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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时代的到来 ， 我国非物质文化起源地一一乡 间 田野正逐步发展为

信息化乡镇农村 ， 电视网络渐渐取代了 曾经的传统娱乐 、 文艺活动 ， 大部分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正额临灭绝 ，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附的文化空间和传承人也

正在消失 。 如今 ， 作为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 它的生

存也受到 了严重威胁 。 在这个信息时代 ， 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势在必行 。 本

文 数字化手段为切入点 ， 不仅因为数字化手段可 Ｗ实现其表现形式 、 传承人等外

在因素的永久保存 ， 更是因为数字化手段有助于其内涵知识的可视化传播与扩散 ，

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象征中华龙图腾文化 ， 具有历史悠久 、 文化灿烂 、 形式丰富

等特点 ， 不仅 曾是民众喜闻乐道的娱乐活动 ， 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 其传承人屡

次获得国际奖项 ， 艺术经历丰富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理论与

应用研究 已有
一定成果 ， 多集中于表现形式的记录与展现 ， 对于其知识 内涵 、 传承

人的研究相对较少 。 笔者首先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及要素 ， 构建了基于表现

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挡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维度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 ， 然

后针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特征及功能 ，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

系 ， 针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等保护与传承对象 ， 采

用视频拍摄 、 本体构建 、 数字档案等数字化手段 ， 从多维度进行编码抽象 ， 将民间

口传身授的技艺知识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可共享的信息资源 ， 最后采用元数据映

射 、 本体存储技术 ， 将所有的资源整合构建成一个 Ｗｅｂ 展示系统 ， 用户可基于系统

观看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视频 ， 查询关于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知识 ， 查阅 民俗舞蹈

奉化布龙传承人的相关档案 ， 最后提出教学网站 、 网络社区 、 文化产业等相应的数

字化传承对策 。 本文的研巧为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的保护与传承开发 了
一些新的路

径 ， 同时也为其他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提供 了借鉴 。

关键词 ： 奉化布龙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档案 ； 数字化保护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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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中 国地域江阔 、 历史悠久 、 民族众多 ， 拥有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 。 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为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包含传统的艺术行为 、 社会民俗等文化表现形式 ，

Ｗ及这些形式背后的文化空间
？

。 舞蹈作为人类情感的最原始最直接的肢体表达方

式 ， 其表演方式 、 风格特色及其 内容所折射出 的人文价值涉及到民族历史 、 宗教信

仰 、 生活形态 、 风±民情 、 道德伦理 、 审美情趣各个方面 ， 可 １＾ 兑^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民俗舞蹈是狂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合 。 因此 ， 民俗舞蹈的研究能够深入挖掘非

物质文化遗产 中 的舞蹈的 民俗特征 Ｗ及它在民俗活动 中的重要作用 。 但是 ， 由于信

息时代的迅速发展 Ｗ及外来文化的冲击 ， 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特有的地域性 、

传承性及活态性的特点 ， 不少 民俗舞蹈正面临着失传和消失的危险 ， 亟需采取数字

化的手段进行全面的保护与传承 ， Ｗ 固 中华传统文化之根 。

浙江民俗舞蹈奉化布龙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

典型艺术活动 。 奉化布巧起源于南宋时期 ， 为祭祀祈雨之用 ， 到清末明初之时 ， 已

在群众娱乐活动 中广为流传 ， 在抗 日 战争时期 ， 更受到刘少奇 、 周恩来 、 朱德等老
一

辈领导人的赞许 ， 多次为中央首长和 中外人±表演
？

。 但是在科技快速发展 、 外

来文化入侵的今天 ， 它们所依赖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 。 由于掌握奉化布龙的传承者

年事己高 Ｗ及传承断代 ， 奉化布龙这种靠 曰传身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额临灭绝 ， 在

这种情况下 ， 采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保护与传承也就显得十分必

要 。 这种保护与传承方式能够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和完整性 ； 能够体现民

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全部价值 ； 还能够为今后 的科学研究提供珍贵史料 。

现有的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保护方式主要为关于奉化布龙的介绍文字

与表演 图片 ， 涵盖 内 容较少 ， 不能全面保存关于民俗舞蹈奉化布巧的所有信息 ， 也

不利于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有效扩散与传播 。 本文根据 上现状及不足 ， 从表现形

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的多维度 ， 构建全面的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体系 ， 并提出相应的数字化传承对策 。 通过较为全面的信息涵盖 ， 将 民俗舞蹈奉化

布龙的外在形式与 内在知识进行全面保护 ， 采用编码抽象等信息技术 ， 将民俗舞蹈

奉化布龙转换为计算机可识别可共享的信息资源 ， 并 Ｗ生动形象的 Ｗｅｂ 形式进行展

？
杨程 ． 传统文化活动及其空间 的数字保护技术研究 ［ Ｄ ］ ． 浙江大学

，
２ ００ ７ ：３ ２

－

３ ３ ．

？
王月 巧 ． 奉化布龙 ［Ｍ ］ ． 杭州 ： 浙江摄影 出版社 ，

２０ ０８ ： ２ ２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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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弥补 了原有数字化保护的 内容缺失与形式单
一

的缺点 。 用户可通过多元化的 网

络媒体 ， 学习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舞踏套路与表演形式 ， Ｔ解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

产生发展 、 风格特征的知识 ， 知晓民俗舞蹈奉化布龙传承人的技艺经历与传承谱系 。

所 Ｗ ， 多维度的数字化保护体系不仅能够从文化本质进行 民俗舞蹈的记忆保护 ， 更

能Ｗ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进行文化命脉的延续 。

同时 ， 本文针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特性 ， 提出 网络时代的数字化传承对策 。

在多媒体的背景下 ， 将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技艺知识进行可视化扩散与传播 ， 将传

统的乡 间舞台和 田野间的 口传身授置于网络平台 ， 将传统的 民间艺人与爱好者汇聚

到 网络化区 ， 将 日渐衰落的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结合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 突破传统

传承方式的地域限制与对象局 限 ， 为都市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准确的传承途径和

便捷的学习平台 ， 为民俗舞蹈奉化布龙开辟新的传承命脉与发展路径 。

１ ．２ 国 内外研究现状

１ ．２ ． １ 国外研究现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 ， 国外绝大部分都是对元数据标准及数字化

技术方面进行研巧 。 在元数据标准方面 ， 都柏林核必 （ＤＣ ） 是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
一

种文化资源元数据标准 ， 具有格式简单 、 易于使用 、 强扩展力 、 高共享力的特征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元数据标准的研巧是当前该领域研充的主要方向 。 在数字

化技术方面 ， Ｐａｎｒｙ Ｒ 引 进 ２Ｄ 图像采集系统 ， 对模型文物进行匹配 、 归类和可视化 ，

重建文化遗产中的形状复杂的模型文物
＠

。 Ｒｏｎｆａｒｄ Ｒ 等提出基于捕捉及索引 的表演

艺术资源数字化方案
？

。 日本专业舞蹈剧场 自 １ ９９８ 年开始 ， 将舞蹈剧场的实地舞蹈

转换为计算机中 的虚拟舞蹈
？

， 采用运动捕捉技术来记录 日本民族民间舞蹈 。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方面 ， Ｎｏｒ ｉ ｏ 化 ｇ ｉ ｙａ 从网 民 自 主收集 、 上传 ， 官

方数字博物馆建立 ， 移动终端非遗软件的开发等热点的分析 ， 研究 了１ ９８０ 年到 ２ ０ １ ２

年 日 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的趋势 ， 尤其是 日 本地震发生之后 ， 民众 自 发开

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捜集与数字化工作
？

。 Ｃｅ ｌ ｉＥＭ 从科技就业及商业的角度探讨

呼）ＣＭＩ Ｈｏｍｅ ：Ｄｕｂ ｌ ｉｎ Ｃｏ ｒｅ＠Ｍ ｅｔａｄａｔａ  Ｉｎ ｉｔ ｉａｔ ｉ ｖｅ ．

 ［
ＥＢ／ＯＬ

］
．

［
２０ １ ６－

３
￣４

］
－ ｈｔｔ

ｐ
： ／／ｄｕｂ ｌ ｉｎｃｏｒｅ － 〇ｒｇ／ ．

？
Ｐａｒｒｙ 

民 ． Ｒｅｃｏｄ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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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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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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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ｃｄ ｌ ｅ 旦
，
Ｓａｕｒｅｔ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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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ｓ
［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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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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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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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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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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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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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的创新模式
？

。 ＳｈａｄｒａｃｋＫａｔｕｕ 探讨了在网络环境下

非洲髙等学校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的课程 ， 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档案数字化的课程
？

１ ．２ ．２ 国内研究现状

在理论方面 ，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元数据标准问题和数字化技术问题是国 内

学者关注的焦点 。 在元数据标准研究方面 ， 华中师范大学、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

展中也等单位制定了戏曲 、 民歌等屯顷元数据集合 。 ２００４ 年我国开始采用 《博物馆

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 》 ， 对元数据的形式结构和字段指标项分别做出 了具体明确

的规定？
。 在数字化技术方面 ， 吴振东采用动画的形式对福建±楼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数字化记录与推广
？

。 彭冬梅运用数字化图案及数据库技术 ， 探讨 了剪纸图案

的符号库 、 图案库 、 素材库等 ， 开发了剪纸艺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展示

系统
？

。 安邦等提出基于运动捕捉技术的藏族舞蹈数字化方案 ， 采用扫描、 捕捉等运

动技术手段 ， 对藏族舞蹈的动作进行记录与保存
？

。

在实践方面 ， ２ １ 世纪 ｛＾来 ， 我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项 目作为发展互

联网文化信息资源数量的主要策略
？

， 故此部分主要从网络资源调研的角度 ， Ｗ民

俗舞蹈资源库为例 ， 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建设现状进行分析 。 调研对

象为 ： 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 、 专题数据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

络服务体系 ；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髙校 、 科研院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字化保护项 目 。

？
Ｃｅ ｌｉ Ｅ Ｍ

， 
Ｍｏｏｒｅ Ｒ 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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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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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ｈａｄｒａｃｋ Ｋａｔｕｕ

， 
Ｍｐｈｏ Ｎｇｏｑｊｅ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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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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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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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经京 ， 吴巧曼 ． 致字巧物馆资巧建设规范与方法 （人文艺术类 ） 曲 ］ ． 上海 ： 上海科技出巧往 ２００６ ： 巧－

３ ７ ．

？
吴巧东 ． 世界巧质文化巧产福建±楼的巧字化传承研巧 ［Ｄ ］ ． 武汉理工大学

，
２００８ ： ４５

－

５５ ．

？
彭冬巧 ． 面向剪纸艺术的非巧质文化巧产巧字化保护技术研巧脚 ． 浙江大学 ，

２０册 ： ５ ７
－

７７ ．

？
安邦

，
张提 ． 基于运动捕捉技术的巧族舞蹈保护 ［Ｊ ］ ． 西北民族大学学巧 ： 自然科学版 ，

２０巧 （３ ） ： １ ６
－化 ．

？
巧必 勇 ， 徐拥军 ， 张董 ． 嘗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巧字化保护 的模式及实现巧巧研 巧 ［Ｊ ］ ． 挡案学研巧 ，

２０ １ １  （２ ） ：脚－

７４．

３



１＾１
硕 ｉ 学 位论 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表 １
－

１ 各省市民俗舞蹈资源建设现状

区^来Ｍ Ｉ

采集鼓量
Ｉ元巧据 存储格式 ：

化

￣ ￣

化 ｒａ ｚｔｔ柏〇又名级别 日 期属地保护单位关键词专家论证概要传承 文字 图片视
ｎ 林省口林省 图巧馆 Ｓ人专业文献相关新闻


频音频

广西省ｆＳ盖芝 １ ２音乐相关文化遗产简要介绍基本 内容基本特征主要价
＠值历史渊源传承谱系巧危状况保护计划器具文字 围片视

企Ｈ古Ａ传 自名称 申报级别类型属地地域分布语种简介地理环境历
频

湖北省 是貴差５车是
＇

 １ ７史渊源器具传承谱系基本特征主要价值额危状况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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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保护措施保护 内 容保障措施五年计划


浙江省浙化非遗网 ８项 目 简介传承人简介

申法古壬净北盗励
■

名称类别项 目 级别个人资料传承人姓名传承人性别传
４承人出生年份传承人级别 申报地区简介



河北省河北非巧网 １ ４名录名称编号名录类别 申报地区名录简介
￣

ｄｍＷ太原道网 ８

￣

历史渊源表演形式道具用法主要传承人

内蒙古

￣ ￣

全 国文化信息
■

简介起源发展音乐 曲谱唱词演唱动作 图解传承人保护

自治区资源共享工程传承


文字 围片

安徽省非遗网 ７

￣

传承人项 目 级别项 目 类别项 目 批次

福建省證觀 ７级别区域类别 中报单位相关报道

河南省 图书馆 ８

￣

所属分类题名主题词简介数据格式语种相关图片

化 ３５化

￣ ￣

全国文化信息
＂

主要价值传承谱系相关器具基本特征历史渊源项 目 简

Ｉ

资源共享工程
Ｉ Ｉ

介基本 内容分布区域保护计划巧危状况


由 上网络调研可 Ｗ看 出 ， 我国 多个地 区 己经建立起当地的 民俗舞蹈数字资

源 ， 取得 了阶段性的经验和成果 。

１ ．２ ．３ 国 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目 前 国 内外已经开始进行民俗舞蹈数字化保护的研巧 ， 并取得 了
一

定成果 ， 但

还存在 Ｗ下 问题 ：

（
１
）数字化技术规范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

我国 目 前正式公布的 国家级的 民俗舞蹈项 目 共计 １ ７ ６ 项 ， 数字化的 民俗舞蹈只

有 １ ００ 项 ， 可见采集地区并不均衡 。 同时 ， 各地区的 民俗舞蹈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

各异 、 自成体系 ， 难 レッ高效的互通共享 ， 在对其数字化采集与保存的流程化 、 规范

化等方面还需要进
一

步挖掘和整理 。

０ ）数字化保护未能全面展示 内涵知识

现有 民俗舞蹈数字化资源成果的类型 多 Ｗ名录 申报资源的档案库为主 ， 其形式

多 Ｗ 图片 、 文字为主 ， 而具各深度的专题库较少 ， 多媒体库较少 。 民俗舞蹈具有许

多 的隐形知识 ， 包括历史文化的知识Ｗ及舞蹈技术的难言知识 ， 图片和文字难 Ｗ全

面和原态地将这些知识可视化 ， 难 Ｗ达到跨时空跨地域真实传播的 目 的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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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数字化保护未能涵盖到传承人本身

当前 ， 数字化保护多针对民俗舞蹈项 目本身 ， 而忽略 了 民俗舞蹈传承人的数字

化保护 。 民俗舞蹈多 Ｗ 曰头相授 ， 传承人是民俗舞蹈的守护神 ， 是文化得 Ｗ延续的

命脉 。 传承人往往面临年事 己高 、 承袭淑危的境况 ， 如果能够将其本身的信息进行

数字化保护 ， 不仅可Ｗ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范本 ， 也能通过网络媒体拓宽传承对象

的范围 ， 突破本±传承的局限 。 因此需对传承人本身也进行数字化保护 ， 实现全面

多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１ ．３ 研究内容和方法

１ ．义 １ 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研究 目 标是整合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资源 ， 运用 多元化的数字化手

段保护和传承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 不仅为民俗舞蹈奉化布龙实现数字化展示的平

台 ， 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领域提供思路 。 本文划分为六章 ， 第
一

章为绪论 ，

阐述该课题研究的背景和研巧方法 ， 综述国 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概

况 。 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 ，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的简介等 。 第Ｈ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构建 ， 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特性及要素 ， 提出 了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档案的多维数字化保

护与传承体系 。 第四章通过在前文的理论基础上 ， 采用视频拍摄 、 本体构建、 数字

档案等数字化手段 ， 实现了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实例应用 ， 构建了 民俗舞蹈奉化布

龙的 Ｗｅｂ 展示系统 。 第五章提出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传承对策 ， 包括基于表

现形式的教学网站传承 、 基于传承人的网络社交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 的产业传承 。

第六章为总结与展望 。 对本课题的研究做收尾性的总结 ， 及笔者对这
一

课题的后续

性研巧抱有的期望 。

１ ．３ ．２ 研究方法

在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表现形式的数字化方面 ， 本文运用视频技术进行理论探

讨和关键技术研究 。 在文化空间数字化方面 ， 本文运用知识本体技术进行研巧 。 在

档案数字化方面 ， 本文运用扫描 、 录音等技术进行研巧 。 而研巧方法主要运用 Ｗ下

几种方法 ：

（
１
）文献研巧法 。 查阅 国 内 外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 、 民俗舞蹈的

数字化技术规范标准等一些研究论文 ， 为研充提供理论上的框架 。

（
２
）跨学科研究法 。 运用 民俗学 、 社会学 、 信息理论 、 知识表示 、 非物质文化遗

５



硕 壬 学 位论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ＴＨＥＳ Ｉ Ｓ

产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将计算机技术和知识表示理论应用到民俗舞蹈数字化

保护中 。

（
３
）实证研究法 。 本文选择

＂

奉化布龙
＂

作为案例 ， 采用 Ｃ ＩＤＯＣ ＣＲＭ 的概念参考

模型 ， 进行文化空间的知识构建 ， 加强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 。

１ ．４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论文的姐织结构见于图 １
－

１ 。

民巧舞蹈 奉化布龙的 数乎化保护

与 传承 村 巧研兜

ｉ ：：：
２ 相关巧论与技 术

Ｉ［體難 繼龙齡
Ｉ

３ 菲物质文化遗产数宇

Ｉ

化保护 与传承延装冉击

巧呢屯式文化 ５
？

１４巧承 、巧亲

４吉品３石是吝爭花
－

品
…

府阳实例研化

规姑机巧史化巧班本化巧理粗乎巧 交巧雄

； 

一

＼ ｉ
■

ｉ ｉ ［

岳及准 禹 ｊ

本沐构皿 控朵《务
］

ｉ ；

＼ ＼ Ｉ
Ｓ在实曲＿

＞ ！ 本味巧巧 Ｉ？＿ ＾

巧塞巧字化
Ｉ

＇

Ｉ ＪＲ 期灶设 ： 本Ｗ々 巧化 Ｘ 泣巧
Ｉ



 ｉ Ｊ Ｉ

民俗 巧奶 舉化化 龙 Ｗ ｅ ｂ峽示 系巧

Ｉ

５ 民搭巧巧 鉴化化 龙的巧字化巧

术对巧研 化

总巧 勺 惦望

图 １
－

１ 论文的姐织结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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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论文的創新点

第
一

， 本文在理论研巧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 ， 提出多维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 ， 包括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档案 ， 比较全面的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原态保存与传承 ，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思路。

第二 ， 本文Ｗ民俗舞蹈奉化布龙为例 ， 运用数字化手段 ， 实现奉化布巧的表现

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档案的数字化 ， 同时 ， 将异构形式的舞蹈视频 、 传承人档

案与奉化布龙的知识本体结合 ， 构建了基于数据库的数字化展示平台 。

第Ｈ ， 本文最后提出网络时代的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传承对策 ， 为其他

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学习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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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相关理论

２ ． １ 非物质文化遠产基本巧念

２ ．１ ．１ 非巧质文化逸产的内巧

＂

遗产
＂

（ ｈｅｄ ｔａｇｅ ） 起源于拉下语 ， 意为
＂

父亲留下来的财产
＂

。 ２０ 世纪下

半叶后 ， 它的外延扩展到
＂

当今世社会的继承物
＂ ０

。 在各国文化软实为竞争的局

面的国际格局中 ，

＂

文化遗产
＂

应运而生 。 １ ９５０ 年 日本 《文化财保护法 》 将文化遗

产分为
＂

有形文化
＂

和
＂

无形文化
＂

。

＂

有形文化
＂

是指建筑物 、 绘画 、 典籍等有

形文化载体 ，

＂

无形文化
＂

是指戏剧 、 音乐 、 工艺技术等无形文化载体 。
． 从本质上

讲 ， 无形文化应该是触摸不到的 ， 没有固定形态的 ， 也就是说具有非物质性 。 这里

的非物质性并不是指与物质毫无关联 ， 是指在与物质层面相对应的精神层面上的
＂

非物质
＂

。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广义和狭义的 内涵 ， 前者是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

产是先人生产和生活中产生并传承下来的总称 ； 后者是指国际组织和每个国家应当

对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进巧保护 。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中有如下定义 ：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指被各社区 、 群体 ， 有

时是个人 ， 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化会实践 、 观念表迭 、 表现形式 、 知识 、

技能Ｗ及相关的工具 、 实物 、 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

。

２ ．１ ．２ 非巧质文化适产的类型

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 是 目前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分类的最广泛、 最权威的文件 。 该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 ：

一

，

口头传统和和表现形式 ；
二 ， 表演艺术 ；

Ｈ ， 社会实践 、 仪式 、 节庆活动 ； 四 ， 有

关 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 ； 五 ， 传统手工艺 。 ２０ １ ４ 年国务院颁布的＜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 、 传统音乐 、 传统舞蹈 、

传统戏剧 、 曲艺 、 传统体育 、 游艺与杂技 、 传统美术 、 传统技艺 、 传统医药 、 民俗

十大类别 。 本文研巧的民俗舞蹈即是传统舞蹈中与民俗联系最密切的组成部分 ， 涉

及到舞蹈与民俗两种类 目 。

？
苑利 ． 文化巧产与文化迅产学解读 ［ＪＬ 江西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５ （ ３ ） ： １２７
－巧５ ．

？
１获合国教科文组奶 保护非巧质文化巧产公约 圧Ｂ／化 ］ ．

［２０ １６
－

３
－

４ ］ ． ｈｔ ｔｐ ： ／／ｕｎｅ ｓｄｏｃ ． ｕｎ ｅｓｃ ｏ ． ｏｒｇ／ ｉｍａｇｅ ｓ ／００ １３／０（Ｕ３ ２５ ／ｌ ３巧 ４０ｃ ．

ｐｄ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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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３ 文化空间的巧念

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灵魂所在 。 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实施中 ， 文化空间是出现较为频繁的主题 。 ２００ ５ 年 ３ 月 ，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
， 文化空间被定义为与各族人

民世代相承的 、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场所 ， 即定期

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 （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具有很强的
＂

地方性
＂

， 是
一

种涉及到时间 、 地域 、 历

史 、 文化等的地方性知识 。 地方性知识是与普适性知识相对应的一个学术概念 ， 是

指在
一

定的情境 （ 如历史的 、 地域的 、 民族的 、 种族的等 ） 中生成 ， 并在该情境中

得到相关人群确认 、 接纳和推广应用 的知识体系
？

。

＂

地方性
＂

不单指特定的地域 ，

还包括在特定的环境中生成的文化与价值观 。 例如 ， 我国 的地域按照生态环境可 Ｗ

分为农耕生态文化区 、 畜牧生态文化区 、 高原耕牧生态文化区 、 渔猎采集生态文化

区 。 农耕生态文化区的 民俗舞蹈多表达出对大地凝结着的深厚感情 ， 舞蹈动势呈下

趋势 ， 姿态 １＾腿部屈蹲较多 ， 舞蹈的节奏沉稳 ， 。 畜牧生态文化区 的 民俗舞蹈动作

多 Ｗ模拟雄鹰展翅、 烈马奔腾为主 。 高原耕牧文化区的 民俗舞蹈多热情奔放 ， Ｗ腿

部为主要舞蹈动作 。 渔猎采集文化区的社会相对较为原始 ， Ｗ模仿动物植物为主 ，

具有狩猎民族的特征 。 因此 ，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与传承中 ， 文化空间是

其中必不可少的研巧 内容 。

２ ．２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简介

奉化布龙是浙江省奉化市的汉族民俗舞蹈 。 因起源于奉化而得名 ， 是全国很有

影响的代表性龙舞之
一？

。 奉化布龙是
一种龙形道具 ， 传承者举着龙形的道具 ， 根

据传说中 的龙的行动风格 ， 在铁鼓配乐下进行舞蹈 ， 俗称
＂

滚龙灯
＂

。 奉化布龙的

套路数量居中 国龙舞之首 ， 舞龙动作多变 ， 己成为国际体育舞龙比赛的参考标准 ，

成为集艺术 、 体育 、 民俗于
一

身 的文化活动 。 奉化布龙起源于 ８００ 多年前的汉代 ，

最初的功能是祈雨消灾 的敬神活动 ， 后 由于深受民众喜爱 ， 发展为每逢元宵春节等

节 日 的 民 间活动 ， 具有充沛的艺术感染力 ， 舞姿流畅 、 风格特别 。 奉化布龙的长度

有九节 、 十二节 、 二十四节不等 ， 材质 由布面构成 。 在舞龙过程中 ， 舞龙师一人持
一

节 ， 配 Ｗ锡鼓伴奏 ， 形式优美 。

奉化布光 曾获多项殊荣 ， １ ９９ ０ 年 ， 奉化布龙作为浙江省著名 的 民俗舞蹈 ， 被 《 中

国 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浙江卷 ） 》 收录 。 １ ９９６ 年 ， 奉化市经过文化部的评定 ， 获得

？
闲如 良 ，

汪胜华 ， 梅雪 ． 非物质 文化遗产 的文化空 间分级保护初探 ［Ｊ ］ ． 商业时代
，

２ ０ １ ０ （ ３ ） ： Ｕ １ ２ ．

？
安富海 ． 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 Ｊ ］ ． 当代教育 与文化 ，

２ ０ １ ０
，２ （ ２ ） ： ３４ ４ １ ．

？
王月 暧 ． 奉化布龙 ［Ｍ ］ ． 杭州 ： 浙枉摄影 出版社 ，

２ ００８ ： ６ ７ ６ ９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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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民间艺术 （布龙艺术 ） 之乡
＂

的称号 。 ２００５ 年 ， 奉化布龙经浙江省政府评定 ，

收录进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 ２００６ 年 ， 奉化布龙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评定 ， 收录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２王１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历史巧巧

自古中 国汉族就有龙图腾崇拜的信仰 ， 加之各朝代统治者的一统天下的皇权文

化的渗透 ， 人们敬龙 、 好龙之风尤为昌盛 ， 人们相信龙能够呼风唤雨 、 庇佑消灾 ，

龙的出现代表了风调雨顺的平安 、 至髙无上的尊贵 、 人定胜天的意志Ｗ及呼风唤雨

的权力 。 民间艺术大多起源于人们美好的想象与愿望 ， 舞龙便是人们把对龙的憧情

实践于现实生活之中 。 自从汉代起 ， 人们开始舞龙 ， 最初舞龙的 目 的是为了祈求神

龙保佑风调雨顺 。 到了唐宋时期 ， 舞龙这项活动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 后来经过人们

的智慧 ， 増加了锡鼓 、 唱词 、 武术等元素 ， 又对舞龙受的服饰、 布龙的制作加Ｗ丰

富 ， 后来使舞巧发展为集民俗娱乐及表演技艺于一体的活动
？

。 据现有史料记载 ，

浙江的奉化龙舞起源于南宋时期 ， 距今已有 ８００ 多年的历史
？

。 奉化布龙在史料中

有不少相关记载 ， 并且经历了 多次获奖 ， 具体历史事件如表 ２
－

１ 所示 。

？
师小ｇ ． 关于舞龙运动历史巧巧的探巧 ［Ｊ ］ ． 巧京体育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６
， （５ ） ： ７４

－巧 ．

？
王俊奇 ． 论中 国

＂

巧龙
＂

的形成与发展一兼论
＂

手举舞龙
＂

的起源 ［Ｊ］ ． 体育文化导刊 ，
２００７

｜ 巧 ） ： ２３
－

２４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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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奉化布龙的历史事件

时巧历史事件

南去 《 宝皮四邸忘 》 巧雪黄山
＂

隐涅
＂

条下记载 ：

＂

隐望县西化五十里 ， 受居两岩之下 ， 巧岩相抗 ，

壁立数百彻 ， 伯化窥天 － 巧如数尺 。 須泉如练 ， 循

南去崖而莲 ， 化寒石苦 ， 昔人毛骨 。 每适亢旱 ， 待頁涅 ，

有小蛇出爱 ， 强店如响 。
＂

南宗诗人楼巧巧 《 隐受 》 云 ：

＂

中有邸龙君巧押 ，



有时平地起风雷 。
＂



开巧著名诗人巧表亢 （ 奉化人 ） 有 《 观村中巧雨 》

乃巧诗 ：

＂

西村度龙归 ， 东巧盾龙出 ； 西巧雨巧巧 ， 东



村犹曰出 。
＂

（ 《 刹源集 》 卷二十 ￣

ｂ ）


为皮巧抗曰巧争化利 ， 奉化幸亦了全县龙舞大赛 Ｉ

養加的舞龙化有 １ ０８ 个之多 ， 争奇斗巧 ，

一比言低 。

１ ９４６ ＾ 陈世巧为龙头手的条宅布龙技压巧巧 ， 夺得 了标



有
＂

法龙法现
＂

四字的辅巧一面


正月巧二 ， 条宅村舞龙化在陆世巧甫鋪下到袭 口舞

龙 ， 适逢落介石巧蒋经国巧漠口巧家度假 ， 落介石

１ ９４ ７ 年 自巧宣欢龙舞 ， 听到运一消息后 ， 语廉人湛请条宅

丰４舞龙化到自 己巧居
＂

丰洁房
＂

进行表巧 ， 由蒋经



国夫人蒋方良结了富巧 。



２ 月 ， 奉化布龙養加浙江省第一属民间音乐舞蹈会

：寅 ， 盖动省城 。 ３ 月 ， 魯加全国会演 Ｉ 霖化巧演出装 ．

接菅到中南巧为 中央首长巧中外人±亲巧 ， 得到如
＾少奇 、 周恩来 、 未德等老一装巧导人的搜许 。 随后

由 中国青年艺术团苦化节目魯加了第五届世弄育年



Ｉ 联巧节 ， 霖Ｚ等裝 。


２ ．２ ．２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艺术特征

形 、 舞 、 曲Ｈ部分组成 了奉化布龙的表现形式 。 形 ， 是指 彩色织布为主 、 竹

木为辅的材料 ， 制成楠栖如生的布龙 。 舞 ， 是指舞龙队员运用跳跃 、 翻腾 、 滚动 、

伸展等姿势 ， 舞 出龙翻云覆雨 、 气势如虹的姿态 ， 彰显 出人类人定胜天 、 敢于 同天

斗争的美好愿望和豪迈气概 。 曲 ， 是指舞龙过程中或缓慢 、 或激越的舞蹈音乐 ， ｔＡ

锡鼓为主 。

舞得灵活 、 转得圆满 、 速度疾快 、 套路多变 、 形象逼真是奉化布龙的显要艺术

特征 。 舞龙的关键技巧是手脚并用 、 人龙合一 ， 人动龙转 、 收尾相通 。 根据传说中

龙的性格特性 ， 汉族人民设计出 了变化多端的舞姿套路 ， 基本套路有游龙 、 盘龙 、

跳龙 、 戏龙 、 滚龙 、 翻龙等 ， 基本套路有盘龙 、 挨背龙 、 龙抓身 、 左右跳 、 龙搁脚 、

龙脱壳 、 套头龙等 ２ ７ 种 ， 基本手法有横 Ｓ 形之
一

、 横 Ｓ 形之二 、 左右轮龙 、 左右

横平 、 横摆龙等 ５ 种 。 同时 ， 汉族民间艺人通过 自 身的智慧 ， 设计出形态纷呈的躺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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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的滚舞技巧 ， 让龙在空中地上盘旋飞腾 。 所有舞蹈动作都随着龙的游动进行 ，

舞者动作矫健 ， 而且 由于龙身轻 ， 舞龙高潮之时 ， 只见龙在空中翻腾 、 人在地上飞

舞 ， 配合铁鼓的伴奏 ， 现场声势浩大 ， 仿佛神龙云中独步 ， 令人屏气凝神 、 叹为观

止 ， 给观众留下
＂

活龙活现
＂

的震撼 。

２ ．２ ．３ 民俗舞蹈奉化巧龙的功能

（ １ ） 保佑孩子

中 国 的父母具有典型的
＂

望子成龙
＂

的也理 ， 浙东
一

带尤为明显 。 人们见到布

龙 ， 首先会抱着孩子钻龙肚 ， 摸龙角 ， 为孩子祈福 。 人们认为孩子钻 了
＂

龙 口
＂

、

摸了龙角 ， 就可 Ｗ増幅加禄 ， 像龙一样聪明伶倒 、 长命百岁 、 出人头地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 ３ 日 ， 奉化周家村 ２ ７ 节布龙在宁波慈溪市参加首届农民艺术节期间 ， 到处都有

成群结队的妇女抱着孩子抢钻
＂

龙口
＂

， 争摸龙角 。 有人还把布龙头上的龙须也拔

去做药 ， 传说可Ｗ治小孩的疑难杂症 。 由此可见 ， 在民众屯中 ， 奉化布龙寄托了他

们对保佑孩子的美好愿景 。

（ ２ ） 安宅辟邪

在浙东
一

带 ， 凡是新屋造起之后一定要舞龙 。 布龙进屋之后 ， 先盘屋柱 ， 表示

龙神 已经进驻此地 ， 再在道地或院子里舞全套动作 ， 表示此屋已受龙神庇护 。 全套

动作 中最主要的是
＂

辟四 口
＂

， 在古代 ， 人们认为不吉利或不干净的坏东西都藏在

角落里 ，

＂

辟四 口
＂

的意思就是每
一个角落里辟过四 口 ， 把危害家宅安宁的坏东西

赶走 ， ， 这座房子就可百无禁忌 、 万事大吉 。 由此可见 ， 奉化布龙是当地人乔迁新

居的重要习俗。

（ ３ ） 渔民龙俗

浙江奉化地处沿海 ， 部分渔民靠海为生 ， 最怕天气风雨突变 ， 所 对布龙尤为

敬重 ， 新船造起犹如新屋建好 ， 必请布龙到船上舞动 。 因船下面是海水 ， 晃动得太

厉害 ， 舞龙不安全 ， 布龙只作象征性的盘旋之后 ， 盘成塔形 ， 然后 由船主人抱住龙

头许愿 ， 请龙王保佑这条渔船出海风平浪静 、 平安无事 、 满载而归 。 最后布龙下船 ，

在岸上舞全套动作 ， 其意义是 向神灵献礼 ， 为渔人祈祷 。 由此可见 ， 奉化布龙是当

地渔民的精神信仰之一 ， 代表 了渔民渴望风调 雨顺 、 平平安安的美好愿望 。

２ ．２ ．４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传承现状

尽管奉化布龙 曾经有过许多的光环 ，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快速发

展 ， 民俗舞蹈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在笔者的实地调查 中发现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的发展陷入 了瓶颈期 ： 舞龙手数量锐减 、 舞龙手年龄老龄化严重 、 舞龙手仅重视舞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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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技巧 ， 导致文化断层 、 人才紧缺 、 缺乏创新 、 传承困难等等 。 随着信息化新农村

的建设 ， 家家户户配各 了 电视机 、 电脑 ， 从前村头巷尾的歌唱舞蹈的娱乐方式渐渐

被网络媒体所取代 ， 奉化布龙赖 ；＾生存 、 发展的 民间基础发生了改变 ， 舞龙的机会

越来越少 ， 往年
＂

村村舞龙 ， 乡 乡舞龙
＂

的盛况不再出现 。 根据笔者的采访 ， 在浙

江奉化所管辖的 ３ ５４ 个行政村中 ， 只有 １ ５ 个村 （社区 ） 的村民组织了舞龙队 ， 占

总数的 ４％ ， 舞龙队也 由 Ｗ前的上百条减至现在的 １ ７ 条 。 奉化现有舞龙艺人 １ ２２ 名 ，

包括 ８０ 名男性和 ３ ３ 名女性 。 奉化布龙舞龙艺人大多年事 己高 ， 具体年龄分布如图

２
－

１ 所示 。 如果不及时进行数字化传承 ， 奉化布龙很可能面临传承断代的危险 。 同

时 ， 现有的传承方式多为师徒的 口传身授 ， 送种传承方式具有传承范围小 、 传承对

象少 、 传承效率低的缺点 ， 不利于奉化布龙的扩散与传播 。 在这个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的时代 ， 有必要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奉化布龙的保护与传承 ， 重振奉化布龙的昔

日风采 。

巧岁 Ｗ下 －



（ １０Ａ ）

图 ２
－

１ 奉化布龙艺人年龄分布图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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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研究

３ ． 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素分祈

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产生和流传于前人的生产和生活中 ， 根据定义 ， 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主要有 ；

（ １ ） 时间 （ｗｈｅｎ）

此处的时间是具有事件性或者周期性的 ， 也可Ｗ说是某种特定文化事件举行的

时间 。 比如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 它的时间就是事件性的时间 ， 当有人乔迁新居 、 或

每逢元宵的时间就是奉化布龙发生的时间 。

（２ ） 地点 （ｗｈｅｒｅ ）

此处的地点分为两种 ，

一是指某个物理场所 ， 该场所是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集

中展现 ， 这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的 ；
二是指古迹或者标志物 ， 仍有看得见摸得着的

物质残留的地方 ， 这是从文化遗产角度来看的 。

（３ ） 文化渊源 （ｗｈｙ ）

文化渊源由生活习俗 、 宗教信仰 、 自然与地理环境共同构成 。 由于地域 、 气候

等因素的原因 ， 人们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 ， 因此也有着不
一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渊

源 。 比如靠海为生的渔民多信仰妈祖 ， 靠地为生的农民多信仰 ；ｔ地神 ， 宗教信仰是

人们所认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 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灵魂基础 。

（４）传承人 （文化空间的 内核 ） （ｗｈｏ ）

传承人事空间文化的 内核 ， 他们掌握着珍贵的技艺和传统文化 ， 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继承与传播是通过传承人的血脉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 ， 使得传承人的思想文焕

与技艺得Ｗ延续 。 传承人之中不乏杰出 的继承者 ， 这些继承者具备着将中华民族和

时代文化推向历史的髙峰的潜力 ， 所Ｗ说传承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代表和重

要组成部分 。

巧 ） 表现形式 化Ｗ）

一

种观念的表达方式有多种 ， 有语言的 （包括唱词 ， 旁 白等 ） ， 身体的 （包括姿态 ，

眼神等 ） ， 行为的 （起舞 ， 武术等 ） ， 礼仪的 （鞠躬 ， 跪拜等 ） ， 宗教仪轨的 （盘坐、 坛场等 ） ，

器物手段的 （巧映 、 红绿灯等 ） ， 其中当然也有互相交叉的部分
？

。

其中 ， 时间 、 空间 、 文化共同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

文化空间
＂

， 揭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 内涵 ， 表现形式和传承人是表现文化空间的物质载体 。 因此 ，

？
张博 ， 非物质文化巧产的文化空间保护 ［Ｊ ］ ， 青海社会科学 Ｉ ２ ００７ （ １ ） ： ３ ３

－

３６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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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 如图 ３
－

１ 所示 。 本章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体系是依据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的多维度来构建的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索

Ｉ Ｉ

传承人 文化空间表现方式

Ｉ

— 姓名
Ｉ



１



＾
语言 （Ｗ 、睛 ）

— 性别 时间地点文化内涵
一 身体 ㈱ 、 化＇ 巧＊ ）

— 疫贯 活动前
＿

屋内一生态环巧
＿ 行为 （拥 、 献等 ＞

一一 民族一 活动中屋外一

宗教信仰
一 礼仪 （《保 ＊６穿等 ）

；
一活动后

—

生活习俗一 宗教仪巧

（始、 运巧 ． 麟罗 ． 手宙等）

——器物手段

娜 、 狂觀等 ）

图 ３
－

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

３ ．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特性分析

Ｍａｘ ． 比 Ｂｏ ｉ ｓｏ ｔ ｚ 为了梳理实物与知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 提出 了信息空间的

理论
？

。 信息空间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体系中的生产和传播 、 数字化

采集等技术流程 。 它 由兰个维度与四个典型区域共同构成 ： Ｈ个维度包括了编码维

度 、 抽象维度和扩散维度 ； 四个典型区域包括了采邑区 、 宗族区 、 官僚区和市场区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实质是信息的处理与流通过程 ， 上述维度与典

型区域能够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信息知识的流动与处理的基本特性 。 因此 ， 本

部分借鉴信息空间的概念 ，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的研究提供理

论支撑 。 信息空间理论中的信息空间框架由Ｈ个维度 （ 即编码、 抽象 、 扩散 ） 共同

搭建 。 其中 ， 编码是指采用一定的形式 ， 将客观的现象或者主观的经验Ｗ某种方式

进行展示 ； 抽象是分析 、 搭建展现形式的基础架构的过程 ； 扩散是指将经历过Ｗ上

两个环节的信息 ， 传播至
一

定受众中的过程 。 在信息空间中的四个典型区域采邑 、

宗族、 官僚和市场分别存在于模型中的不同位畳 ， 信息通过不同的性质和形态分布

在这些不同位置 。 因此 ， 分析信息空间理论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就是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特征和表达形式进行研巧 ， 实质上还是
一

种信息在各个空

？
谈 国新 ，

孙传明 ．信息空 间理论下 的非物质 文化巧产数字化保护与传巧叫 ．西南 民巧大学学巧 （人文社会科学

版 ） ，
２０ １３

，
３４间 ： １７９

－

１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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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进巧编码 、 抽象和扩散的过程 。

市场

编

码
）

宗族

抽象

图 ３
－

２Ｍａｘ ． 比 Ｂｏ ｉ ｓｏｔ ｚ 信息空间模型

（ １ ） 
Ｈ维空间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特性

信息空间的编码 、 抽象 、 扩散Ｈ个坐标轴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

传承的Ｈ维空间 ， 表示在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收集 、 记录 、 编码、 抽象 、 存储 、 扩散 、 创新的各个流程 。

其中 ， 编码维空间主要涉及信息被编码的深度 ， 把文本 、 音频等转化为数据的形式 ，

达到彼计算祝识别并展现的 目 的 。 抽象维空间主要涉及对已完成编码的信息的归纳

与整合 ， 处理过程包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为结构化的知识 ， Ｗ及实现用户所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构建 。 并且 ， 抽象的深度越深 ， 信息具有越高的共性 ， 越

容易为各个层次的受众所分享 。 扩散维的发挥主要依赖于编码维和抽象维所法到的

程度 ， 主要是衡量知识在可视化形式下的传播效率和传播范围 ， 包括受众了解 、 学

习和接纳等方面 。

（２ ） 典型区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特性

在信息空间 中的采邑区 、 宗族区 、 官僚区和市场区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俱护与传承具有不同的特性 。

采 邑区 ：采邑 区在信息空间 中 的位置距离原点最近 ， 该区域是信息空间 中其他

区域的信息传播源 ，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 ， 传承方式基本上依靠 口传身授 ，

十分单
一

， 故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冲击 。 该区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 ， 是最

富有创意的区域 ， 但若不加大保护力度 ， 现任传承人随着时间逝去 ， 这些宝贵的文化

将巧临灭绝 。 因此 ，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必须Ｗ采邑区为首要保护对

象 ， 再由采邑区外扩至其他区域 。

宗族区 ：宗族区在信息空间 中的位置是右下方 ， 宗族区的受众具有髙共享性、 相

似需求与爱好的特征 ， 在这种环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仅存于该区域的受众 ，

所Ｗ传播范围相对较小 、 生存状况较好 。 在信息空间中 ，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

集中于采邑区和宗族区的特征 ， 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 ， 宗族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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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更顽强 ， 不易被外来文化冲击 。

官僚区 ： 官僚区在信息空间 中 的位置是左上方 ， 官僚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具

有一定的阶级性与政治性 ， 经历 了扩散之前的编码和抽象的处理过程 ， 但是因为某

些因素 ， 比如
一些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或者隐化性的信息 ， 其信息的传播受到人为的

约束 ， 可 ＾＾保存在官方机构例如档案馆中 ， 不允许向外传播 。

市场区 ： 市场区在信息空间的位置是右上方 ， 因为摆脱了官僚区的限制 ， 该个区

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可Ｗ进行 自 由 的扩散 ， ， 而且这个区域的信息经过了编

码与抽象的处理 ， 用户可Ｗ在这个区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进行传承与创新 。

由 ！＾上两个维度可Ｗ得出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是
一个从采邑区获取

信息 ， 进行数字化编码、 抽象和扩散 ， 最后到法市场区的过程。 首先 ， 需在采邑区 、

宗族区提取能够完全涵盖传统文化的信息 ， 将结构相异的信息转变为具有统一标准

的数据 ， 再通过数字化模型 ， 把它们处理为计算机可识别的形式 ， 在计算机网络中

实现共建共享 ， （＾＾达到数字化保存 、 展示、 传承的 目 的 。 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特性如

图 ３
－

３ 所不 ：

编码 抽象 扩散

（
苯 宗

＼
 ？／

市＼
邑 族Ｃ１：：

＾
场

、
区 区／巧现形式 文化空 Ｉ司＼区／

图 ３
－

３ 民俗舞蹈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特性图

３３ 非物质文化巧产数字化保护方法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有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人 ，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数字化保护是一个从采邑区提取信息 ， 进行数字化编码 、 抽象的过程 。 本节将从

Ｗ上角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法 。

３Ｊ ． １ 基于视频记录的表現形式数字化巧护

视频记录是数字化保护中最常见的一种保护方式 ， 具体操作是借助数字摄录设

备进行相关视频的拍摄 。 视频记录虽然常见 ， 但是却有其无法取代之处 。 比如记录
一

场歌舞活动 ， 国片虽可记录 ， 但静态的场景让读者无法知晓动作之间的关联 ； 文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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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虽可描述 ， 但对读者的背景知识要求较高 ； 音频虽可记录声音 ， 但难 Ｗ显示当时

的场景布局 。 视频因其记录的全面性 、 活态性 ， 能够生动形象地呈现出完整的人物 、

景象 、 行为 ， 并且不同角度的拍摄还可 提供多方位的感官体验 ， 甚至比现场单
一

角度的观看更为全面真实 。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 视频后期的加工可为视频添色不

少 ， 给用户 Ｗ
—

定的背景解释 。 通过视频拍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经过加工整理 ，

再将其输入到计算机中 ， 用户通过观看视频 ， 可Ｗ直观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

动的动作 、 服饰 、 场景布局 、 唱词等等 。

３ ．３ ．２ 基于知识本体的文化空间数字化保护

本体论是哲学上的概念 ，
是用于研究客观事物存在的本质 。 引入本体的概念能

够客观地组织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 。 Ｆｅｎ ｓ ｅ ｌ Ｄ 综合各方面的本体研究 ， 将

本体定义为
＂

本体是明确表达的关于客观世界知识的概念模型 ， 它用形式化的方式

表示 ， 用来实现知识的共享
？

。 本体的本质就是将客观世界的事物抽象成概念 ， 通

过概念和属性的归纳和提取 ， 形成可共享的知识网络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一种传统知识 ， 通过构建其知识本体 ， 能够实现其文化空间

的规范化编码与抽象 ， 最后达到广泛传播 。 国 际文献工作委员会提出 的概念参考模

型 ＣＲＭ 是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知识描述的本体模型 。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发布的 ５ ．１ 版本将

文化遗产领域定义为 ９ ０ 个实体和 １ ５２ 个属性 ， 其中实体本身具有规范的层次性 ， 并

且通过属巧关系进行相互连接 ， 该模型包含众多的实体和属性 ， 既包括 了地理 、 历

史等地方性知识 ， 也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的表演 、 人物 、 音乐等艺术技艺知

识 ， 己经成为文化遗产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本体模型 。 鉴于此 ， 本文第 四 章 中 Ｗ

Ｃ Ｉ Ｄ０ＣＣＲＭ 为参考构建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知识本体 。

构建完文化空间的知识本体后 ， 需要依据
一

定的原则和方法将对客观世界的描述

转化为符号化的知识 ， １＾
＾１实现用户在计算机 内存储 、 查询 、 増删和变换知识等功能 。

２００２年７月 ，
Ｗ３Ｃ（ ｔ ｈｅＷｏｒ ｌ ｄＷ ｉ ｄｅＷｅｂＣｏｎ ｓ ｏｒ ｔ ｉ ｕｍ ） 发展 了ＯＷＬ（ Ｏｎ ｔ ｏ ｌ ｏｇｙＷｅｂ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ｅｂ 本体语言 ） ， ＯＷＬ 是基于 ＸＭＬ／ＲＤＦ 的语义描述语言 ， 主要 由个体 、 属性 、

类 ３ 部分组成 。 本文第四章 中采用 ＯＷＬ 进行面向 Ｗｅｂ 平台的文化空间 的知识表示 。

３ ．３３ 基于数字档案的传承人数字化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 、 表演等文化

活动 ， 并愿意将 自 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 自然人或相关群体②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２ ００２ 年
＂

世界记忆项 目
＂

会议上提出 ， 任何拥有关于文化遗

？
Ｆ ｅｎ ｓ ｅ ｌＤ ．０ｎ ｔ ｏ ｌ ｏ ｇ ｉ ｅ ｓ ［Ｍ ］

．Ｓ ｐｒ ｉ ｎ ｇ ｅｒＢ ｅｒ ｌ ｉ ｎＨ ｅ ｉ ｄ ｅ化 ｅｒ ｇ ，２ ０ ０ １ ： ６ ２ ０ ．

＠
祁庆富 ．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 的传承及传承人 ［ Ｊ ］ ． 西北 民族研巧 ，

２ ０ ０６ （ ３ ） ： １ １ ４ １ ２ ３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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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资源的个人或机构 ， 例如图书馆 、 档案馆 、 教育机构 、 政府等 ， 都要不遗余力

的捜集、 整理 、 保存关于文化遗产的资料档案
？

。 文化部于 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 《 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 ，

＂

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 目保护单位应采取文字 、 图片 、 录音 、 录像等方式 ， 全面记录该项 目代表

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 、 技艺和知识等 ， 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

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 ， 建立有关档案
＂ ＠

。 到 目前为止 ， 国家文化部宜告的 ４ 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 已有 １ ２％人离世 ， 多于半数在世的传承人年

龄达到 ７０ 周岁 Ｗ上 ， 建立传承人抢救性档案的工作势在必行 。 借助数字化手段 ，

能够将传承人档案实现永久性保存 、 针对性传播等 。 档案数字化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末 ， 档案数字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经过甄别 、 最初保存在传统物质载体上

的档案信息进行数字化转换并加Ｗ整合 、 存储 、 管理的系统工程
？

。 档案数字化的

方法包括 ： 纸质档案 、 微缩拷贝片 、 激光Ｈ维立体的扫描 ； 数码相机的拍摄 （含非

纸质档案 ） ； 音频 、 视频档案的数字化采集
？

。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档案包括个人传记 、 实体资料 、 才艺技术 、 历史记忆

等虚实结合的信息 ， 具有专业性 、 活态性 、 多样性的特征 ， 数字化手段能够突破传

统档案保存手段 ， 完好地保持其原生性 、 完整性及永久性 。 笔者参考科技名人 、 艺

术家的档案构成要素 ， 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 认为在数字化的环境下 ， 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构成要素如图 ３
－

４ 所示 。

传承人的个人档案

口述史个人资料代表作品

传记
ｉ

ｒ

￣

ｉ＾
Ｉ

予稱
１ １

著作
［ ｒ＾ｉｉ Ｉ Ｉ

传承谁系１
１

其他

国 ３
－

４ 传承人挡案的构成要素

？
ＵＮＥＳＣ０ （２００＾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 ｌ ｄ ：Ｇｅｎ ｅｒａｌＧｕ ｉ ｄｅ ｌ ｉ ｎｅ ｓｔｏ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ｅｒ ｉ ｔａｇｅ ，ｒ ｅｖ ｉ ｓ ｅｄ

ｅ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ＵＮＥＳＣＯｂｙＲａｙ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 ．Ｐａｒ ｉ ｓ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ｏｃ ｉ ｅｔ ｙＤ ｉ 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 ．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

法 ． ［邸／０Ｌ ］ ．［ ２０巧
－

７
－

１ １ ］ ． ｈｔ ｔｐ ： ／／ｚｗｇｋ ． ｍｃｐｒｃ ．

ｇｏｖ ． ｃｎ／ａｕｔ ｏ２巧／２０口 １ ２／ｔ ２０ １ ２ １２２ １
＿

２９４０９ ． ｈｔｍｌ ．

？
屠跃明 ， 崔瑶 ． 档案巧字化的元数据研巧 ［Ｊ ］ ． 兰台世界 ， ２ ０ １２（ １ ４ ） ： ３４

－

３ ５ ．

？
王現親 巧巧 ． 培案数字化的质里和安全保密控制 ［Ｊ ］ ． 培案学研紀 ２０ １ １ （４ ） ： ６８

－

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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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对策分析

传承是指对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和观念形态 ， 或某某学 问 、 技艺 、

教义等 ， 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延续与发展 ， 代代相传
？

。 数字化传承不同于传统的 口

传身授 ， 通过运用 网络媒体 、 移动终端等信息技术 ， 实现跨地域跨时空的知识可视

化传播与传承 ， 将 田野乡 间的技艺知识 Ｗ多元化的可视化方式 ， 在计算机网络中进

行共享 。 从本文 ３ ．２ 中 的信息空间理论可知 ，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是从采邑

区和宗族区 ， 将抽象 、 编码完的数字资源扩散与传播至市场区 的过程 。 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传承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与扩散 ， 信息空间 中 的扩散维度是其传承效果

的关键所在 。 Ｓｈ ａ ｎ ｎｏｎ 提出信息传播系统中广泛存在的Ｈ个问题 。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数字化传承的过程也就是解决送些 问题的过程 。

（
１
）发送的信息是否原原本本地达到接收处 ？

口）收到的信息是否被准确理解了 ？

（
３
）收到的信息是否如按照设想中得 Ｗ执行 ？

第
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技术层面 ， 在前文 ３ ． ３ 数字化保护方法的探讨中 ， 视

频拍摄等技术手段能够相对完好地展示从前 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通过网络

技术 ， 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相对完整地到达受众接收端 ， 因此这个层面不

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有效传承造成影响 。

第二个 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语义层面 。 对 同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 内

容 ， 不同知识背景的受众会有不同的理解 。 因此 ， 在数字化传承的过程中 ， 需要确

定接受者的类型 、 知识程度 ， 从而选取针对性的知识可视化的 内容与手段 。 例如 ，

对于年长的传统文化爱好者 ， 网站视频播放可能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和学习 ； 对于年

轻的传统文化爱好者 ， 手机 ａ ｐｐ 可能更容易吸引他们的学习兴趣 ； 对于年幼的学生

群体 ， 动漫图片能够寓教于乐地学习到传统文化的知识 。

第Ｈ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语用层面 ， 为 了 使受众遵循设想 中要求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 在数字化传承过程中须 Ｗ受众的兴趣和需求为前提 ， 因此需要

在数字化传承中确定好知识可视化的 目 标或扩散 目 标 。 Ｒ ．Ａ ． Ｂｕ ｒｋａ ｒｄ 提出 的
＂

知识可

视化框架
＂

中对知识可视化的要素进行 了 归类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本质

上就是知识技能的可视化传播与传承 ， 因此 ， 本部分借助 ＲＡ Ｂｕ ｒ ｋａ ｒｄ 的
＂

知识可视

化框架
＂

理论 ，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对策进行 了分析 ， 如 图 ３ －

５ 所示 。

根据可视化 目 的 ， Ｗ及 ３ ． １ 中得 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素 ， 得 出基于表现形式

？
吴振东 ．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福建±楼的数字化传承研巧 ［ Ｄ ］ ． 武没理工大学 ， 州０８ ： １ 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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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网站传承、 基于传承人的网络社交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的产业传承等数字化

传承对策 。

个体知遥－是什 ／么素描编订基于表现形式的教学

小组知道－怎么做图表学习
￣

ＴＴＴ＾
￣￣

共 享 和基于传承人的 网络社
離知道－繼

單
＿传播

■？
交传承


网络知趨儿？
＿＿＾＾

基于文化空间 的产业

知道－关于谁 实物 创造

交 互 可

视化

图 ３
－

５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对榮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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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数字化保护应用实例研究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亟需保护与传播 ， 本章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体

系 ， 针对民俗舞蹈奉化布巧的特征 ， 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进行数字化保护的实例研

巧 ， 其数字化保护流程如图 ４
－

１ 所示 。 在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保护过程中 ，

需要提取当前地域 、 时间 、 道具 、 服饰 、 内涵 、 演变 、 传承人档案等 内容信息并在

计算机中进行编码 ， 具体可采用文本 、 图片 、 视频 、 音频等数字化形式 ， 并通过知

识本体与资源数据库的存储 ， 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信息进行全面 、 真实的记录与

展现 。

采邑区 宗藤区 市场区

ｉ
＂

ｉ

＾— 抽象 编巧
——

？

１  ＩｆＳ

＂

Ｉ Ｉ

—

Ｉ Ｉ

—￣

ｉ ｒｎ ｉ

一￣

 ！ ！ 臣 Ｉ俗

舌

幼 唱 追 服

Ｉ

视 巧 拍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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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数字化保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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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拍摄实现

奉化布龙视频的拍摄流程如 图 ４
－

２ 所示

巧摄内容及要求

Ｉ

设计巧摄方案

Ｉ

实际拍摄

Ｉ

盾期加工整理

ｉ

视频

：

  ｉＭＭ
：

义本图片音频

图 ４
－

２ 奉化布龙拍摄流程

４ ． １ ． １ 拍摄前的准备

（ １ ） 熟悉奉化布龙

拍摄奉化布龙的视频能够还原 曾经发生过的场景 ， 鲜活地展示曾经奉化布龙舞

蹈的样貌 ， 使人们对其有清晰的认识 ， 也便于如今的人们学习这种民俗舞蹈 。 为此 ，

开拍之前 ， 拍摄者必须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有大致了解 ， 深入到当地的群众之中 ， 了

解当地风止人情 ， 制定拍摄流程 ， 熟悉拍摄点的建筑与环境 ， 与传承人做好沟通 。

尤其是奉化布龙的舞龙顺序 ， 比如乔迁新居舞龙之时 ， 首先是绕房梁屋柱舞龙 ， 这

就需要在拍摄之前详细了解舞龙的顺序流程 ， 拍摄的过程要突出舞龙的动作寓意 。

（ ２ ） 硬件准各

在拍摄之前 ， 要熟练掌握各硬件设备的使用 ， 要检査好硬件设备是否都完好 。 硬

件设备如表 ４
－

１ 所示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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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１ 视频拍摄的硬件设备

设备名称推荐配畳用途说明
＾

＇

摄像机 硬盘或闪存系列高清匪机

酷眷 ２ ． １細 Ｚ 双核Ｗ上处理

视频编辑工 器 ， ４ＧＢ Ｗ上 内存 ；
ＤＶＤ 刻录 用于视频资源的

作站光驱 ； 独立显存 ；
１ ９ 英寸 １＾１剪辑和加工转码



上宽屏显示器


剪辑初始视频资

非线编系统 使用拍摄录制相关专业设备



解说 ， 并添加字幕

放Ｐｈ捕舟 １ 了８ ＃储＾＊ ， ＾持＃储 的视频／

＠翊 々艾强



Ｕ沈２ ．０／３ ． ０ 接 日


音频文化资源

誦设备
＾了＾ ＇

誦麵助道具


射材料


（ ３ ） 机位布置

机位是指摄影机拍摄的位置 ， 机位是视频拍摄风格中最为重要的语言形式 。 正

确的机位布置决定 了奉化布龙视频录制 的视觉形式的效果 。 机位的数量和位置的考

虑要 Ｗ全面表现奉化布龙为宗 旨 ， 要 Ｗ突 出传承人的表演特点为重点 。 较少数量的

机位的优点是节约成本 、 増加拍摄的兼顾性 ， 缺点是减少 了奉化布龙的多方位表现

为 。 较多数量的机位的优点是増加 了奉化布龙的表现手段 、 更能展现动作的变化 ，

缺点是后期的剪辑加工具有
一

定难度 。 如果能够恰当的运用不太多 的机位 ，

一

机多

用 ， 同样可 得到很好的拍摄效果 。

本次拍摄使用Ｈ个机位 ， 角形原理成 １ ２０ 度角摆放 ，
主要作用是保持各镜头

中视觉形象和空间造型的连贯性 。

４丄２ 拍摄中 的实施

来到现场 ， 和表演者商量稳妥后 ， 放置摄像机 ， 调整完毕后 ， 即 可进行视频的拍

摄 。 Ｈ台数码摄像机 ， 中 间 的机位是广播级的摄像机 ， 负 责拍摄全景与主录音 ；
左边

的机位是专业级摄像机 ， 负责 中景拍摄 ， 需要不时的变化景别 ，
主要录制舞龙 的场景 ：

右边的机位也是专业摄像机 ， 负 责全景拍摄 ， 也需要不时 的推拉镜头 ，
主要录制伴奏

铁鼓的声音 。 拍摄时 ， 要与奉化布龙的演员进行沟通 ， 尤其是传承人的沟通 ， 因为特

定的 民俗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 ， 细枝末节里均有讲究 。 拍摄材要选好主体 ， 要有针

对性 ， 不能所见 皆拍摄 。 此外 ， 还要注意奉化布龙的表演者和观众及环境的拍摄 。 同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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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注意的是 ， 过程的记录不能随意中断 ， 图 ４
－

３ 为拍摄现场 。

瞬
图 ４

－

３ 拍摄现场

４ ． １ ．３ 后期处理

视频拍摄 １＾
＾

＞后 ， 视频通过 化６日口９４ 标准接 曰传输数据到计算机 ， 根据实际情况 ，

按照都柏林核也元数据标准集 ＤＣ ， 填写视频的元数据著录 ， 见表 ４
－

２ ：

表 ４
－

２ 视频元数据著录

元素 Ｉ元素修饰词 Ｉ说明
̄

Ｔ ｉ ｔ ｌ ｅ正式名称视频的正式名祿 （考虑汉语名栋别名 、 方言和 民族语言 ）

姓名 、 性别 、 出生 日

Ｃｒ ｅａｔ ｏｒ期、 籍贯 、 民族 、 文 视频的主要完成者 、 传承人或创作者

化程度 、 职此

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视频主体

Ｄｅ ｓｃｒ ｉｐ ｔ ｉ ｏｎ 摘要性描述视频内 容

Ｃｏｎｔ ｒ ｉｂｕ ｔ ｏｒ 有关的参与人员 、 采集者

Ｄａ ｔ ｅ 创作 、 获取 、 巧理 日期

Ｔｙｐ ｅ 模型 、 声音 、 动作等的级别分类

Ｉ ｄ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ｅｒ 视錫独
一

无二的标签 便识别

Ｓｏｕｒｃ ｅ 巧推述对象来巧 ， 包括相关资巧获取渠巧

Ｒ 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 与视巧有关的资源
■＾

视频涉及 的空间恃化 包靈、 化理坐标分布巧围 、 流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范围

时 间 范围视频涉及的时间特征 ， 包括时代 、 日 期 、 时间段

Ｌａｎｇｕ泣ｇｅ

—


；

据裕式 二
存放巧径

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ｒ 出巧者

Ｒ ｉ ｇｈｔ ｓ巧权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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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需要对拍摄完成的视频进行后期编辑 ， 并添加字幕和相关奉化布龙说明 ，

下表是常用的编辑软件 。

表 ４
－

３ 视频的后期编辑软件

软件名称厂家功能说明

Ｕｔ非线性视频編辑工作 ， 主要用于视
ＡｄｏｂｅＰｒｅｍｉ ｅｒｅＡｄｏｂｅ

频的剪辑 、 字幕的添加工作

ＵｔＵｔ视频特效制作软件 ， 主要用于视频
Ａｄｏｂ ｅ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Ａｄｏｂｅ化一山

特效的制作和加工

通常将视频存储为 ＡＶ Ｉ 、 ＲＭＶＢ 等通用视频格式 ， 存储于 化ａｃ ｌ ｅ ｌ ｌ ｇ 数据库中 。

４ ．２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传承人数字档案构建

４ ＊２ ． １ 档案捜集

在档案数字化的工作中 ， 档案捜集是首要环节 ， 为档案数字化工作提供物质前

提 。 档案捜集的手段有 ： 实地搜集 ， 对奉化布龙传承人拜访调查 ； 政府机构 ， 例如

档案馆 、 博物馆 、 图书馆等 ； 民间组织 ， 例如浙江艺术家协会等 ； 网络搜集 ， 鼓励

网 民 自发贡献出相关的数字资料 。 档案搜集的范围有 ： 传承者个人资料 ， 包括传承

人传记、 手稿 、 证书 、 传承谱系等 ； 传承者 曰述史 ， 讲述奉化布龙的历史记忆 ； 传

承者代表作 ， 表现传承者的精湛舞姿与个人风格 。 档案捜集的类型有 ： 文本资料 ，

包括书籍 、 报纸等 ； 图形／图像资料 ， 包括传承人记录的舞谱 、 图纸 、 照片等 ； 音

频资料 ， 即是传承人的 曰述史 ； 视频资料 ， 即是传承人收集或现场录制的舞蹈视频

资料 。

４ ．２ ．２ 档案数字化

依据名人档案的存储介质和民俗舞蹈的 内容表现形式 ， 本文将传承人档案采集

范围物化为 ８ 类实体资科 ， 包括 ： 传记 、 证书 、 手稿 、 著作 、 报道 、 传承谱系 、 口

述史 、 代表作品 。 在这 ８ 类资料数字化的过程中 ， 对于包含大量文字内容的类型 ，

例如传记、 著作等需要将其转化为文本保存 ； 对于音像类资料 ， 分别保存成图片 、

音频和视频资料 。 最终数字化为 ： 文本 、 图像 、 音频和视频资料 。 其中 ， 视频数字

化可参照 ４ ． １ 中的舞蹈视频拍摄规范 ， 其他 ３ 种类型档案的数字化如下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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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文本资料数字化

文本数字资源主要使用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 （ ＡＳＣＩ Ｉ ） 与全世界国家通用 的字

符码 化 ｉ ｃｏｄｅ ， 内 容 Ｗ字符型数字 内 容编码为主 ， 文本资源 的数字化格式包

撤 ｔｘｔ 、 ． ｄｏｃ 、 ． ｐｄｆ 等多种 。 对于像整理的 口述资源文稿或科技名人发表文章的电

子版这类可 ｜＾
＾１直接被采集数字化文本资源 ， 只需使用光盘或移动硬盘的介质存储拷

贝资斜 。 但当文本资源为非数字化形式时 ， 需要利用数字化加工方式一扫描仪＋ＯＣＲ

识别和手工录入对文本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 。

一般普通内容或内容较多的文本资源

采用第一种方式进行数字化即可 ， 手工录入方式针对文字较少的文本或是残缺严重

的 图书 、 手稿 。 持别对于严重残缺的图书与手稿 ， ＯＣＲ 几乎无法识别 （识别率低于

０ ． ３％ ） ， 同时校队时间也会大大提升 ， 效率太低 ， 宜直接手工录入实现数字化 。 文

本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遵循表 ４
－

７ 。

表 ４
－

４ 文本资料数字化技术规范

巧 记 ， ＃ 作巧巧和 巧 泌 乎柏

义 ？ 巧巧巧 巧班 义 本巧巧歯击色 巧 Ｗ巧印 本乎稱巧 倍



巧 毋 盤 义 本巧 货巧 义 本
—＿＿

． 殷锻

我化巧格运 Ａ ３＜ Ａ３？ Ａ３ Ａ ｌ
— Ａ３Ａ

 Ｉ
—Ａ３＜ Ａ３ ＜ 巧 巧 或

（ 手 母 巧 ）



巧抵 ）

巧 辨 苹 Ａ ｉｐ ｉ４００


Ｗ
＾４００

＾ ＾ ＾
４００

主 ８ 位 灰巧 ／８ 位 灰度 ／
８ 位 次 度 ／

＇

＾＾
＠

６Ｍ 位贿 飾

容Ｍ瞧
泣 彩色成巧 巧＊巧 ＊

巧

义 巧 巧 式－ ｔ ｉｆｆ
＾．ｍ



ｍ
＾ ｍ ＾ ． ｔｉｆｆ

￣

忘缩 苹无 废＾宗巧张巧 巧度＾ ５ １￡＾巧 ＾ 席巧 无 推巧巧废 缩巧拨缩

巧化 Ｒ巧沒化巧巧
ｔ巧切 ． 约 巧 ，

ＡＡＷ ，堯巧 ． 约 巧 ， 巧化 巧 巧巧化巧 巧為低巧 巧巧化巧 巧
Ｉ純 刖 按色 巧 田 Ｓ 彩 色 巧 觀彩 色 押 龍 技色和

当＾

（ ２ ） 图像资料数字化

传承人记录的舞谱 、 图纸 、 图画 、 缩微胶片和照片等大量已存在的 、 Ｗ不同形

式和载体存储的艺术资源在采集过程中都会涉及到 ， 为了使计算机能够处理 ， 这些

资料均需通过图像扫描处理、 图像识别 Ｗ及对数字化初始信息的各种再加工技术转

化为数字化信息 。 图像资料数字化技术规范遵循表 ４
－

５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纸质

舞谱图的数字化电子版见于图 ４
－

８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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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５ 图形／图像资料数字化技术规范

义 献 巧 型獄体规 格
    化 巧 编 巧 加 了



巧 辨 宰別ｐ
ｉ



担 彩 蜡 深


义 巧 巧 巧战 巧 串
  

底 片 。 描 ３ ５ｍ ｉ ？ １ ２００


２４ 巧 彩 色 ／巧 离
‘



．ｍ


巧 保 巧


投 化 巧巧 巧 巧 巧 色 巧 色 ｉＨ

５＾ ８ ５— ４００８ 检 共巧 Ｚ２４ 短 巧色 ／更 綜． ｔ ｉｆｆ


巧 化 巧 巧 Ｗ 巧巧 色 和 色 巧

照 巧 巧 巧 晶 ５００８ 位 东巧 ／２４ 位 特色 ／更 窃． １巧无 库巧巧化 限 巧巧 宿 巧 色 巧 色 调
８

＊

ｘ ｌ ０
‘



运 ４
‘

ｘ３ 

‘

 ８００８ 位 灰度 ／２４ 化 彩 色 ／泌 衛 ． ｔｉｆｆ


―

右 化 绝


招 低 肤 巧 巧 巧 巧 色 巧 色 巧

图 ４
－

５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舞谱图

（ ３ ） 音频资料数字化

包括音乐 、 音效 、 语音 、 自然声响等形式在 内 ， 通过 传承人为主的访谈或宣

传报导的过程所形成的音频 ， 为 曰述访谈音频资料保存的最基本形式 。 采集过程中

对传承人记性专题访谈时 ， 为全面 了解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 访谈因全程录音 ，

同时音频的采集过程须满足Ｗ下要求才可保证得到完整清晰的效果 ： 记录音频信号

应使用 册ＣＡＭ 磁带或专业录音设各 ； 调音设备 、 强指 向话筒或胸麦等用于音频录制

中摄取信号 ； 音频采样率不低于 ４８ｋＨ ｚ
， 量化级为 ２４ｂ

； 录音过程中要避免环境噪声

影响 ， 务必保持现场安静 。 音频资料数字化技术规范遵循表 ４
－

６ ， 曰述音频采访录

制现场示例见图 ４
－

５ 。

表 ４
－

６ 音频资料数字化技术规范

中 靑 来 源义 巧 串 ／ｋ Ｈｚ虽 化 級化


巧 式

巧 音 ４ ８ ２４

．ｗａｖ

离
－

乐


％


Ｗ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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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纖
图 ４

－

５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 口述音频录制

４ ．２ ．３ 加工处理

完成传承人的各项档案的数字化后 ， 需要根据档案著录规则对档案的 内容和形

式特征进行分析 、 选择和记录 ， 便于统
一

的管理与检索 。 现行的档案元数据规范多

使用都柏林核如元数据集合 ＤＣ 、 档案置标著录 ＥＡＤ 、 《ＤＡ／Ｔ１ ８
－

１ ９９９ 档案著录规则 》

等
？

。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 ， 现行的档案元数据缺乏通用标准与顶层设计 ， 难

Ｗ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 口类繁多 、 源流复杂的特点 。 本文采用叶鹏等归

纳出来的含 １ ４ 个标准元数据名 ， 包含 ６ ７ 个元素与扩展元素的非遗楼案元数据标准

集
？

。 此标准集 ＤＣ 元数据标准为基础标准 ， 同时 了融合其他元数据标准的优势 ，

具有 良好的通用性 、 兼容性和规范性 ， 如表 ４
－

７ 所示 。

表 ４
－

７ 非遗挡案元数据标准集

标准元数据名
Ｉ

元素与扩展元素

Ｔ ｉ ｔ ｌ ｅ并列题名指非遗的正式公开名称

副题名

？
包海峰 ， 彭枕 ， 徐巧錢 ， 等 ． 档案元数据标准 比较研巧 ［Ｊ ］ ． 档案与建设 ，

２ ０ １ ４ （２ ）  ： １ ９
－

２３ ，

？
叶脂 ， 周箱林 ． 论我国 非物质 文化ａ产档 案元数据 的创立思路与语意标准 ［ Ｊ ］ ． 巧州师范学院学报 ，

２０ １４
，

３ ０  （２ ）  ：ｍ－

１ １ ７ ．

２９



｛《 ４ 学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ＩＴＳ ＴＨＥＳ ＩＳ

￣￣

主要创始人
￣̄

Ｃｒｅａｔｏｒ主要传承人
＾

传承人项 目包括个人 ， 组织或某项服务。

￣

其他传承人
^

对非遗进行管理、 保护或做出贡献的个
Ｃｏｎｔｒ化ｕ ｔｏｒ其他责任者

人或组织

ｎｉｌ

Ｓｕｂ ｊ ｅｃ ｔ 描述非遗的主题 ， 须符合标准规范
地名

机构名

生成时间

保管期限
Ｄａｔ ｅ 日期应与资源的创建或出版 日期相关

保密期限

自定义扩展元素

Ｓ１

ｗｍ

基本特征

主要价值
 非遗的描述包括且不限于 ： 文摘 、 目录

巧危状况
Ｄｅ ｓｃｒ ｉ ｐｔ ｉ ｏｎ Ｗ 图形来揭示 内 容 的文字说 明或多媒

基本 内容


体 、 多数据的 自 由文本描述 。

申报理由

影响因素

相关器具与物品

自定义扩展元素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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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段 ＩＳ

Ｉ

非遗可能部分或全部源 自该元素所标识
Ｓｏｕｒｃｅ历史渊源

的资源

集合层次

文本文件

图像文件

音频文件

视频文件
资源类型包括描述资源内容的范畴 、 功

Ｔｙｐｅ交互文件



能 、 种属或聚类层次等术语
元素与扩展元素

ＷＷＷ

库例外

自定义扩展元素

文件大小


格式元素用来展示非遗的文件类型 、 大

生成环境
Ｆｏｒｍａｔ 小 ， Ｗ及与其他元素的映射关系 ， 用 Ｗ

应用环境



选取展示或操作资源所需的其他设备

映射关系

自 定义扩展元素

时间范围

空间范围

—


覆盖范围一般包括空间位置 、 时间区间

Ｃｏｖ ｅｒａｇｅ行政范围



或者行政辖区的范围
传承谱系

自 定义扩展元素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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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ｘＷ^
对资源的标识采用符合正式标识体系的

Ｉ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ｒ文件编号


字符串及数字组合 。

附注

自定义扩展元素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语种

相关文献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附件

自 定义扩展元素

进入权限

遗产整体监督
̄

遗产増量方式

遗产増量频度
 权限元素应包括对非遗的管理内容和用

Ｒｉ曲ｔ ｓ遗产增量管理


户 的枚限声明 ， 从及其他的参照体系 。

遗产受众管理

知识产权

对象路径

自 定义扩展元素

数字档案的成果为文字 、 图片 、 音频 、 视频 ， 存储为 ． ｐｄｆ 、 ． ｔ ｉ ｆｆ 、 ． ｗａｖ 、 ． ａｖ ｉ

等通用格式 ， 存储于 Ｏｒａｃ ｌ ｅｌ ｌ ｇ 数据库中 。

４ ．３ 民俗巧蹈奉化布龙的知识本体构建

本部分Ｗ奉化布龙为例 ， 通过手工构建的方式进行本体实例应用 ， 首先 ， 根据知

识构建 目标 、 受众需求等方面确定本体构建的需求 ；其次 ， 根据奉化布龙的知识范围

确定 、 概念抽取等进行本体构造 ： 最后 ， 利用 Ｃ ＩＤ０ＣＣＲＭ 模型 、 ＯＷＬ 知识表示语言 、

数据库进行本体实现和存储等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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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打ｍｒＳ ＴＨＥ別Ｓ

４３ ． １ 需求分析

第一 ， 本体开发的 目 的是为了实现对奉化布龙舞蹈文化空间知识关系的组织和

整理 ， 形成对奉化布龙文化空间知识的共同理解与认识 ， 并能提供基于语义的信息

服务 ， 为进
一

步建立个性化的奉化布龙知识库奠定基础 ， Ｗ实现奉化布龙舞蹈的整

体性保护 。

第二 ， 该舞蹈领域本体面向对象是奉化布龙的爱好者 、 民俗舞蹈专家学者 、 保

护者和其他类型的用户 ， 该类型用户 的背景知识 已对民俗舞蹈具有基本的知识 了

解 ， 因此在进行知识本体概念的抽取时 ， 对知识概念可 ！＾＾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

第Ｈ ， 在现有本体复用上 ， 选择概念参考模型 Ｃ ＩＤＯＣ ＣＲＭ ， 利用里面包括的相关

概念、 属性及关系 ， 构建知识模型 。 ＣＩＤＯＣＣＲＭ 具有的实体和属性已经涵盖了 围绕

特定文化遗产发生的绝大部分信息 ， Ｗ后随着版本的提升 ， 实体和属性的数量也会

提升 。

第四 ， 在本体实现上 ， 鉴于 ＯＷＬ 语言在表达能力 、 可扩展性 、 开放性和使用率

等方面的优越性 ， 本部分也选用 ＯＷＬ 语言作为语义描述语言 。

４３ ．２ 本体构造

确定好需求后 ， 在本体构造时需要包含的知识范围 。 奉化布龙迄今已存在 了数

千年 。 早在汉代 ， 汉族先民在祈雨雪的祭祀活动中舞龙 ， 它直接反映着民族先民的

图腾信仰和生活愿景 。 奉化布龙起源于浙江奉化 ， 是一种集舞蹈 、 音乐于一体的综

合性艺术形式 。 从整体上看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 具有很

强的地方性 ， 其文化空间的保持离不开地方性的生态文化知识 。 同时 ， 民俗舞蹈奉

化布龙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 也具有其特定的舞蹈技术知识 ， 包括可Ｗ清楚表达出来

的明言知识和无法用语言加 Ｗ明确表法的难言知识。 其中 ， 难言知识是
一

种高度依赖

视觉的活动 ， 即使能被表达 ，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Ｗ视觉形式而非 口述或数学形式
？

。

如图 ４
－

６ 所示 ， 地方性知识和舞蹈技术知识的结合构成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知识 。

？
巧百跃 ． 关于舞巧技术知识之难言性研巧 ［Ｊ ］ ． 云南艺术学院学巧 ，

２０朋 （３ ） ： 战－

６９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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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言巧识巧言巧识

巧巧
１ａｔ＊－

Ｊ
Ｖ＊ｉｔ＿Ｊ

图 ４
－

６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知识构架

按照Ｗ上的宏观架构分析 ， 可将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文化空间分为Ｗ下古类的

知识 内容 ， 如表 ４
－

８ 所示 。

表 ４
－

８ 奉化布龙文化空间的基本概念内容

基本齡 主要内容

类型 （ Ｔｙｐｅ ）祭祀信仰舞蹈

民族 （ 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ｉ ｔｙ ）汉族

发生在农历除夕前五天 、 正月 初
一至正月 初五的五天、 上灯正月 十

＾兰至落灯正月 十八的六天 、 庙会 、 请龙会 、 送龙会 、 行龙会

地点 （Ｗｈ ｅｒｅ ）天井、 场院 、 祠堂、 灯会

龙头 、 龙节、 龙尾 、 巧鼓为主 ， 龙珠 、 龙灯 、 龙旗为配件 ； 服饰 （ 白

包头 巾 、 止布对襟上装 、 彩色腰子带、 大开鞋灯笼裤子 、 八纽草鞋 ） 、

ａｔ ｝音乐 （龙灯巧鼓 ） 、 套路 （横 ｓ 型 、 左右抢龙 、 左右平巧 、 横摆龙 、

小游龙等 ）

？演的 目 的 ： 保佑？子 、 安宅辟邪 、 渔民龙俗 、 布龙开眼 、 请龙行

龙会 ； 各种舞姿的含义 （表现
＂

活龙活现
—

的主届 ， 体现中华民族
Ｗ坚巧不拔的奋进巧神 ） ， 音乐的 内巧 （ 咱快明亮 ， 表达积板向上的

巧神 ） ， 道具功能 ： 伴赛 、 巧制节《巧

ｒｒｒｉｚ

￣

ｉ

起巧于汉代 （祈雨雪 ）
一唐巧 （元宵灯会 ）

——现

代 民间祭巧信㈱

巧变 化ｖｏ ｌｍ ｉ ｏｎ）流传区域浙江奉化

传承方式口传身授 、 历史文献 、 培训基地



重要人物巧世雄 、 巧行国

Ｃ ＩＤ０ＣＣＲＭＷ时空 、 人物 、 历史等整体性描述事件的元素为主 ， 能够涵盖民俗

舞蹈奉化布龙文化空间的知识范围 ， 其中 ， 部分概念和属性关系如表 ４
－

９ 所示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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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９ＣＩＤＯＣＣＲＭ 中部分概念和属性

Ｐｒｏｐｅｒｔ ｙＮａｍｅ Ｄｏｍａ ｉｎ Ｒａｎｇ ｅ备注

Ｐ２ｈａ ｓｔ ｙｐｅ （ ｉ ｓｔｙｐ ｅＥ ｌＣＲＭ Ｉ 奉 化 布
＾ ｜

祭祀信 仰 舞
、

古姐的？化兴井 ｉ

、 Ｅ巧 Ｔｙｐｅ＾该舞踏的类型
ｏｆ ） Ｅｎ ｔ ｉ ｔ ｙ光 蹈

Ｐ １ ７ｗａｓｍｏｔ ｉ ｖａｔ ｅｄＥ １ＣＲＭ 奉 化 布舞姿 、 歌词 、 舞蹈的一些表现
Ｅ７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ｂｙ  （
ｍｏｔ ｉ ｖａｔｅｄ ）Ｅｎ ｔ ：Ｕ ｙ龙 唱腔等形式

Ｅ ｌＣＲＭ奉 化 布Ｅ２Ｔｅｍｐｏｒａ ｌ… …化一 、口

Ｐ １ 化 ｉ ｓｓ ｔａｒｔｅｄｂｙ巧代舞蹈起源
Ｅ ：ｎｔ ｉ ｔ ｙ龙 Ｅｎ ｔ ｉ ｔ ｙ

Ｅ ｌＣＲＭ 奉 化 布 《 春 秋 繁 该舞蹈在文献 中
Ｐ６ ７ｉ ｓｄｏｃｕｍｅ ｎ ｔ ｅ ｄｉｎ ． 巨 ３ １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一 一＿ ， ，

Ｅｎｔ ｉ ｔｙ龙露 》 等的记载

Ｐ巧ｈａｓｃ ｕｒｒｅ ｎｔＥ ｌＣＲＭ 奉 化 布 该舞蹈所流行的
１

．

。
－ Ｅ巧 Ｐ ｌ ａｃ ｅ浙江奉化广

＿

ｌ ｏｃａｔ ｉ ｏｎ Ｅｎ ｔ ｉ ｔ ｙ龙 区域

Ｅ２Ｃ胤 奉 化 布呈现该舞蹈 的时
Ｐ １ ２ｉ ｓｐｒｅ ｓ ｅ ｎｔａｔ ， Ｅ５ ０Ｄａｔｅ春节前后 、

Ｅｎｔ ｉ ｔｙ龙 间

４ ．３３ 本体实现

本部分根据歓滅性絲 构建尉谷舞蹈奉絲龙的知财侧架 ， 如图 ４
－

７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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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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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基于 ＣＲＭ 的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语义本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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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去 学位论文

ＭＡ打ＥＲ
’

Ｓ ＴＨ段。

该模型中不同的实体和属性关系描述了 与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相关的人物 、 事

件 、 时间 、 地域 、 工具等知识 。 例如 ： 奉化布龙 巧 １ ） 属于 （Ｐ２ ）祭祀信仰 巧５巧 中的

图腾崇拜舞蹈 （Ｅ５５ ） ， 起源于汉代 （Ｅ２ ） ， 在各种县志 、 诗词和简史 （Ｅ３ １ ） 中都有记载

（Ｐ６ ７ ） ， 主要流行于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 ｏｃａｔ ｉ ｏｎ）浙江奉化巧５３ ） ， 人们于 巧 １ ２ ） 除夕前后 、 元

宵节胁０ ）进行 巧 １ ７ ） 舞龙 巧７ ） ， 表现形式包括套路胸 ） 、 音乐胁 ） 等 ；套路巧７ ） 由横

Ｓ 形 （Ｅ７ ） 、 左右抢龙 （Ｅ７ ） 、 横摆龙 巧７ ）等动作执行們 ４） 。 舞龙者 巧３９ ） 属于的 ５２ ）

传承人 巧２ １ ） ， 负责进行 （Ｐ １ ４） 舞龙 化巧 ， 这些活动 巧７ ）往往发生 （阴 ）在天井 、 场院 、

祠堂、 灯会 巧 １ ９ ） ， 目 的 （Ｐ２ １ ） 是保佑孩子 、 安宅辟邪 巧７ ） 。

在构建了 比较完整的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知识本体 ， 完成实体Ｗ及实体么间的

属性关系之后 ， 为了将知识本体存储并运用于计算机系统之中 ， 还须将构建的知识

本体转化成 ｗｅｂ 本体语言 ， 从而最终达到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知识的存储并提供 ｗｅｂ

知识服务 。 本文采用 ＯＷＬ 作为本体描述语言建立了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本体 ， 所有

的概念 、 属性和实例均用 ＯＷＬ 如图 ４
－

８ 方式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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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基于 ＯＷＬ 的奉化布龙知识本体中部分实例表示

图 ４
－

８ 基于 ＯＷＬ 的奉化布龙知识本体概念、 属性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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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 学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ｉｓ

４＊３ ．４ 本体存储

在 ４ ． １ 中上文己获取到基于 ＤＣ 元数据的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视频资源 ， 仅由

ＤＣ 元数据的资源管理难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背景历史与沿革的关系完整地

表示出来 ， 而知识本体的构建与存储恰好可 良好地解决异构知识资源的 问题 。

Ｃ ＩＤＯＣＣＲＭ 定义了９０ 个实体和 １４８ 个属性 ， 与 ＤＣ 的 巧 个核也、元素全部都能形成映

射关系 ， 表 ４
－

６ 列出 了４ ． １ 的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视频资源的 ＤＣ 与 ＣＲＭ 之间的映射

关系 。 同样 ， 对于 ４ ．２ 的传承人档案数字化后的图片 、 音频等资源 ， 其元数据标准

是基于 ＤＣ 改编 ， 也可与 ＣＲＭ 形成映射关系 ， 如表 ４
－

１ ０ 所示 。

表 ４
－

１ ０ 奉化布龙视频资源的 ＤＣ 与 ＣＲＭ 之间的映射关系

ＤＣ
￣￣

元数据类型
￣

 ＩＣ ＩＤＯＣ ＣＲＭ 类型ＣＩＤ０ＣＣ脚

Ｔ ｉ ｔ ｌ ｅ奉化布龙＾ Ｅ３ ５Ｔ ｉ ｔ ｌ ｅ

￣

Ｓｕｂｊ ｅｃ ｔｌ ｉｉ奉化布龙舞龙民俗舞蹈资源实体 Ｅ １ＣＲＭＥｎｔ ｉ ｔｙ

̄

￣￣￣

７

￣

．
￣

元宵灯会期间在浙江奉化举行的ＤＣ
．

Ｄｅ ｓｃｒ ｉｐｔ ｉ ｏｎ描述具有当地特色的民俗舞蹈字符串描述 Ｅ６２Ｓ ｔｒ 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语言汉语语言巧 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４Ｐｈｙｓ ｉ 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来源浙狂省奉化市实地拍摄人造实体物
Ｍａｎ

￣

４！ａｄｅＳ ｌ ；ｕｆｆ

—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关联包含于民俗舞蹈视频集类型转化
Ｔｒａｎ ｓ 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覆盖范围元宵节期间浙江省奉化市视觉项 目Ｅ３ ６Ｖ ｉ ｓｕａ ｌＩ ｔ ｅｍ

Ｃｒｅａｔｏｒ创建者陈行国作者
＿

１防９Ａｃ ｔｏｒ

悦２Ａｃ ｔｏｒ

Ｐｕｂ ｌ ｉ油ｅｒ出版者课题组作者描述
Ａｐｐｅ ｌ ｌａｔ ｉ 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ｉ ｂｕｔｏｒ其他责任者奉化市舞巧队作者
＿

２扮９Ａｃ ｔｏｒ
￣

Ｒｉ ｇｈｔ ｓ＾奉化市文化局＾
￣￣

 Ｅ３０Ｒｉ曲ｔ

５＾ ２０ １ ６
－

１
－

１ ＢＭ Ｅ５２Ｔ ｉｍｅ
－

Ｓｐａｎ

̄

Ｔｙｐｅ资巧类型视頻视頻项 目Ｅ８ １Ｖ ｉ ｓｕａｌＩ ｔｅｍ

Ｅ４２化 ｊ ｅｃ ｔ

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ｒ标识符 ２ ３９４２４０８４４资源识别号
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ｒ

Ｆｏｒｍａｔ烙式． ａｖ ｉ资巧形式巧 ５Ｔｙｐｅ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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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奉化布龙传承人手稿培案的元数据与 ＣＲＭ 的映射关系



标准元数据名元素与扩展元素名称 Ｃ ＩＤＯＣ ＣＲＭ 类型Ｃ ＩＤＯＣＣＲＭ

涵名

Ｔ ｉ ｔ ｌ ｅ并列画名
￣

奉化布龙舞谱手巧名称 Ｅ３ ５Ｔ ｉ ｔ ｌ ｅ



副趣名
￣



主要创始人
＿

打ｅａｔｏｒ主要传承人陈世雄作者
＿

１ Ｅ３９Ａｃ ｔｏｒ

其他传承人
—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ｔｏｒ其他责任者课涵组作者
＿

２ Ｅ３９Ａｃ ｔｏｒ

主鹿词
＿

关键词
Ｓ加 ｊ ｅｃ ｔ
—

奉化布龙舞谱手稿档案资源实体 Ｅ １ＣＲＭＥｎｔ ｉ ｔｙ

地名



机构名


生成时间 １ ９８０／３／２
＾

保管期限雨
Ｄａｔ ｅ

保密期限 日期巧 ２Ｔ ｉｍｅ
－

Ｓｐａｎ

自定义扩展元素数字化 日期 ２０巧／ １０／２

搪要


Ｓｉ


奉化布龙是首批国家级非
— 物质文化巧产 ， 因起巧于奉
＾ 化而得名 ， 是全国很有巧巧

＿

基＊特征
＿ 的代表性龙舞之一 ， 曾获得

±要銭国际国 内多项大奖 ？ 舞得

— ．
．

．巧危状况活 、 舞得圆 、 神态真 、 套路Ａ… 。。。 。 ，

．

Ｄｅ 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
—

森品
—

《 、 速度快是奉化布龙的主
字符串描述 Ｅ６２Ｓｔｒ ｉｎｇ

￣￣

申报理由
￣￣

要特征 。 奉化布龙在形制上

巧 Ｉ构因素有九节 、 ＋二节 、 ＋八节 、

ｇ Ｓ二Ｐ二十四节 、 二十毛节不等 ，

相关器具与物品
一人持一节 ？ 现传承巧化

臟亟需保护 ．



自定义扩展元巧


奉化布龙起源于汉代 ， 由巧

Ｃ店出＊？神 、 请神 、 巧神逐步巧变成 Ｅ２４ 化ｙｓ ｉ 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历史顚为古有特色的汉巧民俗Ｈ人渔实体物Ｍａｎ
－

ＭａｄｅＳ ｔｕｆｆ

蹈 ，迄今 己有 ８００ 《年历史 。

集合层次

－

文本文件

图像文件
￣

音巧文件

Ｔｙｐｅ巧效文件
＿

图值文件素材 Ｅ ７０Ｓｔｕｆｆ
￣

交互文件
—

＾素与扩展元素
—

库文件
－



Ｉ库边界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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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种
￣

文件大小

年 巧巧巧
Ｆｏｒｍａｔ



＾＾



． ｔ ｉ ｆｆ资源形式 Ｅ５ ＳＴｙｐｅ

应用环境
￣

映射关系



自定义扩展元素
￣



时间范围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行雜 围
巧８〇 年

貫
化市 白视觉项 目Ｅ３６Ｖ ｉ ｓｕａ ｌＩ ｔ ｅｍ

￣

传承谱系



自定义扩展元＾


档案号

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ｒ
——＾——Ｅ０３

－

明２０巧 ０３ １资源识别号資
２

？

ｂ

兰

ｅｃ ｔ

文件编号 Ｉ ｄ 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ｒ
—

附注



自定义扩展元素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语种汉语语言防 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相关文巧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附件 类型转化？

＊＋
．



… ＇ ＇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自定义扩展元素


进入权限
－

￣￣

巧产整体监督
￣

遗产巧呈 ：方式
—

遗产巧畳频度

Ｒ ｉ扣 ｔ ｓ遗产増量管ｉ
￣

 权限 Ｅ３ ０Ｒｉ曲ｔ
￣

遗产受众管理
－

￣

知识产巧
̄

￣

对象路毎
’



Ｉ

自定文扩展元ｄ


视频资源、 档案资源的元数据与 ＣＲＭ 之间的映射后 ， 本文的所有资源均存储于

Ｏｒａｃ ｌ ｅｌ ｌ ｇ 数据库中 。 通过对 ＯＷＬ 的构词特征分析 ， 设计关系表来保存知识本体中

的实体及其属性关系 。 Ｏｒａｃ ｌ ｅ ｌ ｌ ｇ 逻辑上定义表空间
＂

ＤＢ
＿

０ｎｔｏ ｌ ｏｇｙ

＂

， 用 Ｗ保存奉

化布龙知识本体的表和其他数据对象 ， 共有知识本体所有资源表 ＤＢ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 属

性与类的关联及约束表 ＤＢ
＿ｐｒｏｐｅ ｉ

＂

ｔ ｙ＿ｃ ｌａｓ ｓ 、 类的结构关系表 ＤＢ
＿

ｃ ｌ ａｓ ｓ
＿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 、

属 性 的 结 构 关 系 表 ＤＢ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 、 属 性 的 定 义 域 和 值 域 表

ＤＢ
＿ｐｒｏｐｅｒｔ ｙ＿ｆ ｉ ｅ ｌ ｄ 、 属性的特性表 ＤＢ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ａｒａｃ ｔ ｅｒ 、 说明个体是哪个类的

成员 的表 ＤＢ
＿

ｉ ｎｄ ｉ ＼ｒ ｉ ｄｕａ ｌ 、 每个实例的属性值表 ＤＢ
＿

ｉ ｎｄｖ
＿

ｖａ ｌｕｅ 、 个体之间的关系

表 ＤＢ
＿

ｉ ｎｄｖ
＿

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 等 ９ 个表 ， 如图 ４
－

９ 所示。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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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帝口

―

ｔｙ ｐｅＬ Ｉ触ｓ。

．


＇

ＩＴ
．

Ｂｌ ｉＳｉ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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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ｎｖ＾＾
■

＂口

ｃＳ
。 １ －ｈｉ草

Ｗ ｉ

Ｉ ｓ ｙｍｍｅｔｎｃ ｒｅｓ ｉｎ ｃ ｔ ｉｗｉ ！ ＂ ’ 立 ＂  ；

Ｉ ｔｒａｎｓ池＊


Ｗ ｕｃ


＾
￣￣

 Ｉ

ｆ
＊

Ｋ ；ｐ ｒｏｐｅ ｒｔｙ ｌＤ ｊ

—— ＂ 

｛ ＿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城妇ｎｉｙｐｅ ｉ ｊｄｏｍ￡ｕｎ ｜ｒｅ！由 ｉｏｎＴｙｐｅ

ｒａｎｇｅ ！ Ｉ ｉ ｎｄＭＤ

图 ４
－

９ 基于关系数据库的奉化布龙知识本体数据表

４ ．４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 ＷＥＢ 展示系统

结合Ｗ上的舞蹈知识库 、 舞蹈视频库 、 传承人档案库 ， 本文采用 ｊａｖａ 语言 、

ｏｒａｃ ｌ ｅｌ ｌ ｇ 数据库 Ｗ及搜索 引擎 ， 针对用户观看奉化布龙的动态视频 、 查询奉化布

龙的相关知识 、 了解奉化布龙传承人的相关档案资料的需求 ， 构建 了 民俗舞蹈奉化

布龙的数字化展示平台 ， 如 图 ４
－

１ ０ 所示 。 该数字化平台
＂

黄龙
＂

的黄色为主色调 ，

Ｗ奉化布龙的图片为背景 ， 传统的行楷字体为标题 ， 突出传统文化的古典气息 。 系

统共有我的首页 、 舞蹈知识库 、 舞蹈视频库 、 传承人档案四个链接频道 。

ｃ ｉ ■



〇－０Ｘ

分 峡〇
－

， 六 占 ． ０ ． １ ／ｎａ ｉ ｎ＆
Ｓ

＾＾＾＾
９ｎｃ ｊ

４ ？ ｒ
－

ｉ？ ＜ＵＫ？ ？幸＊ 人给 Ｉ

丰化 寺 走 赵 《 化展 示 年 台 ？ ｊＵ ；？ ２ 支

？ ？勺
图 ４

－

１ ０ 奉化布龙数字化展示平台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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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化展示平台的舞蹈视频库 ， 用户可观看本文 ４ ．１ 中拍摄的奉化布龙视

频队及视频的相关信息 ， 如 图 ４
－

１ １ 所示 。 相关信息包含基于 ＤＣ 元数据的名称 、 表

演者 、 主题 、 简介 、 其他责任人、 日期 、 视频资源类型 、 资源标识符 、 来源 、 相关

资源等 。

Ｄ ■
 ，

—
— — —  ＩＳ－〇ｘ

＿

４
＊冰Ｃ 。 １ ２７ ．０ ．０ ． Ｖ轉

 ． ． ． ＂ － ——

益 ＝

巧 ；前Ｉ ？ 肪剛 ＾ ＜
（ ９＞ 巧

為踏化欢

ＷＴ＾ｍｆｔ

ｇｙｒｍｓ ｉ Ｔａ ｉ

巧 筛 辛站民巧四？

Ｅ￡ＳＷ化，ａ毛 ’讲

怎 ）ｉ ｚ  ？ 抑巧％巧诚 ． ｊ ｔ巧ｇ ． ｆｔ ｓ巧ｎ 脚；細巧帝ｗ妹毕 它 ｉｃ巧拉店 々

全酪椒泌 柄Ｓ ；

？ ＜１杭 ：的》  ｉｉ ｌ ｃ ． 斯 技 Ｊ啟 Ｌ饰巧£觀邮巧
＆ ？

ＷＳｆＭ ．

３抑ｎ ． ￡有＃院 ；

？ 宙々 百件 ■巧巧 Ｓ １ 府傅巧 ？

Ｅｃｎａｓｓ＊＊ｎａＨＩＺ＾３１

Ｅ３＾ ＂ ；

ＥＨＨ３Ｒ ｆｅ？ｓ

巧黑击ｙ ． ＂

Ｅ〇Ｍ Ｉ ３ ｔ＊
ｊ

〇＾３？Ｅｅ ：６

■

图 ４
－

１ １ 奉化布龙视频页面

通过点击各个传承人档案 ， 用户可看到 ４ ．２ 中加工整理的奉化布龙传承人的数

字化档案 ， 包括电子版的手稿 、 证书 、 相关报道 、 口述史视频 、 代表作品等 ， 并且

可知晓相关档案的存储地 ， 如 图 ４
－

１ ２ 所示 。 该页面展示 了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传承

人陈世雄的个人档案 ， 用户可阅览陈世雄的个人传记介绍 ， 点击可放大观看 电子版

的证书及手稿 ， 通过链接可看到相关媒体报道 ， 及陈世雄本人的 口述史视频及代

表作品 ， 最后 ， 用户可通过
＂

馆藏信息
＂

这一项知晓相关档案的存放地 ， 供进
一

步

深入了解及研巧所用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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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２ 奉化布龙传承人档案页面

在 ４ ． ３ 中 ， 本文实现了奉化布龙文化空间的知识本体构建 ， 并采用元数据映射

的方式 ， 实现 了视频资源 、 档案资源与知识本体的结合 ， 共同存储于 Ｏ ｒａ ｃ ｌ ｅｌ ｌｇ 中 ，

通过检索 引擎 ， １＾＾

＂

浙江奉化
＂ ＂

祭祀信仰类
＂ ＂

汉族舞蹈
＂

为检索条件 ， 查询到奉

化布龙的检索结果 ， 显示出相关的视频资料 、 文字介绍 、 传承人档案等 ， Ｗ多元化

的形式全面展示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知识 ， 用户通过点击链接 ， 即可观看相关视频

及档案资源 。 如图 ４－

１３ 所示 。 在视频资源及档案资源的右侧 ， 还有简单的元数据介

绍 ， Ｗ便用户知晓相关资源的背景信息 ， 包括奉化布龙的视频拍摄时间 、 拍摄传承

人姓名 、 奉化布龙的舞谱手稿档案的产生时 间 、 作者等 。 经过测试 ， 采用该方法的

知识库系统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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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１３ 奉化布龙的知识查询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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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数字化传承对策研究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传承对策主要是在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上 ， 借助网

络 、 多媒体 、 智能终端等数字化手段 ， 将奉化布龙的知识技艺等可视化 ， 实现跨时

空跨地域的传播与传承 ， 扩大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传承范围 ， 减少 民俗舞蹈奉化布

龙的传承成本 ， 加深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传承深度 ， 使昔 日流行的 民间艺术重新回

归到 民间 。

５ ． １ 基于表现形式的教学网站传承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盛行于其采邑 区的 田野乡 间 ， 只能为浙江省等特定区域的传

承者所见所闻 ， 而且传承方式为师徒间的实地 曰授身授 ， 极大的限制 了 民俗舞蹈的

传承广度 。 通过本文 ４ ． １ 的视频拍摄 ， 可 Ｗ获得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表演视频 ， 如

果能够将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表演套路细分为各个教学课程 ， 根据民俗舞蹈奉化布

龙的特征 ， 课程 内容设计如 日
－

１ 所示 。 根据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艺术特征 ， 可将民

俗舞蹈奉化布龙课程分为 ： 理论课程 ， 主要介绍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来龙去脉 、 舞

姿含义 ， 为实践做好铺垫 ； 表演课程 ， 主要对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实地表演进行学

习 ， 实践民俗舞蹈奉化布巧的套路 、 表情 、 唱词等 ， 送是数字化传承民俗舞蹈奉化

布龙的主要环节 ； 器具制作课程 ， 布龙的制作是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这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组成部分 ， 讲授者可通过亲身制作的讲解 ， 让受众知晓每
一

环节的材料使用

和工艺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课程

Ｉ Ｉ Ｉ

理论课程表演课程器具制作课程

龙头制作

—

舞蹈特点
一

表情姿态
＿ 龙骨编织

－舞步寓意Ｌ
唱词学习 ■—龙身布艺

国 ５
－

１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课程设计

通过建立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教学网站 ， 功能设计图如 ５
－

２ 所示 ， 管理员或用

户可 Ｗ上传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分解课程 ， 用户可 自 主点播进行学习 ， 同时在个人

空间展示 自 己的成果 ， 也可 レッ在讨论答疑区进行沟通 。 通过这样的知识可视化Ｗ及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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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 全球的中 国舞蹈爱好者 ， 尤其是身处异国的中 国传统文化爱好者 ， 便能够跨

时空跨地域的学习到源 自于浙江奉化采邑区的布龙舞蹈 。 另外 ， 对于民俗舞蹈奉化

布龙的传承者来说 ， 网络课程能够解决现实课堂中传承者学习能力差异的问题 ， 传

承者可根据 自 身学习进度反复播放练习 ， 使实地的 曰授传承与在线学习互补 ， 提髙

了传承者的传承效率与学习热情 。

教学网站还可Ｗ实现交互式远程教育的功能 。 舞蹈远程教育是实现舞蹈终身教

育的途径之一
？
通过邀请采邑区的专业传承人或学者 ， 组织网络面对面的交流答疑 ，

分享传承人或学者的隐形知识 ， 例如民俗舞蹈奉化布巧的表演诀窃 、 工具的制作流

程 ， 进行跨地域的实时教授与指导 ， 扩展了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传承范围 ， 克服了

实地传承的地域问题 ， 节约 了传承授课的人力交通成本 ， 提商了全民传承传统文化

的热情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教学网站

网 个 课巧 谋 答
站 人 程程 程 疑
營 空 播教 上 讨
理 间 放授 传 论

图 ５
－

２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教学网站功能设计

５ ．２ 基于传承人的网络社交传承

自 古髙手出 自 民间 ， 民俗舞蹈也不例外 ， 我国地域广《 、 人才辈出 ， 有很多 民

俗舞蹈髙手 。 现代基于网络媒体的传承不固于传统规则 ， 更容易实现创新传承 ， 所

Ｗ开辟专口的网络社区传承很有必要 ， 也十分可行
？

。 网络社区是指包括论坛、 社

交网络 、 微博 、 贴吧 、 ＱＱ 空间等网上空间 ， 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访问者聚集在同一

主题下的网络社区 。 目前 ， 很多网络社区都已经发展为比较成熟的阶段 ， 如天涯论

坛、 百度贴化祭 在舞蹈交流方面 ， 中 国舞蹈论坛就做的非常成功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 己有 ３８ 万余会员 。 如果能够为民俗舞蹈的传承者、 爱好者等开辟这样的网络

？
贾安林 ． 舞蹈与远程教育 ［Ｊ ］ ． 中 国方巧 ： 行政区划与地名 ，

２０朋 （３ ） ： ４３
－

４３ ．

？
张明 ， 朱军 ． 基于网络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Ｃ ］ 中 国 ？ 徐州非物质文化巧产高层论坛． ２００９ ： ５５

－

５６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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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 ， 各个地域的访 问者都能在其中交流与展示传统文化 ， 在团体中获取最新最全

的 民俗舞蹈的信息 ， 送样极大的提高 了 民俗舞蹈的知晓度 ， 也为大众爱好者提供了

便捷的交流平台 ， 实现与 田野乡 间 的 民间艺人的零距离沟通 。

另外 ， 现有的专业传承人中不乏年轻者 ， 奉化布龙的传承基地中就有不少青年

学生 ， 利用他们善用 网络的特点 ， 开通现在盛行的微博公众号 、 微信公众号等社交

平台 ， 例如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的传承人桂震宇 ， 己在微博上获得 ５ 万余粉

丝 。 新浪微博上现在己有 １＾
＂

奉化布龙
＂

为名 的 民间微博 ， 如 图 日
－

３ 所示 ， 尚未通

过官方认证 ， 发送消息较少 ， 受关注度也较低 ， 民俗舞蹈有很好的观赏性与 Ｗ 易学

性 ， 如果能够加 Ｗ运营和推广 ， 在影响力 巨大的社交平台进行扩散 ， 可 快速的获

得较高的知晓度 ， 并且社交平台的实时更新也为广大民俗舞蹈爱好者提供了关注该

项 目 及其传承人的途径与平台 。

化的主贾 巧的框货

４ ７４６ ３ ０Ｉ驗－

＾＾
＾＾＾＾＾＊＊＊＊＾＊

？
Ｈｎ

奉齡巧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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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微博

５ ．３ 基于文化空间 的产业传承

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带动下 ， 文化产业己成为 ２ １ 世纪发展最快的朝阳产

业之一 ， 文化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就是数字化和网络化 。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国 ， 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挖掘 出我国文化产业的 巨大潜力 ， 改变传统文化产品 的生

产 、 传播 、 消费方式 ， 不仅能够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 产生巨大的经济

效应 ， 更能够増强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命力 ， 有力的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

空间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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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进入了移动终端的时代 ，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有其观赏性、 娱乐性 、 文

化化 应针对不同用户 的需求 ， 开发出注重用户体验的产品 。 例如对于儿童群体 ，

可开发出相关的图片动漫 ， Ｗ可爱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展示出文化空间的历史背

景 、 舞蹈特征等 。 针对都市 白领的快节奏生活 ， 可开发出娱乐性强的游戏产品 ， 例

如中央美术学院 ２０口 年发布的 《中国古典家具 》 Ａｐｐ ，Ｗ单 日 下载量最高达 ２ ． ８ 万

次的成绩 ， 排名至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中国店的年度优秀应用软件 。 这个 Ａｐｐ 采用游戏与文

化融合的手法 ， 将明代挥卵家具的虚拟椎卯设计成游戏环节 ， 将祥卯家具带入人们

日常的娱乐消遣之中 ， 同时实现了 Ｗ传统文化空间的展示推进生产力的功能 。 对于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而言 ， 也可模仿 《中 国古典家具 》 的发展路径 ， 开发出吸引 民众

的 Ａｐｐ 。 比如奉化布龙可借用腾讯公司盛行的 ＱＱ 炫舞游戏 ， 让 ２６０ 多万炫舞游戏爱

好者在娱乐中知晓奉化布龙 ， 将奉化布龙的文化空间的知识融入到倍受喜爱的网络

游戏中 ， 让用户在娱乐的同时 ， 通过游戏人物的选择 、 服饰的配备 、 舞龙场景的复

原 、 舞龙动作的展现 ， 潜移默化地了解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历史渊源与舞蹈特征 。

同时 ， 数字游戏的消费群体多为中 国的年青
一代 ， 他们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主要接班人 ， 采用年青一代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 ， 可 最快速度地让他们接受中

国的传统文化 ， 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打好基础 。 在这个数字消费飞速发展的时代 ， 数

字化产品的开发 ， 能够使更多的人通过移动终端 ，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接触和知晓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 在娱乐消遣中潜移默化地建立普遍的民族 自信 ，

増强民族文化软实力 ， 同时也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经济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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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总结与展望

民俗舞蹈作为艺术学 、 民俗学 、 社会学等交叉的行为活动 ， 具有活态性 、 地域

性 、 文化性的特征 ， 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和精湛的艺术技巧 ， 保护范围非常宽广 ，

同时 ， 舞蹈依托人的肢体活动为表现载体 ， 传承手段多为 口授身教 ， 保护技术具有
一

定难度 。 民俗舞蹈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是
一

个很大的课题 ， 不是用某一个工

具或者技术就能够解决的 ， 更不能通过某
一

次的研巧而
一

劳永逸 。 同时 ， 信息时代

的媒体传播方式 日新月 异 ， 因此任何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方式都在不断地创新与发

展 。

本文通过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 构建了基于表现形式 、 文化空间 、 传承

人档案的多维度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 ， 根据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特征 ， 采用视频

拍摄 、 本体构建、 档案扫描等规范化的数字化手段 ， 将民间 曰传身授的民俗舞蹈奉

化布龙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可共享的信息资源 ， 并将其实践为 Ｗｅｂ 展示系统 ， 最后

提出 了相应的数字化传承对策 ， 包括教学网站 、 网络社交 、 文化产业等 。 本文为民

俗舞蹈奉化布龙提供了
一个可操作性较强的数字化保护及传承方案 ， 也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其他领域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提供 了参考与借鉴 。

由于 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保护研究的深度还有待探索与挖掘 ， 本文只是

采用
一

定 的技术手段 ， 为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提供
一

个解决的方

案 ， 更精细的技术手段还有侍思考 ， 更深层次的资源聚合还有待探索 。 后期工作主

要有 ： 提升现有的数字化的精度与程度 ， 加入 ３Ｄ 动作捕捉数字化技术 ， 可 更为精

确逼真地展现民俗舞蹈的动作全貌 ； 完善本文的数字化展示平台 的功能 ， 加上用户

的交互等 ，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保护 ； 将已获得的数字化资源加 完善 ， 通

过统一的元数据标准 ， 实现与其他数据库资源的共建共享 。 在后续的工作中 ， 若能

将现有的资源系统加 Ｗ改善与扩散 ， 使民俗舞蹈奉化布龙真正地传播至 民间 ， 才能

真正实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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