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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区政策的推进和数字化技

术的普及，安徽古村落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具有巨大潜力。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安徽古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的现状，尝试采用 Unity 3D 虚拟现实引擎整合三维建模、贴图等数字技术，

设计安徽宏村古村落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并探讨安徽地区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的策略和方法，为古村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开辟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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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ncient villages in Anhui i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wing to the regional policies 

and digital technology，the digital con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nhui ancient villages has made some progress，but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displa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nhui ancient villages. Using Unity 3D，3D modeling，mapp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a digital display platform 

for Hongcun village in Anhui is designed，and the methods of digital display are discussed，whi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igital conservation，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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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文

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随着数

字化技术的普遍运用，古村落非遗保护取得了一系

列数字化成果。2010 年 10 月，文化部启动“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为古村落非遗

的数字化建设奠定了技术标准和资源基础。2018

年 4 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的“中国传统村

落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 [1]。2019 年 5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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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数字文物资

源库”“数字博物馆”，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 [2]。2020 年 5 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多部门

印发《2020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再次强调

“要加快建设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字博物馆，

构建乡村文物资源数据库”[3]。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安徽地区加快了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

设。2015 年，安徽开展国家级非遗数字化试点项

目建设，包括程大位珠算、岳西高腔、阜阳剪纸、砀

山唢呐等非遗项目。2015 年 9 月，安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了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数字

化采集专题培训班 [4]，随后成立安徽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博物馆。同时，安徽省文旅厅、建设厅、财

政厅等多部门广泛开展古村落非遗展示活动，将部

分非遗技艺与产业扶贫、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20 年 11 月，首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大会在安徽黄山召开，乡

村振兴及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 + 旅游 +

科技”成为时代发展新课题，也是发展新潮流 [5]。

由此可见，古村落非遗的“数字化”与大众的物质

需求、精神需求紧密结合，互联互通，持续推动古村

落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

基于网络的非遗数字资源，将越来越成为非遗

保存、保护与传承的主要信息源泉与实现途径 [6]。

通过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古村落非遗数字

化展示越来越多样化，传播广度和效力超越之前的

任何媒介。推动安徽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的进

程，非遗工作者们可以将安徽古村落非遗展示与虚

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相结合，尝试通过建立虚拟展示

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安徽古村落非遗宣

传的特色道路。

1  安徽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现状

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指在古村落保护理论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指导下，采用现代化数字技

术对古村落的文化景观、民族风俗和传统技艺等进

行展示和宣传。以古村落非遗项目为核心，以数字

化展示为关键手段，最终目标是实现古村落非遗项

目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数字技术使得许多濒临

遗失的事物重获新生”[7]，数字技术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融合，有利于古村落非遗开辟新的传承道路。

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态展示，是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开展思想道德教

育的重要窗口，也是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旅游产

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式。推进古村落非遗数字化

展示的建设，实现古村落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对提高全民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推动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以及文化生态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安徽针对古村落非遗的项目特征、生存

状态、传播途径等制定了多元的保护传承方案。在

数字化展示方面，安徽文化旅游厅在编制《安徽省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时，

结合安徽非遗保护特点，强调数据库建设、推进非

遗传承人记录工程、组织“非遗 + 直播”活动等，建

设全省一体的非遗数字化平台，实现有序管理和便

捷操作 [8]。2020 年 12 月，中科大先研院联合合肥

市文化馆开发的“AR 安徽非遗”App 上线，这是一

款针对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

用户可以观赏 88 个非遗项目，这是安徽非遗数字

化展示的重要应用成果。

与其他省份相比，安徽省在古村落非遗数字化

展示方面相对滞后，安徽省级层面的数字化展示

平台只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1 例。

该数字博物馆通过网站进行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内

容以非遗项目和非遗传人为主，展示方式包括文

字、图片、视频等，数据库资源匮乏，缺乏统一的组

织管理，导致数字化展示的拓展性不足、展示方式

单调，尤其是用户操作和沟通方面缺少交互性，展

示效果和影响力羸弱。在地方上，黄山市最早开始

收集古村落非遗项目的数字化资源并展示；安庆市

基于当地特色开展传统戏曲项目的数字化资源整

理。但是以上尝试没有充分利用已收集的数据资

源，未发挥数字技术的展示优势，有的地区甚至没

有形成相关的数字化宣传平台。总体来说，安徽现

有的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形式和宣传效果，远远

不能与古村落非遗本身的文化体量和巨大影响力

相匹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

2  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的设计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古村落非遗的数字化展

示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成为古村落非遗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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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的重要方向。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综合性

的集成技术，涉及人机交互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

图形技术以及 AI 智能等多个领域 [9]，它能够借助

计算机平台生成逼真的虚拟世界，让用户实现视、

听、控等综合体验和交流互动。将虚拟现实等数字

技术应用于古村落非遗展示，可以带来突出的效

果，全方面提升用户的体验，与传统展示方式相比，

具有受众面广、重复展示成本低、展示时间自由、破

坏性较低等多种优势。

2.1 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的设计思路

安徽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设计，需要从项目

特点和当地宣传需求出发，结合虚拟现实等数字技

术，实现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的创新，改进当下

展示方式的弊端和宣传效果不足，提升用户在古村

落非遗项目的体验，强化用户的互动性和参与度，

充分体现安徽古村落非遗的文化特征和内涵。目

前，安徽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设计案例较少，技

术标准较低，如采用全景技术制作的“安徽宏村印

象 VR 全景”展示平台，用户可以浏览整个宏村场

景，观看图片、视频，浏览非遗项目等，初步实现数

字化展示效果。但该展示平台也存在明显的短板，

如宏村场景采用 360°全景图片构建，只能带给用

户初级的观感体验和沉浸效果，交互效果和沟通功

能缺失，体验形式单调，难以称之为“VR全景技术”。

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的设计需要发挥虚拟现实

技术的实质，真正地融合视、听、触、控等互动体验

形式。

安徽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设计案例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徽州古村落宏村。目前，宏村非遗项目

的开发程度高、资料收集便捷，利于后期宣传实践检

验。首先，通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案例借鉴，整

理出以宏村月沼湖为中心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

及非遗项目；其次，通过三维建模、贴图绘制、贴图烘

焙等数字技术构建包含物理属性的空间场景，真实

还原宏村场景以及非遗项目展示的要点；再次，通过

虚拟现实引擎和计算机脚本语言架构，建设具有信

息功能和互动功能的宏村非遗展示平台。平台可以

采用多种媒体形态结合多种效果呈现，有效展示古

村落非遗内容的同时，赋予用户更多自由度和控制

权，保证用户自由地浏览操作、沟通互动，提升用户

体验，形成古村落非遗展示宣传的新特色。

2.2 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的设计制作

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的设计定位是建设

安徽古村落非遗的权威数字化展示平台。设计团

队汇集数字媒体、视觉传达、动画以及计算机平台

开发等研究人员，收集整理古村落宏村及非遗项目

的论文、著作等文献资料，参观虚拟现实相关企业

并获得有价值的设计案例、影像资料和设计素材，

通过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总结现有案例的优缺点

和功能集合，为后期的平台搭建和功能设置提供参

考和借鉴（图 1）。

图 1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的设计流程

图 2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设计技术路线

设计团队以虚拟现实数字展示相关理论为基

础，开展数字化展示关键技术和方法的测试，制定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设计技术路线（图 2）。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设计分为四个阶段，包括

信息收集阶段、信息整理阶段、模型制作及数据库

建立阶段、虚拟现实系统实现阶段。信息收集阶段，

实地考察并整理宏村非遗的一手数据资料，采用

三维扫描技术、高清拍摄等获取以宏村月沼湖为中

心的相关建筑、景观、地形等资料。大型景观需要

采用无人机技术配合三维扫描技术采集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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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遗项目采用高清拍摄、手工测量等方式，保

证数据真实准确。收集的数据和图片进行分类整

理汇编，根据单个模型、项目、景观等进行命名编号

（图 3）。

图 3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的数据收集

图 4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的模型制作

核对景观信息、非遗信息等数据后，制作古村

落及非遗模型的平面图和三维模型。在 Auto CAD

软件中根据采集的数据绘制模型平面图，将其导入

3ds Max、Sketch Up 等软件制作三维模型，生成真

实的村落及非遗模型（图 4）。对于一些简单的三

维模型，使用 Sketch Up 软件快速生成，并导入 3ds 

Max 整合，最终形成以宏村月沼湖为中心的三维模

型群，包括地形地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非遗项

目等内容。

图 5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的贴图制作

图 6 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的系统制作

根据三维模型需求，调取现场拍摄的高清图片

和收集的设计素材，使用 Photoshop 等软件分别制

作漫反射贴图、高光贴图、法线贴图、凹凸贴图等

（图 5），将制作的贴图赋予三维模型，检查校对，并

使用 3ds Max 软件进行模型贴图烘焙，确立最终的

模型效果，力求还原古村落的景观场景和非遗项目。

同时，收集并整理非遗项目的音频资料，录制古村

落的景观场景和非遗项目的音频介绍文件等。由

此，综合非遗项目在图、音、影像、动画等多种资源，

形成古村落非遗数字库资源。

运用 Unity 3D 虚拟现实引擎配合 C# 语言进行

展示平台的功能架构，整合功能设置、信息管理、交

互界面等，并将数据库资源导入平台（图 6）。在

功能设置方面，集成浏览、咨询、地图、全景展示、交

流等功能，并设置独立程序模块，为后期扩展功能

预留位置。最后进导出设置，针对电脑、手机、平板

等互联网终端导出应用程序，进行系统测试后正式

对社会发布。

最终设计完成的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

台中，将宏村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显示地图可多层

次浏览、放大，每个区域的非遗项目分布一目了然，

通过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形式全方位展示非遗

项目，尤其是表现宏村非遗项目的三维模型效果，

大大提升了真实感和丰富度（图 7）。宏村非遗展

示平台的体验形式多样，支持街道以及景观的全景

漫游、三维实景，用户可以在场景中自由运动，实现

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和交互，全面深入地体会宏村

非遗的文化魅力。同时，在展示平台设置了社区功

能，用户可在社区里交流沟通，并设置相关的商业

功能，企业和个人可以与当地非遗品牌、非遗传承

人等开展商业合作，深入挖掘宏村的传统价值，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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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当地经济发展。

（1）

（2）

图 7 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

3  安徽古村落非遗的数字化展示 
策略

安徽宏村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的设计，实现

以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为载体的古村落非遗展示

和宣传，该平台可用于安徽古村落非遗的宣传展

示、旅游开发等，后期可对展示效果、策略等进一步 

优化。

3.1 强化非遗展示的沉浸感

从多个角度对古村落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表

达，尤其对于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来说，是超越时

间、空间的展示方式。古村落非遗展示平台需要充

实后台的数据库资源，突出立体化展示效果。目前

安徽省住建和文旅部门已经收集大量非遗项目数

据资料，可以通过省级统筹规划，对数据分类归档，

添加到展示平台的数据库。同时，将虚拟现实与视

频影像等数字技术手段结合，发挥安徽古村落非遗

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如世界非遗项目传统木

结构营造技艺，利用多种数字化技术采集并呈现，

通过动态影像甚至全息影像表现传统乡村民居中

木结构的材料、图案、工序、技艺，并阐释相关的风

俗、传承等，从而更直观地表达相关的历史特征和

人文价值等。

3.2 增强用户的交互体验

古村落非遗展示展示平台还需要增强交互性，

实现用户的多感官体验，突破当前展示平台信息传

达的单向性和交互表达的局限性，通过增加信息交

互功能，实现平台与用户的双向互动。在平台架构

上，发挥虚拟现实的技术优势，实现用户的自由操

控和交互表达，并设置留言、评论、投稿、咨询、收

藏、转载等功能，提升用户的情感交流和情感体验，

增加用户的粘连度，在讨论和交流中加深对传统村

落文化事象的认识 [10]。同时，发挥网络的高带宽

和跨平台优势，设置大规模的用户在线操作交互模

块，选择具有特色的非遗项目，实现多用户的协同

操作、协同参与，深度体验非遗项目的魅力，吸引更

多的用户关注古村落非遗项目，并自觉建立起保护

与传承意识。

3.3 提升非遗的商业价值

古村落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借助线上形式推动

大众欣赏、体验古村落非遗，进而吸引更多人线下

前往古村落，实地参观、旅游、购物等，实现乡村经

济的发展和乡村文化的复兴。随着网络直播、文创

产品的兴起，以及政府对古村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

重视，后期可以在数字化展示中推进 “非遗 + 直

播”“非遗 + 文创”“非遗 + 旅游”等关联产业，提

升非遗展示的商业价值。以古村落非遗文化为核

心，设计一系列商业活动功能，如相关非遗项目的

直播展示、非遗文创产品的销售、非遗项目的教育

培训等，带动古村落非遗的文化消费，提升经济效

益和文化振兴，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此外，在

非遗展示平台与各大线上商店开展合作，开展古村

落非遗文化为核心文创产品设计推广、直播带货

等，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关联发展，助推乡村经

济产业升级。

4  结论

安徽古村落非遗的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原因

包括数据资源庞大、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技术标

准落后等，数字化展示的应用程度和效益仍需进一

步拓展。以安徽宏村为典型案例，通过 Unity 3D 虚

拟引擎综合三维建模、贴图等数字技术应用，设计

完成宏村古村落数字化展示平台，并总结出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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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数字化展示策略。该平台的建立形成安徽古

村落非遗展示宣传的特色，后期仍需要梳理并增

加安徽古村落非遗项目涉及的各类要素、扩展数据

库资源。需要注意，古村落非遗数字化展示与新

技术的结合不可流于形式，应以安徽古村落非遗文

化为核心，整合安徽古村落丰富的非遗资源，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为目的，创新相关的数

字化展示手段和策略，紧跟时代发展，不断优化和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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