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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汉墓雕塑文化遗产的文创转化路径研究——基于产

教融合与数字技术的实践探索
吴雨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541006；

摘要：在文化强国背景下，地域性文化遗产的文创转化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广西汉墓雕塑的文创

开发，依托跨学科、产教融合、数字技术三种模式，成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现代转译和价值提升。研究表明，

多维度审视文化资源的特性、激发大学生作为“文化解读者”“实践创新者”的双重作用、构建数字化的产业

链生态。该研究揭示了文化遗产由“静态守护”向“动态激活”转变的内在规律，为地区文化振兴提供了既有

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意义的创新模式，同时也为全球文明交流互践提供了文化资本转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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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文化遗

产的创造性转化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维

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更是强调“推动文化资源向现代生活

转化”。作为这一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者，广西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文化润景’‘景区焕新’，

推进景点景区串珠成链，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和服务

水平，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2]
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物工作队带领下，广西汉墓雕塑累计出土人物俑、

动物俑、建筑明器等雕塑文物近万件，涵盖胡人驭手俑、

百戏乐舞俑、干栏式陶屋等器形
[3]
。

当前学界对广西汉墓雕塑的开发多停留在考古学

考据与艺术史研究层面，缺乏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政策要求的实践衔接，更未

充分激活大学生群体在文化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本研究

基于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实践需求，一方面通过数字技

术赋能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结合产教融合机制，系统探

索大学生如何将汉墓雕塑中的特色元素转化为兼具文

化内涵与市场价值的创新产品，为破解西部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滞后难题提供帮助。

1 广西汉墓雕塑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创新应用

1.1 多维透视：广西汉墓雕塑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

广西汉墓雕塑的文化价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深深嵌入历史脉络、艺术语言和社会结构当中。如果仅

从考古学的角度关注其年代和形制，或者仅从艺术学的

角度分析其审美特征，都无法揭示其完整的文化意义。

多维透视的本质在于通过跨学科的合作更全面、深入理

解文化资源的多重属性。有学者赞同费孝通的“差序格

局”认为区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动态系统，需置于

与其他文化的交互关系中考察。
[4]
还有学者研究了广州

汉墓胡人俑族源的多源性论证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源挖

掘的必要性。
[5]
笔者认为仅依赖考古学对俑体质材与年

代的判定，或局限于艺术学对形貌特征的单一分析，难

以全面揭示其文化意义。

1.2 创意重构：广西汉墓雕塑艺术元素的现代转译

创意重构是传统艺术元素在当代语境中实现“文化

基因活化”的必要路径，它不仅是形式语言的革新，更

是文化意义的重塑，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使文化遗产从

“博物馆静物”转化为“生活化叙事”。广西汉墓雕塑

的创意重构，需通过设计学、传播学、技术手段的跨界

融合，实现其文化价值的动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有学者

指出，设计是在造物，是在叙事，在抒情，也在讲理。

实现着人们的目的，提供着满足与幸福。
[6]
翔鹭纹铜鼓

上的翔鹭纹、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等图案巧妙融入文创

产品中，创造出既实用又美观的文创产品。基于地域文

化的文创产品，不仅要注意传统技艺的传承，更要融入

现代设计观念，通过对地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对

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7]
。

1.3 文化赋能：广西汉墓雕塑资源的传播价值延伸

文化赋能通过对广西汉墓雕塑资源的创造性传播

与多维度应用，使文化资源与社会认同、经济价值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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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力紧密相连，从而突破传统地域性与单向输出的

局限，构建可持续文化生态链。其本质是借助技术、教

育与产业协同，实现文化遗产从“静态”向“动态”的

跃迁，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下的区域发展与文明互鉴。

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共同编制了《“互联网+中华文

明”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利用数字技术激活文化遗

产，它带来更加快捷的信息传播和便利的数据服务，对

于广西汉墓文化资源的共享、利用、挖掘与创新具有重

要作用。
[8]

2 大学生文创实践中的路径探索与创新

2.1 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大学生文创能力的多

维培养

大学生文创能力的多维培养，其核心在于同时推动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一过程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知识、

技能、实践和价值观四个方面的协同培育体系来实现，

大学生不仅成为文化遗产传承的参与者，还成为推动产

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与传统的单向知识传授的方式相比，

这种培养方式更注重对文化基因的深入解读、跨学科的

实践探索以及社会价值的引领，从而形成一种更加生态

化、全面化的培养模式。有学者对教学模式进行改进，

构建了一套适应性强文创设计教学框架。将雕塑元素结

合教学活动来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转化性能力，同

时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入领会和推崇。
[9]
在新的教学

框架下，学生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创作具有市

场价值和竞争力的文创设计作品，对于推动非遗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广西汉墓雕塑文创资源的大学生转化机制与

实践路径探索

广西汉墓雕塑的文创资源在大学生中的转化，主要

依赖于“产教融合”的核心模式。这一模式建立起“高

校、产业、政府、社会”共同创新的实践渠道。其核心

在于激发大学生作为“文化转译者”和“创新实践者”

的双重角色，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兼具文化深度与市场活

力的现代产品。促进地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

国际传播。在《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要

求下，利用“互联网+”优化教学模式、深化校企合作、

协助学生文创作品推广。启发学生将文创资源融入文创

设计的思维，助力文创发展，为文创市场培养人才。
[10]

2.3 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赋能下的汉墓雕塑文创产

业链构建与传播路径

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全面助力广西汉墓雕塑文

创产业，通过激活文化资源、激发创意生产重塑了该产

业的生态格局，这一过程使文化资源能够实现共享，其

关键在于利用技术手段打破传统壁垒，构建文化遗产数

字化，从而实现文化价值不断增长。有学者指出，在数

字化背景下，文创产品的设计需要“立足新的文化空间

以满足用户深层的文化需求，需要从空间设计、交互体

验、文化转译三个层次进行全面思考”，在进行数字化

技术后，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美育价值。
[11]
人工智能

与数字化技术深刻揭示了汉墓雕塑文化的运作逻辑，并

通过算法优化、沉浸体验及数据反馈等手段验证了文创

产业的创新性，对广西乃至全球区域性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3 广西汉墓雕塑文创资源的价值落地与社会赋

能

3.1 文创资源的场景化应用与产业融合

文创资源的场景化应用与产业融合主要策略是将

雕塑中的文化元素如纹样、造型及历史故事等，灵活地

运用到文化旅游、商业消费、公共教育等多元场景，并

与科技、农业、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文化赋能产

业、产业激活文化的共生模式。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静

态保存的局限，还极大地增强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力

与经济贡献，为区域产业的升级以及城乡协同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有学者指出，文旅项目可以为落后村镇的

发展带来机遇，指出可以采取网络直播、技术培训、研

学旅行进行传播推广。
[13]
将文创资源转化为生活化、产

业化，不仅巩固了其作为区域文化标志的地位，还转化

为了推动经济成长与社会创新的关键力量，为“文化对

社会进行赋能”树立了可效仿的实际案例。

3.2 助力文化认同的构建与公众文化素养提升

广西汉墓雕塑的文创资源，借助“文化符号的本土

化展现”和“知识生产的互动式传播”，强化了公众对

当地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同时，通过“教育融合”和“科

技强化”的方式，提升了公众的文化素养。其核心思路

是：利用文创作为桥梁，把原本抽象的文化遗产转化为

生动的生活场景，并利用多维度的互动方式，激发公众

的自主学习和价值认同，最终推动文化传承从传统的

“单向传递”模式转变为“双向共创”的新模式。有学

者提出“以人为本”的理论，在满足公众个性化需求的

同时也在不断的挖掘文化内涵，提出“文创定制服务”

实现从用户到消费者的转化，满足公众对高质量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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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深层需求。
[14]
不仅为社会发展注入可持续的精神动

力，还强化了文化强国战略下“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的核心诉求。

3.3 可持续发展的多维价值释放

广西汉墓雕塑文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在于

“文化资源、产业生态、社会效益”的互动，通过经济

增长、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生态保护的协同作用，全

面释放其多元价值。旨在建立一个“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发展模式，推动文化遗产的可持

续发展。在经济层面，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实现了资源

再生与保护强化的良性循环，而这恰好验证了布尔迪厄

所提出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路径。
[15]
在文化层

面，依托创新扩散理论，可以以科技力量赋能文化的活

态传承。在社会层面，基于社会创新理论体现包容性发

展和利益共享的原则。在生态层面，积极响应联合国 S

DGs 目标，使广西汉墓雕塑文创产品践行绿色设计理念。

这四个维度协同作用，不仅证明了文化遗产可以从“单

一保护”走向“系统再生”，而且还为全球文化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提供了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具有实践价值的

“中国方案”。

4 结语

广西汉墓雕塑的文创转化研究不仅是对地域性文

化遗产的一次实践探索，更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内在

逻辑的生动体现。构建了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新模式，

生动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机制。大

学生作为“文化诠释者”和“创新实践家”，在数字技

术的助力下跨越时空限制，将汉代雕塑的美学元素转化

为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创故事，成为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

转化的具体实例。同时，这项研究还揭示了文化遗产现

代转化的实质是文化主体性的重新构建。通过产教融合

的创新合作方式，文化传承从单向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双

向的价值共同创造，既激发了青年群体的文化自我意识，

又增强了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构建中的参与能力。数字

技术的沉浸式传播和智能化生产手段，让地域传统文化

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共鸣，

就如同青铜纹样在数字世界中闪耀出新的光芒，古老文

明正以数字形式进行着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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