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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视角下非遗数字化发展研究热点与前景
探究

汪天雄，汪媛媛
安徽大学，合肥 230601

摘要：为了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发展动态，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使用CiteSpace知识图

谱分析软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非遗数字化研究文献量、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关键词突现和研究趋

势演化路径展开文献可视化分析。依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得出研究热点主要有8个聚类，对关键词聚类图谱开展时间线功

能计算，得出2019 —2023 年”交互技术“”信息技术“”动作捕捉“与”影像叙事“等关键词显著突出，得出该时期的研究热点。现有研

究热点除了关注数字化传播与非遗本身，数字技术与数字化方法也是主要研究方向。在创新阶段则主要强调交互技术与信息技术

在非遗体验中的应用，同时从数字化记录与保存、数字化场景体验与互动，以及数字化非遗新业态塑造三个层面对非遗发展前景进

行展望。未来非遗发展应通过应用人工智能设计与数字技术助推非遗展示与传播，结合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承与创新，从而

赋予传统非遗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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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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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digi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systematic study is conducted using visual knowledge graph tools.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software is

used to search with the keyword "digi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arry out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n the amount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digi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 co- occurrence network

mapping, keyword emergence, and the evolution path of research trends. Based on the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ping analysis, eight clusters of research hotspot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timeline function calculation of the keyword

clustering mapping reveals that keywords such as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tion capture and

video narrative were prominent and became research hotspot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9 to 2023. Besides focusing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el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ethods are also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innovation stage, the main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xperie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spec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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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looked forward to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recording and

preservation, digital scene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and the shaping of a digital new business mod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oost the display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sig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combi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o as

to give new vitality to the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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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

晶，具有国家和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其意义与价值涵

盖文化多样性、历史传承、社区凝聚力与经济发展等多个

方面，也是吸引游客和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资源，因此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势在必行。CiteSpace软

件是一种可视化工具，旨在有效探索学术领域的知识结

构，归纳学科发展趋势。通过将大量文献数据转化为可

视化研究图谱，以清晰脉络来呈现不同研究主题、关键词

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探寻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因此，本

研究应用 CiteSpace 以探寻非遗数字化发展研究趋势，

从而为今后相关研究人员深挖该领域的理论形成全面透

彻的研究视角。数字化技术是计算机、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1]。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利

用数字化手段对非遗进行保护逐渐受到人们关注。“非遗

数字化”指的是通过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传播等手段，

将非遗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其能够共享、重现与再现，并根

据新的需求加以有效利用[2]。由于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

且研究体系日益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促使该技术能够深

度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进而为非遗的创新与发

展提供新路径和视角。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一）CiteSpace工具

本研究采用由陈超美博士团队开发的 CiteSpace 数

据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该软件能直观、准确地展示研究

领域的学术演化特征，为研究者探究该领域的主题方向

提供有效工具。因此，本研究对非遗数字化发展近十年

的文献发展进行探究，并依据研究热点总结归纳未来研

究发展方向。

（二）文献数据采集

本研究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检

索时间区间设置为 2010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6 月 1 日，

检索对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主题的学术期刊文

献，检索后下载文献原始数据，在手动去除不相关的文献

后，最终获得754篇文献。

二、文献可视化分析

为系统分析非遗数字化领域的发展方向，从研究文献

量、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关键词突现和研究趋势演化路

径四个方面展开文献可视化分析，以进一步探究其研究

热点。

（一）研究文献量分析

2010—2023 年，以非遗数字化为主题的文献年度出

版量呈快速上升态势，该领域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重点，

关注度逐年增加。以非遗数字化为主题的研究机构大多

分布于武汉、天津、南昌与青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拥有丰

富的非遗资源，包括传统技艺、习俗与节日等，这些资源

为开展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便于更

多研究人员了解和调查具有地域性的非遗。由此，非遗

的研究与地域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各发文机构多

以团队自我研究为主，机构之间交流合作关系不强，且研

究机构多为师范类大学、理工类大学与艺术类院校。其

中，排名第一的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是

原文化部设立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旨在为文化

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该机构在文化传承与发展领域

具有一定学术积淀，先后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项目

20多项，出版专著20部，产出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见表1。

（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

在探究研究机构之后，需进一步探析非遗数字化领域

的研究主题，关键词聚类对于明晰现阶段研究方向、归纳

研究主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3]。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凝

练出非遗数字化发展研究主题。在CiteSpace 软件中执

行聚类命令，将聚类算法选择为LLR算法（对数极大似然

率算法），设置最大聚类值为 8，最终获得聚类分析结果，

见图 1。聚类模块值是衡量关键词聚类图谱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聚类分析的图谱参数模块值 Q 为 0.467，大于

0.3，平均轮廓值S为 0.830，大于 0.7。依据文献结果[4]，

表明本次实验结果的可信度较高。8个主要聚类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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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数字

技术、数字化传播、数字化传承、保护与传承。①

（三）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建立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后，应进一步挖掘非遗数

字化的研究热点，因此需要开展关键词突现分析。通过

使用CiteSpace软件的Burstness功能，将数据检测的γ

值设置为 0.7，共检索出非遗数字化研究突现关键词 25

个，以开始时间由远及近排序后，绘制突变词的年代分布

图表，并呈现其突变强度。这些突变词描述特定时期内

文献中出现的特定术语，结果见图2。图中每个小矩形代

表一个年份，红色加粗的矩形表示相应突现关键词在该

年份出现凸显变化。结合图2，能判断该领域不同时间段

内研究热点的变化与研究前沿。

2010—2023 年，依据突现词的起止时间，将有关非

遗数字化研究总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

2013 年，研究重点主要围绕数字化保护平台与数字化影

像；第二阶段为 2014—2018 年，研究重点围绕数字技术

与数字媒体在非遗中的应用；第三阶段为 2019—2023

年，研究重点围绕数字化传播与知识图谱的构建，并考虑

非遗在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联系。

（四）研究趋势演化路径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梳理非遗数字化发展的演化脉络，对关

键词聚类图谱进行时间线功能的计算分析，输出相关结

果见图 3。图 3 中横轴为关键词在采集数据中出现的时

间，纵轴为节点所属聚类[5]。通过图 3，观察到关键词在

研究中的时间分布和不同聚类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关

键词研究的趋势和热点。随着研究持续深入，由关键词

变化得出，非遗数字化发展研究大致经历萌芽、发展、繁

荣与创新等四个阶段。

1. 萌芽阶段（2010—2013年）

非遗数字化发展在此阶段主要处于探索初期，“数字

化语境”“数字化影像”“数据库”等关键词表明，人们开始

尝试将传统非遗艺术与数字技术相结合，重点关注数字

化媒体在非遗传承与传播中的应用，以及构建数字化信

息存储和管理系统。该阶段的研究着重于技术可行性、

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数字化保护方式。代俊波等[6]阐述构

建基于Web 满族非遗数字化保护平台的方法，并通过软

件工程的流程详细描述实现该平台的步骤。常凌翀[7]论述

在新媒体语境下西藏非遗保护的现状，分析数字化保护

方式的优劣，为该阶段的非遗数字化探索提供实践参考。

2. 发展阶段（2013—2016年）

在此发展阶段，非遗数字化进程获得显著推进，“摄影

艺术”“创新应用”“数字化平台”“元数据”“博物馆展示”

等关键词所代表的相关技术和理念，在非遗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赵鸣等[8]指出建设生态博物馆是非遗数字化保

护有效传承方式之一，并以海州五大宫调数字化生态博

物馆为案例展开分析，为我国依托非遗数字化生态博物

馆建设路径开展非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提供

借鉴与参考。赵林英等[9]介绍满族非遗数字化保护平台，

分析其研究应用的必要性和主要问题。吕燕茹等[10]探讨

非遗的数字化展示设计模型要素，从传统文化类非遗的

动画可视化创新应用、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移动交互式应

用、传统表演类非遗的虚拟仿真展示、基于移动终端的智

慧展览体验等方面进行阐述。

①数据来源：来源于CiteSpace 软件。

表1 2010—202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文

前10位学术机构排序表①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文量

6

5

4

4

3

3

3

3

3

3

学术机构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天津理工大学

南昌工程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

凯里学院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图1 2010—202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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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繁荣阶段（2016—2019年）

非遗数字化在此阶段发展逐渐深入，“信息传播”“东

阳木雕”“口述史”“人机交互”“新媒体技术”“数字资源”

“遗产保护”“体感交互”等关键词，凸显多个方面的研究

重点。研究关注点扩展到数字媒体的社会传播和影响、

非遗口述传统的数字化记录、数字技术与非遗保护的

交互方式等，非遗数字化研究重点在于数字技术在非

遗领域的深入应用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曾芸 [11]

图2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文献突变性关键词图谱

图3 国内非遗数字化发展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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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遗的“默会性”特征，应用数字采集与存储技术

建立文化记忆数据库、可视化平台。宗传玉[12]分析数字

动画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意义及动画作为艺术形

式与传播媒介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可见技术层面的

多样性促进不同非遗数字形态的形成，从而突破非遗

形态局限于传统的封闭状态，实现更广范围和更深程

度的传播。

4. 创新阶段（2019—2023年）

非遗数字化发展呈现出创新和多元化特点，“知识产

权保护”“交互技术”“创意”“信息技术”“动作捕捉”“影

像”“文旅融合”“影像叙事”等关键词，反映此阶段的研究

热点。重点关注数字技术成熟后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探讨数字技术与交互技术在非遗体验中的应用、在创意

和影像表达方面的创新，着重探索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

传播和创新中的前沿应用。而在前沿技术探索与实践

中，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非遗设计开发，该技术不仅

能更精准地诠释非遗信息内容[13]，还能生动形象地传递信

息理念。人工智能在非遗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智能仿真

技术运用与语言、图像技术的融合两个层面[14]。针对虚拟

现实技术的运用，段晓卿[15]将虚拟现实技术对于非遗的保

护模式分为“玩具”“镜子”和“艺术”模式，三种模式对非

遗的数字化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在语言与图像技术的应

用上，涂淳宁等[16]针对甲骨文字符中大量未被识别字符问

题，利用图像识别与处理技术，预测未识别字符的词性及

其他相关特征。

三、非遗数字化发展前景分析

1. 数字化记录与保存

非遗作为一种无形文化资源，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风

险。在非遗数字化发展中，不应仅注重非遗表面的形式

特征，而应重点把握非遗表象之下所蕴含的深度文化内

涵与人文精神。通过记录、复原并再现来实现非遗内容

的持久性，以达到减少信息的碎片化，降低信息的失真

化，保留其原生的功能与文化价值。具体来说，充分利用

现代化技术手段，如3D扫描、3D打印、虚拟现实、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为非遗的信息记录提供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路径。通过利用 3D扫描对非遗进行全方位扫描，获取大

量数据，以精确地反映非遗的形状、尺寸、纹理等细节内

容，甚至能捕捉到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特征。依据捕捉

的精细特征，对非遗的物质载体，如传统手工艺品、古老

建筑遗迹等进行高精度的三维建模，为后续的非遗多元

信息记录、修复与复制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例如，对于

一些濒危的传统木雕工艺制品，3D扫描可精准记录其复

杂的雕刻纹路、结构和图案纹理层次走向，生动再现木雕

技艺的立体感、层次感，保存并展示物质载体、工艺特点

及其蕴含的深层次文化艺术价值。此外，大数据技术在

非遗信息记录与分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传

统纸质档案的存储形式，现阶段非遗素材数据库的存储

形式更加多样，通过建立文本库、图片库、音频库、视频

库、动作库和模型库等 6类素材数据库，对文字、图片、视

频、3D模型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料、市场交易数据、

用户评价数据等进行收集和整合，形成类型丰富的非遗

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运用数据挖掘、信息检索方法

探索非遗艺术的发展趋势、风格演变规律、市场需求热点

等，借助大数据分析对非遗资源进行真实、系统的记录，

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17]，不仅能够实时为用户提供所需的

各类非遗信息，解决由于非遗资源种类繁多、体量不一所

带来的存储和管理难题，还为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及

其多元化利用提供有力支持。

2. 数字化场景体验与互动

通过虚拟场景塑造能有效营造沉浸式体验情境，通过

手柄、显示器等交互设备，结合VR（虚拟现实）、AR（增强

现实）以及数字建模技术，使用户实现在虚拟场景中进行

实操与互动体验。如高娅娟等[18]根据广州牙雕的生产现

状、雕刻工艺特点及流程，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走进牙雕

工坊”，实现牙雕技艺全时段、多视角、深层次的交互传承

与发展。传统民俗节日也可借助现代数字技术，重现古

代节日的盛大场景，使用户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参与传统

的祭祀仪式、观赏民俗表演、品尝特色美食等，全方位感

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远离非遗发源地或错过传统节

日庆典的人们也能深入领略非遗的精髓，极大地拓宽非

遗的传播范围与受众群体；此外，在博物馆或文化展览

中，AR技术的兴起为其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可能，通过

将虚拟信息与现实相结合，为用户创造全新体验[19]。用户

使用手机或特定设备扫描展品时，屏幕上会呈现出该展

品的制作工艺动画演示、历史背景故事介绍等数字信息，

将静态的展品转化为生动的文化叙事。例如，敦煌莫高

窟 159 窟数字化虚拟现实博物馆，其运用 AR、VR、多尺

度高精度建模技术、基于颜色物质基础与色彩变化动力

学模型的壁画色彩复原等数字技术[20]，真实还原高精度

虚拟洞窟，为敦煌文化的解读提供新方式。此外，在非遗

数字化场景打造过程中，应通过系统性与连贯性的表达塑

造真实的叙事情境，诠释非遗原始文化和历史情境，提供

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具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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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化非遗新业态塑造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非遗保

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非遗

面临着语言隔阂、传承断层和受众层次分化等诸多挑战，

数字化非遗新业态的形成不仅为其传承提供新的平台，

也促使其传播方式和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因此，构建非

遗系统化的传播体系，是推动非遗可持续保护与创新发

展的关键，而非遗的数字化业态的开发的核心在于将传

统技艺与艺术表现形式融入现代生产活动中，通过实物

产品、多媒体互动及戏曲表演等多样的展现手法，形成系

统化的非遗新业态展示体系。一方面，通过挖掘非遗的

文化元素、传统技艺，和艺术表现形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相

融合，创造一系列具有文化特色的衍生品来激发非遗的

活力与创新潜力。另一方面，现代数字技术有力助推非

遗产品在设计与销售中的创新发展。企业借助数字化互

动平台，与非遗技艺实现跨界合作，增强非遗产品的创新

与实用性。如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国风游戏

《天涯明月刀》进行梦幻联动，将广西三江侗族服饰与游

戏中的华服相融合，以舞蹈、音乐、侗布、剪纸、刺绣等非

遗技艺为创作灵感，使用户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技艺

的艺术魅力。为强化用户的参与感与互动性，采用先进

的动作捕捉技术，对人体的行为进行模拟识别，并将之可

视化呈现，促进用户在空间中进行独特的参与式交互，进

一步加深对非遗传统历史、文化及特定工艺行为的理解

与认同。此外，通过社交平台，非遗传承人能展示传统技

艺，并通过直播实现实时互动，不仅能够通过网络营销方

式展现非遗的内在魅力，也为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非

遗传播体系提供创新路径。

四、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随着 3D扫描、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等技术研究

与应用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能以数据化、可视化、清晰

化与精准化方式构建非遗信息，提升非遗保护传承的高

效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本研究通过对非遗数字化开展

知识图谱分析，梳理非遗发展研究主题；通过时间线知识

图谱归纳当前非遗数字化发展阶段及主要特点，并对其

发展前景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非遗数字化研究提

供新的参考，其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非遗数字化的文献研究数量呈快速上升态势与

多元化趋势，表明该领域逐渐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

注。研究机构多位于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区域，可见非

遗数字化研究与地域性存在一定关联性，但各发文机构

多以团队自我研究为主，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待加强。

其二，依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得出 8个主要

聚类依次为数字化、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化技术、数字技术、数字化传播、数字化传承、保护与传

承。主要表明当前阶段的研究是聚焦在探索新的信息技

术在非遗艺术中的应用，但缺乏非遗实际产业化落地。

因此，目前多数研究仍处于理论阶段，尚未在实际生产应

用和传播推广方面得到充分开展。

其三，关键突现词的发展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

一主要研究数字化影像和数据库，阶段二主要研究数字

化展示平台和博物馆展示，阶段三主要研究数字技术在

非遗领域的深入应用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创新实

践。可见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的演进轨迹，

主要反映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技术层面的多样性与先

进性不仅催生出形态各异的非遗数字载体，更进一步助

推非遗在当代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使其在数字化浪潮

中绽放出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其四，非遗数字化研究经历萌芽、发展、繁荣与创新四

个阶段，当前非遗数字化已从基础的应用阶段发展到跨

学科交叉融合创新阶段，研究方法与手段呈现出多样化

特点，也为非遗数字化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与挑战。

（二）展望

数字化技术的融入使非遗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在未来

需创新非遗数字化的保护传承体系。应考虑如何通过应

用人工智能设计与数字技术助推非遗展示与传播、产教

融合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承与创新，以塑造深层次的文化

体验。

1. 应用人工智能设计与数字技术助推非遗展示与传播

非遗依据其知识属性可分为显性文化基因和隐性文

化基因，显性文化基因指外显程度高的基因，如形态、色

彩与装饰图案等。一方面，针对二维信息识别与提取，可

应用平面扫描和数字拍摄等方式实现数字化提取。设计

师可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设计思维与方法，完成非遗符

号的现代化创意设计，并通过定制化、个性化等智能设计

模式实现非遗与数字创意之间的联动，以促进非遗二维

元素和文化符号的数字化传播；另一方面，针对非遗的三

维动态艺术形态，利用高清拍摄、动态捕捉等技术对非遗

的技艺、形态、场景等信息进行全方位记录，利用全息投

影、AR与 VR等数字技术，结合三维软件和视频制作，再

现非遗发展历史与制作过程，重点采集历代传承人对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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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实践的活态演变和技艺要点，实现非遗在数字空间的

永续保存和全域传播，让用户能沉浸式地体验非遗的价

值和魅力。

2. 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承与创新

产教融合是非遗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审美相结合、推

动守正创新的重要途径，非遗能够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充

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相关部门应针对非遗

数字化中常见的技术要求，制定长效培训计划，切实提高

非遗传承人的相关数字化技能；其次，与高校等传承组织

建立合作机制，为其提供数字技术与传播渠道的支持，实

现非遗与数字化传播的有机融合；最后，将非遗以数字化

的形式融入教育和培训，通过模拟工艺制作过程、展示传

统技巧和文化元素等手段，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思

维，提升其创新能力，还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非遗传

承，扩大其传承群体和影响范围。非遗所蕴含的传统文

化内涵也将在年轻群体的设计实践中得到重新诠释与创

新表达，进而促使非遗传承从外部驱动力向内生动力转

化。这种模式有效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推动更多人参与

传统工艺创新设计，为非遗技艺的现代转化提供新路径。

五、结语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非遗数字化研究的文献

量、关键词主题及时间线图谱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明确研

究热点演变与发展趋势，揭示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传播

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从数字化记录与保存、场景体验

及新业态塑造三方面分析非遗数字化发展前景。未来研

究与实践需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在非遗展示传

播中的应用，强化产教融合以推动非遗传承创新，助力传

统非遗在数字时代破茧重生，实现跨越时空的永续传承

与焕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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