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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1 佛山非遗保护的困境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渐

渐忽略了对中国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现实很多的非遗保

护中，非遗传承青黄不接，难以为继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国内

许多传承千百年的非遗文化出现濒临灭绝的状况。关注度不足，

非遗传承人收入甚少，难以寻找合适非遗继承人等是出现这种

状况的主要原因。尽管国家颁布实施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

护非遗，但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有法无力”始终成为我国非遗

保护的软肋。

佛山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4]。目前佛山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5项，省级非遗项目 43
项，市级非遗项目 101项。虽然佛山市对非遗保护工作加大了力
度，但是目前还是存在许多的不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旧得

不到有效地保护，从而佛山对非遗的保护显得刻不容缓。

1.2 非遗保护需要与时俱进
当前，佛山主要采取以下四种方式进行非遗保护：①人文关

怀与依法管理并重，切实保护非遗传承人；②鼓励和协助非遗传
承人做好档案工作，包括文字、图片、录音、视频等资料的收集和

积累，防止非遗资源的流失；③推动非遗元素与现代生活的融
合，吸引更多的人关注非遗文化；④通过非遗旅游开发，让游客
切身了解和体验非遗。尽管上述的这些方式对非遗的保护和传

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发

展进步，如何创新式地对非遗进行保护以及如何将新技术应用

到非遗保护中显得至关重要。

1.3 佛山非遗产品缺乏宣传及销售渠道窄
由于非遗传承人大多数是老一辈艺术家，知识水平普遍不

高，他们以匠人之心制作出上佳的工艺品，但却不懂得如何去宣

传和销售。当前，佛山非遗工艺品主要的销售渠道是线下销售，

由于产品宣传推广得不到位，再加上线下销售的局限性，使非遗

产品的销量一直不理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运用

其进行线上销售，同时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可以使非遗产品得

到更多地曝光和推广，更有利于非遗产品的销售。

2 虚拟现实技术在佛山非遗保护中的应用
2.1 虚拟现实技术及其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意义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

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不仅能够让体验者通

过虚拟现实系统感受到客观物理世界中所经历的“身临其境”的

逼真性，而且能够突破空间、时间以及其他客观限制，让体验者体

验到真实世界中无法亲身经历的感受[2]。因此，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可以打破传统保护方法的局限性，使静态的得以动态化、三维

立体化呈现，同时也可以为佛山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形

式。通过这种新的保护形式，可以更好地将佛山非遗进行记录、

归档和传播，可真实再现、数字化管理、有效传播和共享佛山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这种沉浸式体验技术更能吸引人们对非遗

的关注和了解。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使佛山非遗一改陈旧之面

貌，让其重新“活”起来，焕发新时代的朝气，亦可避免产生传承断

层现象。

2.2 非遗保护平台的设计思路
佛山非遗保护平台———“匠品”APP主要有两个功能：销售功

能和虚拟体验功能。销售功能主要包括“推荐”“商品购买”“定

制”和“评价”四个功能模块。“推荐”模块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及

历史搜索记录，向用户推荐相关的商品，方便用户购买自己喜爱

的商品[1]。“商品购买”模块可帮助用户购买自己的心仪商品。用
户在了解商品的详细信息后，若想要购买可将其添加进购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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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选购完后可到购物车对商品进行结算购买。“定制”模块可为

用户提供商品私人定制的服务。用户可将定制的详细要求发布

在非遗交流论坛上，等待商家接单，用户可与商家直接建立联

系，方便后续的商品细节交流。“评价”模块是用户查看已有的评

价或者在购物后自己参与对商品的评价。虚拟体验功能可以使

用户沉浸式地体验非遗，更好地了解非遗产品，也有利于非遗产

品的选购。该平台的实现是基于 Android的，系统数据库主要以
SQLite和 MySQL数据库作为数据存储单元，SQLite数据库占用
资源少且性能良好，适合用于本地存储。MySQL数据库体积小、
速度快、总体拥有成本低，适合用于服务器端的系统数据存储。

2.3 虚拟现实技术在佛山木版年画保护中的具体应用
佛山市非遗项目涉及门类众多，包括有佛山木版年画、佛山

剪纸、广东醒狮、粤剧等，下面以佛山木版年画为例，将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于佛山非遗保护中。

2.3.1 原始素材的收集与处理
佛山木版年画创始于明代年间，是中国岭南民俗文化的一朵

奇葩。佛山民间木版年画有手绘、木板套印、木印填色三种风格，

主要用于祭祀、祈福和装饰环境。

为了得到更为详尽的佛山木版年画资料，笔者与项目小组一

同深入调研佛山木版年画，并访谈年画传承人，观看木版年画的

制作并利用数字摄影、三维动态捕捉对制作流程进行数字化采

集、存储。同时，对年画生产地进行实物景观采集[3]。待调研完，利
用 Photoshop等工具进行图形的后期处理、编辑和优化，再将其
进行分类整理。

2.3.2 三维建模
三维建模主要分为场景建模、人物建模和工具建模。场景建

模主要是年画作坊、年画张贴地方的场景建模等，采用 3DSMAX
和 Autodesk Maya结合进行，使得场景体验感较强。人物建模是
木版年画传承人原型的设计制作。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制作目的

是为了复现传统年画设计制作流程、引导体验流程[3]。利用 3D技
术建立人物模型后，根据拍摄收集的木版年画制作视频，可在

3DSMAX中进行动作的调制，使用户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体验到
年画制作的全过程。同时，通过 FLASH制作二维动画的方式呈
现年画的制作过程，可供用户体验学习的参考。工具建模主要是

雕版工具、年画颜料和印制工具的建模。由于雕版的造型需要进

行高精度的还原，因此，可以先用 Autodesk Maya 完成其大致造
型轮廓，然后将三维模型以 OBJ格式导入 Zbrush，配合数位板对
模型进行细致雕刻，可高度还原雕版手工雕刻印记[3]。
2.3.3 木版年画虚拟体验系统应用开发
运用三维软件建模、人物动作捕捉、引擎场景渲染及交互体

验设计等技术，可虚拟生成木版年画制作的情景，通过手机端让

用户参与到年画的制作中来，从而进行人机交互，可“身临其境”

般地体验到年画的制作。该虚拟体验系统的应用开发主要基于

Unity引擎实现，引擎环境的配置在 5.6.x以上版本，使用 Android
6.0 SDK适配移动版本输出。交互功能采用 C#进行编写，在 Vi-
sual Studio IDE中进行调试[2]。

3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佛山非遗保护的现实意义
3.1 创新式的非遗传播方式有利于佛山非遗扩大影响力
在虚拟现实技术的背景下，借助于三维建模等多种技术，可

以增强非遗文化的生动性，同时也摆脱了一维文字和二维影视

资料传统传播方式的枯燥性，从而展示的情景性、交互的趣味性

和非遗文化传播的广泛性也随之增强，有利于提高佛山非遗文

化的传播效果。

3.2 拯救濒临灭绝的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佛山非遗

中，通过三维建模、渲染等技术，可虚拟构建濒临灭绝的佛山非

物质文化遗产原型，并结合其原生时代背景，对其进行环境再

造，可营造出一个虚拟真实的文化场景，从而达到保留濒临灭绝

的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3.3 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经济收入
该 APP可为非遗传承人和人们提供一个交易非遗产品的平

台，也可为非遗产品提供一个可行的销售渠道。虚拟现实技术的

应用可提高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吸引人

们对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同时也可吸引他们购买非遗

产品，给非遗传承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

4 结 语
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可为

佛山非遗保护提供新的动力引擎，给佛山非遗文化注入全新的

活力。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将来必将成为佛山非

遗保护的一种非常重要手段，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势

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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