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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科技融合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模型构建

文化作为能够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世界各国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是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要内

容，文化生产力也成为当前国家之间主要的竞争优势所在。在大数据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与科技的

融合与利用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趋向，通过对于高新科技手段的运用来促进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进

而推进我国文化产业业态的新发展，以增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竞争力，引领我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化的保护作

为文化继承中的主要工程同样可以融合科学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蕴含着国家与民族庞大的传统文化内容体

系精髓的结晶，最应得到充分的保护，但现有的保护机制无法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利用

当前文化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产业背景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新模型确有必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叶鹏老师所著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研究：基于文化与科技融合视

角》一书便基于当前我国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背景，深入探究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体系以及实现路径，

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具体详实地提出了可供参考与落实的政策建议。

本书论述翔实、逻辑清晰、语言凝练、内容体系化、具体化。全书共分为七个章节，主体内容分别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机制的背景、概念、案例分析、模型构建以及实现方式几方面进行阐述。第一章与第二章的主要内容为基

本背景以及概念介绍，阐述了研究问题提出的背景、学界该领域现有研究的总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有

关概念的界定。第三章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历史沿革、现有成绩以及寻求创新的社会背景三方面分

析了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构建的创新需求。第四章以现有的成功案例作为蓝本，深入探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科技的融合机制。第五章基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角度，从原则与基础两方面探究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机制模型构建。第六章则在前文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化地从驱动模型、实现路径、实现制度与实现

平台四个角度研究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如何实现，提出了相应可行的建议。第七章对整体
研究的结论、不足与展望进行了总结。

该书整体的研究为我们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模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非物质文化保

护机制模型的构建应将保护与创新相结合，从保护对象、保护技术、保护成果三个方面齐头并进。首先，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为保护对象本身应进行系统化管理，从上层建筑上应优化现有的保护管理制度，具体化落实中应加强现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结合现有的学术体系作技术支撑。其次，保护技术应多元化融合发展，利用信息技

术对数据资源进行优化管理，构建非遗保护独特的数据系统，以实现创新保护。最后，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

护形成保护成果的基础上，应加以合理利用，结合各种信息、管理技术与工具将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以

视频、声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加以展示。具体应通过理顺行业管理制度、加强保护的数字化与信息化、拓宽公

众的保护参与并将非遗资源的保护与生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并行，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总之，该书结合了文化与科技，从理论、机制与平台三个角度构建了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并

为其实现提供了相应的可行建议，理论基础扎实，是一本专业性与实践性兼顾的优质著作。

(高倬君，东南大学文化传媒与国际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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