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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乡村非遗数字化研究
 

□ 温   强

[摘   要] 基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非遗面临的困境，阐述乡村非遗数字化建设的意义，借鉴已有的非遗数字化实践经验，提出完善乡
村非遗数字化平台、合理运用数字化媒介、乡村非遗进校园、打造乡村非遗品牌等建议，以期促进乡村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乡村城镇化；乡村非遗；非遗数字化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高速发
展，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乡村城镇化进程日益加
速，城乡格局变化加剧。据联合国估测，世界发达国家
的城镇化率将在2050年达86%，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在
2050年达71.2%。乡村的城镇化建设事关重大，与改善
村民的物质生活、精神诉求息息相关，是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节点。乡村城镇化的快速行进对社会整体
经济有着重大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传统农村经济日
渐式微，这对起源并依托于乡村环境的非遗资源造成极
大的冲击。

1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非遗面临的困境
1.1  非遗相关建筑遭受破坏
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是乡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显著标

志。规划齐整的钢筋水泥建筑如雨后春笋般矗立，大量
“小洋楼”“联排别墅”的涌现直接造成了不少地方
“千村一面”的现象，这种模式化、套路化的建筑规划
对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直
接在村落原址进行新居改建的，不可避免地对那些与非
物遗传承相关的“老旧”建筑物造成大面积破坏。另外
寻觅新址建村则会导致大量“无人村”的出现，短短数
年后只有一堆堆被植物缠绕的断壁残垣，如此境地下对
非遗相关建筑的保护只能是一纸空谈。

1.2  非遗生存环境遭受侵袭
乡村城镇化除了让村民的居所有了显著变化外，其

生活方式也逐渐城镇化，导致以往的传统习俗渐渐无人
遵循。以江西传统戏剧采茶戏为例，这是一种以江西地
域内十多处地名为前缀的地方戏剧，在以往的江西乡村
文化史中具有浓重的色彩。但随着乡村城镇化进程的推
进，越来越少的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去筹办采茶戏。采

茶戏剧团由时常受邀下乡表演逐渐变为仅在年关庙会活
动中偶然一现，生存环境被侵袭的采茶戏正面临逐步没
落、无人问津的境地。

1.3  非遗技艺遭受冷遇
除了建筑居所，村民的生活方式在乡村城镇化的大

潮中也随之改变。村民的市民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村
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生活观念，也淡漠了他们对家乡传
统的兴趣。非遗技艺在他们心中只是个落后的、要长期
辛苦学习的“土玩意”。此消彼长之下，现在的乡村中
还能安心守着传统技艺的年轻人已是少之又少。

1.4  非遗文化内涵遭受削弱
城镇化的乡村受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影响，即便

有些乡村非遗活动还在延续，但早已似是而非。比如在
江西的“烧塔”习俗中，由村民一起用残砖断瓦垒起的
“宝塔”改为水泥浇筑，“烧塔”习俗虽还延续，但以
往那种全村老少聚集搭建的凝聚力，瓦片被烧透形成
红彤彤的美好寓意却荡然无存，其中的文化内涵被大
大削弱。

2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非遗数字化建设的意义
非遗数字化就是通过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

容重新进行排列、分类及制作，并以图文、影音、增强
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形式建立存储数据库，同时具备
数字化交互再现功能的过程[1]。乡村非遗的数字化建
设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乡村非遗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

2.1  降低乡村城镇化的影响
从前文可知，城镇化对乡村非遗带来的影响很大，

数字化技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非遗文化的留存与再现。
例如虚拟占增强现实技术能将非遗活动中的生产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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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颂演绎等动态再现，数字化的乡村非遗传播将不再受
地域、时间、环境、人物等系列条件的限制。

2.2  拓宽乡村非遗的传播途径
传统的乡村非遗传承大都限定在父子、师徒间，这

种单线传承模式在灾祸、学艺不精等因素中飘摇不定，
导致许多非遗走向变异乃至消亡。而数字化大数据的使
用能让有志者轻松查阅非遗相关资料、接受文化熏陶；
还可以通过数字终端自由穿梭于时空的彼岸，以虚拟“亲
临”非遗现场的方式领会非遗精髓、学习非遗技艺。

2.3  激发乡村非遗的跨产业合作
乡村非遗大多时候都被冠以民间技艺的名头，这

种沿着历史长河流传下来的技艺，在当世人们眼中有着
莫大的吸引力。数字化建设能使其以便捷的传播形式展
现，吸引民众观摩、探寻的目光，继而烘托出以乡村非
遗、民间技艺为主题的文创、旅游市场。非遗文化与文
创旅游产业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反哺，共同推动跨产业
联合发展。

3  非遗数字化建设现状
3.1  国内外非遗数字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各国就开始了非遗资源的数

字化建设。如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建立了不少数字化
的非遗资源库，主要包括加拿大铁路史、葛伦·顾尔德档
案库、家谱与家族史、加拿大影像、虚拟留声机等[2]；
法国非遗数字化项目“加利卡”，已经完成了包括14世
纪法国古籍中的1000幅插图和历史事件介绍[3]。我国非
遗数字化建设最早是1998年敦煌研究院对敦煌莫高窟进
行数字化测量和研究；2000年故宫博物院也提出了“数
字故宫”的计划，在构建出的虚拟故宫中展示数字化存
储的建筑及文物[1]；2002年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数字化的多媒体方式展示中
国传统非遗文化精粹；2006年6月9日，“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开通，随后
我国多个省级非遗资源网站开始建立，与高校及科研机
构共同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非
遗数字化建设场景。

3.2  非遗数字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近年来，各省市乡镇在非遗数字化方面的建设已略

有成效，但综观全局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一，对非遗数
字化存在误解，将数字化停留在最初级的图片拍摄、影
音录制、网站建设上，忽视大数据信息、5G技术的冲
击。其二，很多非遗建设单位尚停留在等待政府拨款的
老旧思想上，未在争取民间资本、融资引流上下力气。

其三，只顾着对非遗进行数字化建设而忽略传播，建设
与传播的不对等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极为不利。其四，
许多地区打着申报非遗名录、推出非遗特色产品的旗
号，重商业开发，轻文化内涵，忽略了保护与传播非遗
文化的核心使命。

4  乡村非遗数字化建设建议
4.1  完善乡村非遗数字化平台
数字化平台绝非只是几页与非遗内容相关的网页、

网站，而是一个跨区域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既要
建立与完善非遗数字化网络服务体系，又要融合博物
馆、档案馆、图书馆等公共机构的服务功能。

4.2  合理运用数字化媒介
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呈现出多种媒体形式，乡村

非遗的跨媒介传播成为一种可能。其一，乡村非遗与影
视媒介。将乡村非遗的历史典故、制作工艺以及传承人
的生活周边作为素材用影像摄制的方法将其记录，就像
红极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观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展示、传播。还可以与综艺栏目结合，通过邀请
嘉宾到乡村参与非遗制作，带给观众寓教于乐的感受。
其二，乡村非遗与游戏媒介。网游、手游爱好者是如今
新媒体时代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大多为年轻的受众群
体，他们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流人群，将非遗技艺及
产品与游戏内容融合，通过道具组建、闯关答题等游戏
环节可实现非遗文化对年轻一代潜移默化的影响。其
三，乡村非遗与实体场馆媒介。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使文
物的平面静态展示向立体动态化转变，在实体场馆安装
配置数字化设备，参观者可以在虚拟现实设备的帮助下
进行沉浸式浏览，“身临其境”地领略非遗文物背后的
奥妙，大大增强了非遗文化的感染力。

4.3  乡村非遗进校园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专业机构，无论是依托高校建立

的非遗研究中心还是教学部门，都具备开展非遗数字化
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便利条件。一是专项课题的大数
据分析使科研与实际项目密切结合，成为高校师生参与
乡村非遗数字化研究的一线阵地。二是将乡村非遗中的
工艺品、演艺民歌、说唱鼓乐等项目以数字化形式引入
美育课堂，既提升了学生的艺术审美品位又加深了学生
们对乡村非遗的了解。三是开设非遗文创设计课程，将
非遗文化中的图案、造型等视觉元素经过数字化提炼、
转化为新的创意作品。 

4.4  打造乡村非遗品牌
非遗的活态发展应该符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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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市场开发对乡村非遗活性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打造乡村非遗品牌。以
乡村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合理有序地对特色资源进
行开发，形成具备优势特色的乡村非遗工艺品品牌，以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形式进行活态化发展。第二
种是进行多媒介平台的品牌推广。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便
利，由官方提供或是挂靠官方数字化平台构建乡村非遗
工艺品互联网专卖店，亦可加入淘宝、微店等电商平台
进行推广与销售。同时鼓励非遗传承人推出个人公众
号，通过微博、抖音等网络自媒体获取客户。这种线上
推广、销售模式将大大降低因为乡村边远、交通不便、
信息不畅等不利因素造成的制约。

5  结语
面对城镇化大潮，乡村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应当全面

转换思想，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乡村非遗活性，完善非
遗数字化平台建设，促进非遗品牌跨媒介推广，实现乡
村非遗数字信息多元化的融合发展，使乡村非遗顺应
城镇化大潮步入新时代，实现乡村非遗的保护、传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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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的问题与经验探讨
——基于湛江市麻章区城乡融合调研

 

□ 雷雪姣

[摘   要] 为更好地理解广东省城乡融合的问题与经验，课题组从湛江市麻章区区镇两级政府、村民层面分别调研城乡融合的情况。
本文基于城乡融合的基本认识和调研了解，发现麻章区城乡融合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包括规划问题、土地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社会
治理问题，以此发掘包括城乡融合基础、土地化零为整、基层社区重构等方面的好经验。在问题与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城乡融合，提
出规划引导谋划城乡融合空间支撑、土地集约构建城乡融合动力机制、基层治理带动城乡融合品质提升的思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空间规划；民生；集约用地；基层治理

1  城乡融合的基本认识
1.1  城乡融合的根本是破解城乡二元关系
城乡融合是针对城乡二元关系而言，是从对立走

向融合。城乡融合发展是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更是原
来的城乡空间结构再组织的过程，通过一系列产业结构
转化使城乡地域空间达到高水平的结合[1]，包括要素、
城乡经济、城乡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融合[2]。重塑城乡关系中，城乡要
素融合机制、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城乡融合规划机制、
生态保护机制要创新[3]。城乡融合要促进城乡要素的流
动，实现城乡等值化。贯穿于城乡互动全过程的人口、
土地、资本、信息、技术、生态等要素的流动，是构建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4]。

1.2  城乡融合的重点在于推动乡村振兴
从城乡二元发展到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乡村的发

展一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解决好乡村问题，就解决了
城乡融合的一大半。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内在要求[5]。乡村振兴需推动“人—地—钱—业”耦
合发展，城乡融合是基于空间结构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
的社会、经济、环境全面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
撑[6]。二者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
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
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
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
的多级目标体系[7]。

1.3  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制度弊端[8]，既要破

除长期“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制度路径依
赖，又要逐步改变和破除二元分割的城乡关系，使城市
资源可以流动到农村，真正支持农村农业发展[9]。推动
新时代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主要包括地方政府
激励机制和创新财政支农机制[10]。

2  面临的现状、问题与矛盾
2.1  规划引导作用明显，但村庄规划亟须完善
当前城乡规划对湛江市麻章区的空间引导作用明

显。城镇建设方面，麻章区注重规划，现有规划对于镇
区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新的发展背
景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又需要新的规划支持。

村庄建设方面，目前村庄发展不均衡，村庄规划亟
须完善。各村之间呈现较大的差异，由于很多村庄在不
断建新，特别需要关于宅基地的规划，同时又有很多村
庄都是“空壳村”，亟须村庄规划加以引导。在村庄内
部，存在着某些行政村弱、自然村较富裕的情况，表现
出发展的不均衡态势，也需要进一步引导。

2.2  土地浪费与土地紧缺并存
湛江市麻章区土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镇土地利用

受限，村庄建设用地粗放。由于麻章区的基本农田保护
区较多，城镇扩张的用地不足，但农村空心化严重，土
地浪费现象突出，宅基地管理难。农村宅基地管理总量
以户籍为依据，理论上建新要拆旧，但实际操作中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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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植方面，注重乡土性、低成本树种的选择，
植被恢复与观赏价值并重，以明溪乡土树种为基调树
种，保证植被对当地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增强植物群落
的稳定结构，达到低成本、高成活率、地域性强的整体
绿化氛围；在重要景观节点适当引入绿化常用树种进行
组景种植，创造靓丽的景观形象。

3  结语
基于乡村振兴与山水林田草修复的背景，以明溪县

的鸟类生态保护为基础，并结合明溪县地域文化特色，
探索出基于鸟类生态的生态修复概念性规划，以期达到
鸟类生态保护与经济文化建设同步发展，人鸟共生式
的和谐规划理念，旨在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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