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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鱼皮画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王Ǔ严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Ǔ黑龙江Ǔ哈尔滨Ǔ150000

摘Ȟ要：非遗鱼皮画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本文深入探讨了非遗鱼

皮画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策略，通过数字化采集、存储、展示与传播技术的运用，有效解决了传统传承方式中的局限

性问题。研究不仅构建全面的数字化教育资源体系，还搭建稳定的数字化平台，促进鱼皮画技艺的广泛传播与交流。

本文的实践探索为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提供有益借鉴，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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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鱼皮画概述

1.1  非遗鱼皮画的艺术特色
鱼皮画，作为赫哲族独有的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

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据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鱼皮画顾名思义，是以鱼皮为画

布，经过一系列精细的加工处理后，运用剪刻、雕刻、

粘贴、涂色等多种手法创作而成的艺术品。它起源于我

国东北地区，是赫哲族人民在长期渔猎生活中，利用丰

富的鱼类资源创造出的独特艺术形式。鱼皮画的制作工

艺分为粘贴和镂刻两种，粘贴画相对制作较为简单，先

勾勒出初稿，选好底衬，再根据设计选择适当的鱼皮进

行剪制。这一步骤至关重要，需根据粘贴部位选择鱼皮

的颜色，剪制完成后粘贴到底纸上，一幅鱼皮粘贴画便

完成了。粘贴画多适用于表现生活场景、动物、人物等

题材。而镂刻画则更为复杂，需先选好较大的鱼皮，然

后在鱼皮反面进行勾画或直接剪制，有阴刻和阳刻两种

方式。由于鱼皮质地较硬、较厚，镂刻时不宜选择过于

复杂的图形，且每次只能出一至两张画。鱼皮画的艺术

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材质和丰富的色彩，未经染色的鱼皮

突出其原始纹路和色泽，古色古香；而经过染色的鱼皮

则异彩纷呈，绚丽多姿。鱼皮的自然纹理和凹凸不平的

质感，使得画面色彩斑斓，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

哲理。鱼皮画的风格古朴、粗犷，具有鲜明的立体感和

动感，是其他美术材料无法取代的。鱼皮画的种类丰富

多彩，造型各异，内容多是表现赫哲族传统的日常生活

画面，如捕鱼、狩猎、舞蹈等，也有一部分是表现赫哲

族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

1.2  非遗鱼皮画的文化内涵
鱼皮画不仅仅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他们

文化和精神的象征。它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讲

述着赫哲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传递着这个民族

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幅鱼皮画都是一段

历史的记忆，一个传说的延续，让后人得以窥见那段遥

远而神秘的生活方式，感受那份质朴而深沉的情感。鱼

皮画反映了赫哲族人民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利用，

他们以渔猎为生，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捕

鱼经验，并巧妙地利用鱼皮这一原材料，创造出既实用

又美观的鱼皮制品[1]。鱼皮画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不仅

体现了赫哲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意识，还蕴含着他

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鱼皮画也是赫哲族宗教信

仰和神话传说的重要载体，赫哲族有丰富的神话传说，

很多情节和人物在鱼皮画中有所描绘。透过这些神话故

事，我们可以理解赫哲族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和他们的信

仰崇尚。鱼皮画中的图案和符号往往具有特定的象征意

义，传递着赫哲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非遗鱼皮画面临的传承困境

2.1  分析口耳相传、师徒传承等传统方式的不足
鱼皮画的传统传承方式主要依赖于口耳相传和师徒

传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这些

传统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口耳相传的方式容易受到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导致信息的失真和遗忘。赫哲族语

言的使用范围有限，且随着年轻一代对普通话的普及，

赫哲语的使用逐渐减少，这使得鱼皮画相关的传说和技

艺难以通过语言有效传承。师徒传承的方式则依赖于师

傅的技艺水平和传授意愿，以及徒弟的学习能力和兴

趣，随着老一辈艺人的离世和年轻一代对现代生活方式

的追求，愿意学习和传承鱼皮画技艺的人越来越少。这

使得鱼皮画的技艺传承面临着断层的风险。

2.2  探讨环境因素对非遗鱼皮画传承的影响
环境因素对非遗鱼皮画的传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自然环境的恶化对鱼皮画的制作材料产生了威胁。

随着渔业资源的减少和污染问题的加剧，优质的鱼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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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越来越难以获取。这不仅增加鱼皮画的制作成本，还

限制其艺术表现力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革也对鱼皮

画的传承产生冲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赫哲族人

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年轻一代逐渐接纳现

代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兴趣和认同感逐渐减

弱。这使得鱼皮画的受众和市场逐渐缩小，进一步加剧

其传承的困境。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对鱼皮画的传承产

生了影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和

碰撞，使得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认同感逐渐淡化。鱼皮

画作为赫哲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着

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

3��数字化保护技术在非遗鱼皮画中的应用

3.1  数字化采集与记录技术
数字化采集与记录技术是保护和传承非遗鱼皮画的

重要一环。在数字化采集过程中，摄影师会利用专业设

备对鱼皮画进行细致入微的拍摄。这些设备不仅具备高

分辨率，还能在不同光线条件下呈现出鱼皮画的真实色

彩和纹理。通过调整拍摄角度和光线，摄影师可以捕捉

到鱼皮画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其独特的工艺手法、色

彩搭配以及图案设计等。为了避免因拍摄角度或光线问

题导致的图像失真，摄影师还会采用多角度拍摄和后期

处理技术，以确保采集到的图像信息准确无误[2]。除了摄

影技术外，数字化扫描也是记录鱼皮画的重要手段，通

过使用高精度扫描仪，可以将鱼皮画转化为数字图像，

并在计算机上进行存储和处理。这种技术不仅速度快、

效率高，还能避免传统摄影方式中可能出现的色差和图

像变形等问题。数字化扫描还可以对鱼皮画进行放大和

缩小处理，以便观察和研究其细节部分。在三维建模方

面，数字化技术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三维扫描和

建模软件，可以创建出鱼皮画的三维模型，并在虚拟环

境中进行展示和互动。这种技术不仅有助于观众更直观

地了解鱼皮画的立体结构和艺术特色，还能为艺术家提

供创作灵感和参考。

3.2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技术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技术是保护和传承非遗鱼皮画的

关键环节。通过运用先进的数字化存储技术，可以将采

集到的鱼皮画图像、视频和三维模型等数据进行高效、

安全的存储，以便随时调用和展示。在数字化存储方

面，云存储和本地存储是两种主要方式，云存储通过将

数据上传到云端服务器，实现数据的远程访问和共享。

这种方式不仅节省大量的存储空间，还提高数据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本地存储则是将数据保存在本地计算机或

存储设备中，虽然访问速度相对较快，但需要注意数据

备份和防丢失问题。除了存储技术外，数字化管理技术

也是保护非遗鱼皮画的重要手段，通过运用数据库管理

系统或专业软件，可以对采集到的鱼皮画数据进行分

类、标签化和索引化处理，以便快速检索和查找。这些

系统通常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功能，能够为用

户提供详细的数据统计和报告，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鱼

皮画的艺术特征、传承情况和市场需求等信息。数字化

管理技术还可以实现鱼皮画数据的跨平台共享和协作，

通过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将鱼皮画数据上传

到云端平台，实现多用户、多终端的实时访问和编辑。

这种方式不仅提高工作效率，还促进艺术家、学者和公

众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3.3  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
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是保护和传承非遗鱼皮画的

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数字投影等先进技术，可以将鱼皮画的艺术魅
力以全新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同时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

响力。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通过创建虚拟环境，让用户

沉浸其中并与之互动的技术。在非遗鱼皮画的数字化展

示中，可以运用VR技术构建出虚拟的鱼皮画展厅或博物
馆，让观众在虚拟空间中自由浏览和欣赏鱼皮画作品。

这种方式不仅提供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还能让观众在

互动中了解鱼皮画的制作工艺和背后的文化内涵。增强

现实技术则是一种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现实世界中的技

术，在非遗鱼皮画的展示中，可以运用AR技术为观众提
供丰富的互动体验。这种方式不仅增加展示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还能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鱼皮画的艺术价值和

文化意义。数字投影技术则是将数字图像或视频投射到

特定表面上的一种技术，在非遗鱼皮画的展示中，可以

运用数字投影技术将鱼皮画的图像投射到墙面、地面或

幕布上，形成一幅幅生动逼真的画面。这种方式不仅适

合在大型公共场所进行展示，还能根据展示需求进行灵

活的调整和优化。除了上述技术外，社交媒体和在线平

台也是非遗鱼皮画数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运用社

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和在线艺术平台

（如艺术中国、画廊网等），可以将鱼皮画的作品和相

关信息进行广泛传播和分享。

4��数字化保护技术在非遗鱼皮画传承中的策略与实践

4.1  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发
在非遗鱼皮画的传承过程中，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

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策略。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涵盖

了多个方面。首先，针对鱼皮画的历史背景、制作工

艺、文化内涵等关键知识点，开发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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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教学材料[3]。这些材料以图文、视频、音频等多种

形式呈现，既保留了鱼皮画的艺术魅力，又便于学习者

理解和记忆。通过数字化手段，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访

问这些资源，自主安排学习进度，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为了提升学习者的实践技能，开发了鱼皮画制作

的数字教程和模拟软件。这些教程和软件详细讲解了鱼

皮画的选材、设计、制作等各个环节，并通过模拟真实

场景，让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这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加深学习者对鱼皮

画技艺的理解，还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另

外，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还注重与传统教育方式的结

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一系列鱼皮画

技艺培训班和讲座，邀请知名艺术家和传承人进行现场

指导和交流。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让学习者有

机会近距离接触鱼皮画大师，还能在交流中汲取灵感和

经验，进一步推动鱼皮画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4.2  数字化平台建设与维护
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维护是非遗鱼皮画传承中的另

一项重要策略。在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方面，注重平台的

用户体验和功能完善。平台不仅提供了鱼皮画作品的

在线展示功能，还具备作品上传、分享、评论等交互功

能，方便用户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还整合了鱼皮画

相关的资讯、活动、艺术家介绍等资源，形成了一个全

方位、多层次的鱼皮画文化传承体系。为了保障平台的

稳定运行和用户体验的持续优化，制定了严格的平台维

护策略。定期对平台进行系统升级和性能优化，确保平

台的流畅性和稳定性。积极收集用户反馈和建议，针对

用户需求和痛点进行功能迭代和升级。还加强了平台的

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数

字化平台的建设与维护不仅为鱼皮画的展示和传播提供

广阔的空间和渠道，还为鱼皮画艺术家和爱好者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桥梁。通过这一平台，鱼皮画技艺得

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传承，进一步推动鱼皮画文

化的繁荣发展。

4.3  数字化保护与传统传承方式的融合
在非遗鱼皮画的传承过程中，数字化保护与传统传

承方式的融合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策略。这一策略旨在通

过结合数字化技术和传统传承方式的优势，共同推动鱼

皮画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为了实现数字化保护与传统传

承方式的融合，采取了多种措施[4]。首先，在数字化教育

资源开发中，注重融入传统传承方式中的精髓和特色。

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和呈现鱼皮画大师的制作技艺和心

得体会，让学习者在掌握现代数字技术的同时，也能领

略到传统技艺的魅力和智慧。其次，在数字化平台的建

设与维护中，积极与传统传承机构和组织进行合作。通

过邀请知名艺术家和传承人入驻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的

互动交流和合作活动，进一步推动鱼皮画技艺的传承与

发展。这种合作不仅丰富平台的资源和内容，还为传统

传承方式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另外，还注重在数字化

保护过程中尊重和保护鱼皮画艺术家的知识产权和利益，

通过制定合理的版权政策和利益分配机制，确保艺术家在

数字化过程中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尊重。这不仅有助于

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还能为鱼皮画技艺的

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动力源泉。

结束语

通过对非遗鱼皮画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深入研究，

我们深刻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重要作用。本文所提出的策略与实践不仅为鱼皮画的传

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其他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

护中的创新应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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