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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非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

赵姿淇
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Ǔ江苏Ǔ南京Ǔ210000

摘Ȟ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因库，正面临传承断代与记忆消逝双重危机之境。传统保护方式受

限于物理载体的脆弱性与手工记录的片面性，难以将文化形态那动态演变的特征完整保存。凭借多模态数据解析与生

成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非遗的活态传承开拓出了新路径。技术介入之时需在文化本真性与数字创新之间去寻求平

衡，一方面要避免因机械复制致使文化符号出现空心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要防范算法偏见对本土审美体系造成侵蚀。

构建能兼顾技术理性与文化温度的保护范式，是当代数字文明与传统智慧相融合的关键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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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当代非遗保护正经历从抢救式建档向智慧化传承的

转型期，人工智能驱动的认知计算和生成式模型，为非

遗传承中动态知识转化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技术支点。本

文聚焦于人工智能和非遗传承之间深层的耦合机制，对

技术赋能之下文化记忆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展开探索。经

由对智能技术在技艺解码、虚拟复现、交互传播等诸多

场景当中应用潜力的细致分析，揭示数字化进程里文化

主体性与技术工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目的在于建立关

于技术介入的文化伦理框架，进而提出一条既能兼顾技

术创新，又能关照到文化肌理的非遗保护路径。

1��人工智能与非遗保护的理论关联

1.1  非遗文化的核心保护需求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指中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
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截至2024年12月，中
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
（包含3610个子项），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当

前非遗文化遗产的存续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传承主体老

龄化导致技艺传递链条出现断层，许多依托口传心授的

表演艺术与手工技法因缺乏系统记录面临失传风险，如

传统戏曲程式化动作的细微差异、民间故事即兴创作的

口头传统等文化细节亟待精准留存。活态传承困境体现

在传统实践场景消逝引发的文化语境割裂，节庆仪式、

生产习俗等非物质形态遗产难以脱离特定社会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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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存活，手工造纸中的水质辨别经验、民歌演唱中的

方言韵律等隐性知识需依托情境化载体方能延续。文化

传播的局限性制约着非遗价值的当代认同，地域性特征

鲜明的艺术形式囿于传播渠道单一难以突破时空壁垒，

刺绣纹样蕴含的族群记忆、木构建筑暗含的生态智慧等

深层文化信息亟待转化为可感知的公共文化资源。

1.2  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与文化真实性保障
人工智能介入非遗保护的伦理命题源于技术逻辑与

文化基因的深层碰撞，数字工具对传统技艺的解构性解

析可能割裂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语境，当算法将动态传

承体系转化为静态数据模型时，文化表达中不可编码的

感性经验面临消解风险。技术开发者往往基于普适性标

准设计数据采集框架，忽略地域性审美范式的独特性，

标准化处理过程易使本土文化符号沦为抽象数字标签，

过度依赖智能生成则可能催生脱离现实语境的虚拟文化

赝品。非遗数字化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精确性与文化模

糊性的张力，机械复制虽能完美复现器物形制，却难以

捕捉匠人指尖的温度与即兴创作中的灵韵，这要求算法

训练必须保留适当容错空间以兼容手工技艺的天然随机

性。文化真实性的维系依赖于传承主体在技术应用中的

持续在场，唯有将传承人的经验判断嵌入机器学习过

程，使数字系统具备理解并尊重文化变异规律的能力，

方能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起有生命力的文化镜像。

2��人工智能技术在非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

2.1  非遗数字化采集与高精度建模
非遗数字化采集依托三维扫描设备对传统手工艺品

进行毫米级数据抓取，纹理映射技术可还原器物表面历

经岁月侵蚀形成的独特包浆质感，动作捕捉系统则能完

整记录传承人制作器具时手腕转动的角度与力度变化，

这些微观动态往往构成技艺传承的核心密码。高精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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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过程中点云数据处理算法自动剔除环境噪声干扰，智

能补全因年代久远导致的残缺纹样，生成的多层级数字

模型既保留物件物理形态的客观真实性，又为后续虚拟

修复提供可编辑的原始数据基底。数字档案库借助语义

标签体系对海量采集内容实施智能分类，关联性检索功

能使研究者能依据工艺流派、地域特征等多维度条件快

速定位目标资源，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则为分散在民间的

文化碎片建立不可篡改的溯源链条。技术实施时需重点

考量传统匠作工具的特殊性，例如刺绣绷架的木料弹性

或陶轮旋转的离心力参数，这些容易被标准化建模忽略

的变量恰恰是手工温度的物质载体，工程师团队通常需

要与传承人进行数月的跟班记录才能准确捕捉工艺流程

中的隐性知识。

2.2  濒危技艺修复与虚拟复原
非遗技艺的数字化留存依赖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对

工艺细节进行全方位捕捉，红外扫描与光谱分析技术可

完整记录传统器物在制作过程中的物理形变与材料转化

规律，比如古琴制作中漆胎干燥收缩的微观变化、织锦

纹样经纬交织的力学参数等关键信息被转化为可追溯的

动态模型。三维建模技术依据残存实物逆向推演传统技

艺的完整工艺流程，敦煌壁画修复中运用色彩衰减算法

还原矿物颜料的叠加层次，木构建筑榫卯结构的应力分

布数据辅助重建因战火损毁的经典营造案例。虚拟交互

平台将离散的技艺要素重构为沉浸式体验场景，非遗传

承人可通过动作捕捉装置在数字空间演示绝技要领，福

建土楼夯筑技艺的力道控制、徽州墨锭制作的揉搓手法

等抽象经验转化为可视化操作图谱。技术手段与保护实

践的深度融合正在突破传统记录方式的物理局限，使濒

危技艺的抢救性保护从静态存档转向动态传承的可持续

发展路径。

2.3  智能交互式传承系统开发
自适应学习算法根据用户操作轨迹动态调整教学节

奏，当检测到剪纸新手频繁误触图案转折点时，系统自

动插入慢速分解演示并激活触觉反馈模块强化肌肉记

忆。语音识别引擎兼容方言发音特征，允许年长传承者

使用地方俚语讲解工序窍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这些

口传心授的经验转化为结构化知识图谱。开发者需重点

解决文化隔阂导致的操作认知偏差，例如传统大漆制作

中的“荫房湿度感知”在数字界面中需转化为温湿度传

感器的数据联动，但过度量化可能削弱匠人凭经验判断

的直觉智慧。为平衡技术精确性与技艺模糊性，系统保

留手动校准模块供传承人根据实际情境微调教学参数，

使智能辅助始终服务于文化本真性传承而非标准化输

出。学习者在虚拟工作坊中积累的每个针脚力度或拉坯

手势都将反馈至云端数据库，经深度学习模型优化后形

成动态演进的教学资源，这种自我进化机制使古老技艺

在数字载体中保持活态传承的生命力。

2.4  非遗资源数据库的智能化管理
非遗资源数据库的建设需要解决海量异构数据的标

准化存储与跨媒介关联问题，智能分类算法基于多模态

特征提取技术对文本、影像、音频等不同载体的非遗资

料进行自动标引，昆曲工尺谱的旋律走向、剪纸纹样的

拓扑结构等非线性文化信息被编码为可交叉检索的元数

据框架。语义关联引擎通过知识图谱构建技艺传承的时

空谱系，湘绣针法演变与地域迁徙路径的隐性关联、传

统节庆仪式与物候周期的互动规律等跨维度数据形成动

态映射网络。权限管理模块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溯

源与访问控制，传承人可分级授权核心技艺的数字化内

容，苏绣世家的独门配色方案、古建修复世家的独有营

造口诀等私密性知识在保障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实现有限

共享。数据聚合平台打破行政区域壁垒，跨地域的非遗

项目依托统一语义标准形成关联矩阵，潮州木雕与东阳

木雕的技艺流变比较、南北民歌的音律特征分析等研究

需求获得底层数据支撑。

3��推进策略与保障机制

3.1  制定非遗数字化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
文化管理部门应联合技术专家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

框架，针对不同门类技艺特性设定差异化的数据采集精

度阈值，例如织锦类项目需明确经纬线交织角度的测

量误差范围，而口头文学则要规范方言语音的采样频率

标准。技术研发团队在开发数据存储架构时应当遵循统

一的元数据标注规则，为每件数字藏品建立包含传承谱

系、地域特征、工艺流程等维度的描述标签，便于后期

跨平台资源共享时保持文化语境的完整性。伦理审查委

员会需定期对数字化成果进行文化适配性评估，重点核

查智能修复过程中是否保留手工技艺的随机性美感，防

止算法优化过度追求形式完美而消解传统美学的质朴特

质。日常操作手册中应细化传承人在技术应用各环节的

决策权限，特别是在涉及宗教仪轨或禁忌符号的数字复

原时，必须建立双重复核机制确保文化敏感信息得到妥

善处理。标准更新机制保持与技术演进的动态平衡，当

新型传感器能捕捉陶艺拉坯时的肌肉微震颤数据时，相

关测量规范需及时扩充生物力学参数采集章节。基层保

护单位在执行标准过程中积累的常见问题，例如偏远地

区网络不稳定导致实时数据上传失真，应形成案例库反

馈至标准修订工作组，推动技术规范与实际操作场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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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耦合。

3.2  搭建“传承人-技术专家-政府”协同平台
传承人群体长期积累的实践智慧能为技术研发提供

文化逻辑校准，苏州缂丝老艺人对手工纬线密度的经验

判断可修正机械臂编织参数设定，泉州南音传承人对

润腔技法的感性认知能优化声纹分析模型的采样维度。

技术专家团队需在田野调查阶段介入非遗项目，将传承

人描述的制作禁忌与仪式规程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操作

变量，浙南木活字印刷的选材阴干周期、苗族银饰锻打

中的火候观察口诀等传统知识被编码为可迭代的算法规

则。政府部门应完善跨领域协作的激励政策与评估体

系，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传承人参与技术测试，建立技术

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数字化成果进行文化适配性认证，传

统营造技艺的数字化图纸开放共享需同步制定匠作口诀

的保密分级制度。教育机构可开发融合地方知识的技能

培训课程，邀请传承人担任技术团队的实践导师，使青

年工程师理解漆器阴房湿度控制与材料收缩率的关联

性，培养既懂文化基因又掌握技术语言的双向人才。

3.3  完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课程中嵌入智能技术应用

模块，例如将古法造纸工序分解为可量化的力学参数分

析单元，让学生在掌握传统抄纸技巧的同时理解三维建

模技术的介入节点。科技企业应当开放技术中台为非遗

传承人提供低代码开发工具包，使其能够自主设计适合

本门类技艺的数字化采集方案，这种知识反哺机制有助

于弥合技术供给与文化需求之间的认知鸿沟。基层文化

馆站定期组织传承人与数据工程师的联合工作坊，通过

实操演练将刺绣纹样的意象表述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矢

量图生成逻辑，在此过程中双方逐步建立共同的技术美

学评判标准。继续教育体系需要设置动态更新的微课程

资源库，当新型光谱分析技术应用于壁画颜料成分检测

时，相关操作教程应于季度内同步至传承人的移动学习

终端。人才认证机制应当增设技术应用能力评估维度，

对能够熟练运用智能设备记录并解析本门技艺核心要领

的传承人给予专项技术津贴激励。

结语

非遗保护的底层逻辑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下得以

重塑，文化传承由此从物质保存这一维度被推向认知传

播的全新层面。技术赋能下形成的数字孪生体系，一方

面延续着传统美学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文化

表达的当代形态。行业方面应构建起开放式的技术协作

网络，让算法模型能够深度融入地域文化语境之中，以

此形成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智能传承系统。未来研究应

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传统工艺美学二者的融合边界，

再对文化基因在数字载体里的变异规律展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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