感官产生互动，深

入体验苗银锻制技艺，有效助推苗银锻制技艺的大众

化传承进程。

四、数字虚拟仿真对非遗传播与传承的作用

目前，苗族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承方面仍处于起

步阶段，虚拟仿真技术与苗族文化遗产的融合是一次

创造性的尝试。通过 3D建模技术打造苗族银饰虚拟

展览馆，充分发挥虚拟仿真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构

象性，打造空间、色彩、形状及动态四组物象信息，建构

全包围式的拟真空间[13]，体现出虚拟仿真技术在苗银

锻制技艺传承方面的一些优势。

（一）实现非遗数字化传播沉浸式体验

充分发挥虚拟仿真技术的沉浸性特点打造非遗数

字化虚拟展馆，以全景视角和多感官体验再现非遗全

貌，带动观众多感官沉浸式体验。苗银锻制技艺虚拟

展馆主要从两个方面实现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其一，

在物质性的文化内容展示上，对展馆和银饰的陈列摆

放、物质形态、材料质感与光影效果进行高度拟真还原

（见图 6），使视觉方面促进虚拟空间与真实环境差距

最小化，增强该实验中观众沉浸体验感，对苗族其他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提供了展览形式改进的新思路；其

二，在非物质性的技艺内容传播过程中，操作者能够以

第一人称视角逐步进行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体验，在视

觉与触觉的共同作用下，沉浸感进一步加强，助推操作

者进入技艺学习状态，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苗银锻制数

字化交互情境中，从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

中参与者的主动性探索。

（二）打破非遗数字化展示时空局限性

虚拟仿真在网络空间对非遗进行了重建，打破了

展现的时空限制。以虚拟仿真技术为支撑的苗银锻制

技艺展现形式，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传播方式相融合，

打造的数字化虚拟仿真平台，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的碰撞，具有强大的信息资料储存与场景再现功能，能

够让大众在虚拟场景中了解学习苗银锻制技艺的文化

内涵与实践技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传承过

程中挣脱地域、时间的束缚，提高苗银锻制技艺的可见

图6 苗族银饰3D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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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认知度，使更多个体参与到苗银锻制技艺的传承

中来，在健全文化遗产体验设施的同时，丰富文化传播

途径，营造全民传承非遗的社会氛围。

（三）提升非遗数字化传播用户参与体验感

虚拟仿真以互动的方式对非遗技艺进行操作，提

升了观众的参与体验感。在苗银锻制技艺的传承过程

中，丰富且仿真的交互体验能够在行为层上调动用户

学习主动性，观众或传承人利用VR眼镜、VR手柄等

虚拟仿真设备，与苗银锻制技艺虚拟展馆中多维的模

拟信息环境发生交互，如观众能够在展馆内随意行走，

自主参观展厅，在认知学习区域可以通过触摸按钮播

放、观看视频，了解苗银文化发展历史，欣赏苗银图样

纹饰，在体验区可以拾起高度拟真的苗银锻制工具，亲

自体验苗银锻制的工艺流程，使观众在虚拟场景中实

现同现实一样的实时互动，从而提高非遗文化学习趣

味性，激发观众对苗银锻制技艺的兴趣，促进操作者与

文化之间产生情感交流，推动苗银锻制技艺体验设施

的完善。

（四）增强用户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反思

虚拟仿真技术的构象性特征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

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调了观众在虚拟环境中的主

导作用，能够让观众将虚拟环境中的“物”融入主观的

想象，创造出新的意境，引发对事物的新认知，实现从

行为层到反思层的质变，在反思层增强观众对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反思。如在苗银锻制技艺虚拟仿真平台

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创造出新的银饰纹样或

做出现代化的银饰服装搭配，这种主动探索的学习模

式有助于激发观众或传承人的创新思维，促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非遗得到创造性的转

化和发展，从而在时代潮流中得以活化与传承。

五、结语

数字虚拟仿真技术为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与传承提供了新思路，二者融合是创非遗文化

记录手段、开拓手工艺类非遗交互展示方式、探索非遗

传承途径的必然选择。在湘西苗银锻制技艺与数字交

互虚拟仿真融合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湘西苗银锻制技

艺的民族性、实践性特征，前期模型及场景搭建要重视

湘西苗银锻制技艺原生场景、文化内涵与文化氛围的

再现，中期交互制作应注重技艺流程与动作标准度的

高度还原及用户参与度的提升，后期测试发布需将优

化用户体验感、增强知识传授度放在首位。充分发挥

数字虚拟仿真技术的拟真性、沉浸性、交互性特点，打

破湘西苗银锻制技艺数字展示平面化、文化传播单向

化格局，突破湘西苗银锻制技艺传授的时空局限性，提

高湘西苗银锻制技艺传播与传承的科学性、便捷性和

实践性，促进传统技艺类非遗展示形式多元化、体验模

式沉浸化、传播范围广泛化，让传统技艺类非遗看得

真、学得会、摸得着、带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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