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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种模式及其现代性转化路径

董Ǔ婕Ǔ许天欣Ǔ肖Ǔ烨Ǔ张宾煜Ǔ吴逸飞
上海海关学院工商管理与关务学院Ǔ上海Ǔ201204

摘Ȟ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基因。然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非遗文化面临着传承人断层、生存空间萎缩等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分析非遗文

化传承的三种主要模式——非遗传承人个体化传承、政府扶持型传承和政府机构主导型传承，探讨了每种模式的运作

机理、优势与局限性，并提出了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性转化路径。研究表明，非遗文化的传承需要多元主体

的协同参与，结合数字化、产业化和体验式传承等手段，推动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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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遗文化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民族认同

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非

遗文化面临着生活方式改变、传承人断层、资金不足等

多重挑战。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成为当前文

化保护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非遗文化传

承的三种主要模式，探讨其各自的优势与局限性，并提

出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性转化路径。*
1��非遗传承人个体化传承：文化坚守与创新突围

1.1  运作机理
个体化传承模式以传承人个体或家族为核心，通过

代际间的知识传递与技艺磨砺，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系

统。以东阳竹编传承人蔡红光的实践为例，个体化传承

模式通过“手把手”言传身教的方式，将力度把控、节

奏韵律等隐性知识转化为肌肉记忆，维系了传统知识体

系的完整性。

在传承内容维度，该模式维系着传统知识体系的完

整性。蔡红光大师在传承中不仅传授编织技法，更通过

器物纹样传递“竹比德于君子”的文化象征体系，使技

艺传承升华为价值观念的代际对话。这种全息化传承在

故宫修复实践中得到极致展现，其团队运用近乎失传的

翻簧工艺与竹丝镶嵌技术，使乾隆时期竹编文物的文化

密码得以破译。

1.2  优势与局限性
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文化原始性的守护功能。

蔡红光大师严格遵循古法工艺，在故宫修复工程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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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现代粘合剂，坚持传统竹丝穿插技法，使修复成果既

符合文物原始性原则，又延续了竹编技艺的活态基因。

然而，个体化传承的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其一，传

承效能受物理空间制约，蔡红光早期年均仅能培养10余
名学徒，与传统工坊时代百人传承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经济支持的持续性困境，尽管通过竹编包销售

获得部分收益，但高端工艺品制作周期长、成本高的特

性，使传承长期处于低收益状态。

1.3  现代性语境下的传承突围
在传承维度，蔡红光构建“三阶递进”体系：通过

公益体验课实现文化启蒙，借助学校社团进行技艺筑

基，依托工作室开展深度传承，使受众人群从年培训数

十人扩展至上万人次；在技艺创新层面，开发出符合现

代审美的日用器物，推动东阳竹编走向生活领域；在经

济模式上，实施“生产性保护”战略，建立现代工坊体

系，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传播将成为突围关键。蔡红

光参与“云课堂”录制，将劈竹、分丝等核心工序进行

影像化解构，突破师徒制的时空限制。其开展的故宫修

缮直播、跨界品牌联名等活动，更使竹编技艺获得现象

级传播，吸引年轻群体关注。“传统技艺+现代媒介”的
传播矩阵，使个体化传承突破物理边界，形成线上线下

融合的立体传承网络。

2��政府扶持型传承：协同创新机制与张力平衡

2.1  运作机理
政府扶持型传承模式以非遗传承人为主体，以政府

政策支持为保障，通过政策法规保障、专项资金支持、传

播平台搭建、产业体系培育等系统性举措，构建“传承人

技艺传承—政府资源赋能”的双向互动机制[1]。余杭油纸

伞的复兴历程，正是这一模式从理论到实践的典型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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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势与局限性
政府扶持型传承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构建起非遗传

承的加速机制。在传承维度上，政府主导的“非遗进校

园”工程使油纸伞制作纳入多所院校选修课程，培养青

年传承者[2]。在生产领域，产业园区引入模块化分工体

系，将传统“一人通才”模式解构为6个专业化车间，单
品制作周期缩短。在品牌建设方面，政府背书促成油纸

伞与西湖绸伞工艺融合，开发的“水墨江南”系列成为

G20峰会国礼。
但在制度性保障的优势下，行政主导的潜在风险在

产业化进程中也逐渐显现：其一，标准化生产导致工艺

变异，为满足文旅市场批量需求，部分企业将桐油天然

晾晒改为烘干处理，使伞面韧性指数下降；其二，绩效考

核压力引发传承异化，某传承基地为完成年度展演指标，

导致核心传承人日均创作时间不足2小时。这种“保护性
破坏”现象，折射出行政逻辑与工艺规律的价值冲突。

2.3  优化路径与启示
非遗传承的优化路径显现出系统性革新方向：构建

“抢救性保护—生产性扶持—市场化培育”三阶递进政

策体系，对濒危项目及初创期项目给予全额资助，成长

期实施差额补贴，成熟期转为绩效奖励。

余杭油纸伞的复兴之路证明，“政府扶持型”模式

能有效激活非遗的现代生命力。这种模式既需政府扮演

“智慧推手”——通过制度设计创造发展空间，又需

传承人守住“文化初心”——在创新中保持技艺本真。

未来，随着《“十四五”非遗保护规划》的推进，该模

式或可发展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黄

金三角架构，推动非遗保护从“输血式”扶持向“造血

式”发展转型，为传统文化找到生生不息的传承之道[3]。

3��政府机构主导型传承：制度化传承与生态化发展

3.1  运作机理
政府机构主导的非遗传承模式以国家文化保护政策

为导向，以非遗保护中心、传承基地等实体机构为载

体，构建起“记录-研究-展示-教育”四位一体的传承机
制。作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典型案例，高桥绒绣馆由

文化主管部门直接投资建设，依托非遗保护中心与社区

文化站构建“市-区-街镇”三级联动机制[4]。在实现年均

接待观众12万人次的同时，创新设计的“非遗进校园”
标准化课程覆盖浦东新区87所中小学，展现出政府模式
特有的规模效应与文化辐射力。

3.2  优势与局限性
在传承方式上，该模式展现出显著的系统性特征：

通过数字化建档实现濒危技艺的抢救性记录，依托高校

资源开展非遗谱系研究，借助公共文化空间进行活态展

示[5]。以高桥绒绣馆为例，其建立的“非遗基因库”系统

收录了绒绣技法视频教程、纹样设计图谱及历代传承人

档案，完成对120余种传统针法的数字化保存，构建了覆
盖“影像采集—数据建模—云端共享”的全链条保护体

系。同时，与东华大学、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高校

合作，通过产学研项目梳理绒绣技艺谱系，出版《上海

绒绣技艺规范》等技术标准，将经验性知识转化为可复

制的教学资源。

然而，政府主导模式仍需警惕“重物化展示轻活态

传承”的结构性矛盾。早期高桥绒绣馆曾过度依赖静态

展品陈列，导致其脱离生活语境。对此，高桥镇通过机

制创新实现动态平衡。这种“静态守护+动态激活”的双
轨策略，既保障了技艺的规范性传承，又通过社区嵌入

式传播重构非遗的生活关联性，形成“政府主导—社区

响应—民众参与”的共生生态[6]。

3.3  实践创新的启示价值
当代非遗传承已迈入“后博物馆化时代”，单向度

的陈列展示难以承载非遗活态传承的实践需求，应转而

构建“政府统筹—市场激活—社会共创”的多元共治格

局。高桥案例显示，政府资源与社区动能共振可推动非

遗生态化发展。通过“文创开发+社区工坊”模式实现年
销售额大幅增长，同时扩展了传承群体。这种“保护-创
新-共享”循环证实，制度创新能激活非遗公共价值，推
动传承从项目运作转向生态建构。

4��非遗文化传承的现代性转化路径

4.1  数字化传承：技术赋能与文化基因的永久保存
数字化技术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革命性工具，

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将非遗从“活态记忆”转化为

可存储、可传播的数字化资产[7]。具体路径包括：

（1）全息化采集与存档
利用3D扫描、动作捕捉、高精度摄影等技术，对非

遗技艺的工艺流程、器物形态及传承人操作细节进行全

方位记录。例如，故宫博物院对传统漆器修复技艺的数

字化存档项目，不仅保存了漆器纹样的微观结构，还通

过动作捕捉技术记录了匠人手腕力度的变化规律，为后

续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2）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的沉浸式传播
通过VR技术构建非遗虚拟场景，用户可“穿越”至

古法工坊，实时参与竹编、刺绣等工艺制作。如敦煌研

究院开发的“数字敦煌”项目，用户佩戴VR设备即可在
虚拟莫高窟中临摹壁画，同时系统通过算法实时纠正笔

触误差，实现技艺的交互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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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体验式传承：重构非遗与当代生活的共生关系
体验式传承的核心在于通过空间重构与参与式设

计，将非遗从“他者文化”转化为“自我实践”，其路

径可分为三个维度：

（1）场景化沉浸空间
非遗主题景区需突破传统展陈逻辑，构建“生产-消

费-教育”一体化的体验生态。例如，景德镇陶溪川文创
园以“前店后坊”模式运营，游客不仅可观摩拉坯、施

釉的全流程，还能在匠人指导下完成个性化陶器制作，

最终通过园区内的电商直播间直接销售作品，形成“体

验-创作-传播-收益”的闭环。
（2）数字化社交体验
借助元宇宙平台打造非遗虚拟社区。腾讯“数字长

城”项目中，用户可通过虚拟化身参与非遗节庆活动，

如在线学习剪纸技艺并合作完成大型数字艺术装置。此

类模式突破了物理边界，使非遗传播从“地域性活动”

升级为“全球性事件”。

4.3  产业化传承：构建非遗可持续生存的经济生态
系统

产业化传承通过推动非遗文化与旅游、文创、教育

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开发具有市场价值的非遗产品和服

务，实现非遗文化的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例如，东

阳竹编通过开发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

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

（1）文创产品的跨界创新
非遗元素与现代设计的融合需遵循“符号提取-功能

转化-场景适配”原则。东阳竹编与无印良品合作推出
的竹纤维家居系列，将传统鱼骨纹编织法应用于灯具设

计，既保留竹材的天然质感，又通过模块化结构满足现

代家居的便捷安装需求，单品年销售额突破800万元。
（2）非遗IP的矩阵化运营
通过IP授权构建多业态联动模式。陕西华县皮影戏

开发“影戏宇宙”IP，衍生出动画剧集、联名潮玩等产品
线。其中，与王者荣耀联名的皮影皮肤上线首日下载量超

200万次，证明传统文化IP在年轻群体中具有强大号召力。
（3）社区工坊与柔性生产
在乡村地区建立“非遗工坊+电商直播”的分布式生

产网络。贵州苗绣合作社通过抖音直播展示绣娘工作场

景，消费者可在线定制绣品并观看制作过程。这产品增

值的同时带动农村女性就业。

5��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模式互补与动态适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表明，个体化传承、政

府扶持与机构主导三种模式构成了有机互补、动态适配

的传承生态系统。在文化基因层，个体传承者的身体

化实践守护着传统技艺的“元代码”；在制度保障层，

政府通过“负面清单”建立的弹性管理框架；在传播扩

散层，机构主导的标准化运作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全民建

构。这种三维互补结构揭示了非遗传承的本质规律——

文化原真性与现代适应性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模式

间的动态调适达成辩证统一。

5.2  展望：构建非遗传承的“第四种模式”
面向数字文明时代，非遗传承亟需构建“技术创新-

价值重构-制度变革”三位一体的现代性转化框架：
（1）元宇宙赋能文化再生产
开发非遗数字孪生系统，允许用户在虚拟世界中

自由组合文化元素（如将苗族银饰与赛博朋克风格融

合），通过UGC（用户生成内容）激发非遗创新活力。
（2）全球非遗协作网络
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城市”计划，基

于区块链技术建立非遗数字护照系统，将景德镇瓷艺等

项目的传承谱系、工艺数据上链存证，通过智能合约构

建跨国非遗协作网络。

（3）非遗碳汇交易机制
将非遗手工艺的低碳属性（如竹编替代塑料制品）纳

入碳交易体系，实现文化保护与生态治理的效益叠加。

非遗的现代性转化本质是一场“传统的未来实

验”。唯有在技术创新中坚守文化根脉，在全球化浪潮

中构建本土话语，方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文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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