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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浙江

省优秀传统文化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促进

作用，传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深度解码浙江优

秀传统文化基因内涵，建设高质量宋韵文化传世工

吕朝晖

（温州理工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为实现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全面提升文化领域产业运行效率与消费体验、加速推动“文化+”发展方式变革不断注入新动能。以数字化改

革为抓手，利用数字技术激发宋韵瓯风作为温州独特地理与精神标识所蕴含的内生发展动力，深挖温州宋韵瓯风文

化内涵，打造具有温州品牌特色的文化标杆，有利于推动浙江省“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建设，打造温州文化高地，赋

能温州千年商港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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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of Digital-empowered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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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core, digital reform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jecting new 
momentum into in a variety of fields, namely, the cultural industry’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field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plus” development mode. Taking digital reform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dopt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stimulate the Song Charm and Ou Style a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 contained in the 
incomparable geographical and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of Wenzhou, it is believed to fully tap Wenzhou Song Charm and 
Ou Styl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o create cultural benchmarks with Wenzhou brand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ng Charm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creating a cultural 
highland in Wenzhou, and empower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Wenzhou millennium commercial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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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温州在传承发扬宋韵文化内涵、发展具有温州

特色的南宋文化产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宋

高宗曾驻跸温州近两个月，受此影响，温州地区科举

制度较之以前得到较大完善，庙宇文化得以繁荣发

展，同时也为后续永嘉学派等的兴起与兴盛奠定了

基础，与南戏等一起，为温州创造了良好的宋韵文化

品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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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千年商港、幸福

温州”的发展目标，是新时期温州建设的崭新定位，

同时也对温州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充分挖掘

温州作为拥有2 200多年瓯越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的

深厚底蕴，也要重视其作为我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

的独特优势。打造温州文化高地，激发温州发展的巨

大文脉潜力，是繁荣温州千年商港题中的应有之义。

宋韵瓯风是温州独特的历史印记，是千年商港

历史内涵的重要体现，在赓续历史文脉中传承创新、

营造特色人文空间、塑造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

化自信是建设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必经之路。以文

助商兴港，开展复兴千年古城计划，在深挖“千年文

脉”历史底蕴的基础上推介好、弘扬好宋韵瓯风文

化，打造形式多样、脉络宽广、开拓创新的文化与经

济融合发展模式，向繁荣商港进发，推动温州千年商

港建设，对打造幸福温州有着重要意义[3]。

宋韵瓯风作为接续历史、映照现实、引领未来

的重要精神支柱，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

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为

传承和发扬宋韵瓯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和路径[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

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战略”，宋韵瓯风文化与数字

技术的协同推进、融合发展可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是优化产品供给、推动宋韵瓯风文

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通过数字技术传承创

新宋韵瓯风文化血脉，应当成为温州文化高地建设

的重要组成[5]。

基于此，本文对数字赋能宋韵瓯风文化高地建

设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探索数字赋能宋韵瓯风文

化传承与发扬的实现路径，为提升温州地区文化自

信，打造文化领域共同富裕市域样板，促进宋韵瓯风

文化走出温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科学有效的

决策指导。

二、数字赋能宋韵瓯风文化传承之问题剖析

以数字技术为抓手，将宋韵瓯风文化脉络融入

温州千年商港发展机理，通过文化提升千年商港发

展内涵，能够有效解决文化高地建设同质化、特色不

足等问题，对建设幸福温州有着重要的保障与促进

作用。但因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天然

的信息鸿沟，其融合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阻

滞问题，对问题的全面分析将有效促进数字赋能宋

韵瓯风文化高地的高质量建设。

1.宋韵瓯风文化的数字化产业发展缺乏特色

经过温州地区宋韵瓯风文化产业多年的辛苦经

营，如今相应产业链已初成体系，价值链得以向多方

延伸，为文化高地建设奠定了前期基础。但受不同地

区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宋韵瓯风文化产

业规模以及经营者文化素质等参差不齐，现有文化

产业重心仍倾向于传统型，对数字经济的快节奏发

展模式适应能力不强，无法实现与数字化技术的高

效对接，暂未能形成具有温州本地特色的、体系化的

宋韵瓯风数字化文化产业品牌[6]。同时因各文化产业

经营者往往各自为营，不同地区的宋韵瓯风数字化

文化产品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模仿与趋同问题，长

此以往，将造成本地文化特色优势的逐渐湮没，影响

温州宋韵瓯风文化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使其对温

州文化高地发展逐渐丧失热情与信心[7]。

2.宋韵瓯风文化的数字化呈现技术尚不成熟

温州地区的宋韵瓯风文化并不总以实物为载体，

如永嘉昆曲、温州鼓词等就与瓯绣、黄杨木雕等有着

较大差异，此类文化的传承以掌握该类文化精髓的

上一代传人的言传身授为主，未形成系统的、可复

制的传承模式。该类文化对传承人的主观依赖性强，

而现有数字化技术无法实现传承人各阶段思想的复

刻，仅能被动实现一定程度的价值刻画，无主动思

考能力。因此，宋韵瓯风文化的核心内涵无法通过数

字技术完全呈现，这将一定程度造成宋韵瓯风文化

的价值折损。同时，温州并非掌握文化数字化高端转

换技术的核心地区，现阶段文化的高精尖数字呈现

技术在温州地区应用有限，缺乏完整的、系统的产业 

链条。

3.宋韵瓯风文化的数字化发展受消费主义文

化和商业化浪潮冲击

宋韵瓯风文化的数字化发展丰富了传统文化的

表现形式，拓宽了传统文化作用于现代人精神风貌

的路径。但是在消费主义扩张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在

数字化发展进程中，为迎合现代消费者娱乐及消费

方式的转变，对其自身所做的部分数字化创新违背

了传统文化初衷，其审美日渐边缘化、大众化，丧失

了原有竞争优势。宋韵瓯风文化产品不再是用来满

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东西，而是被附加更多的符号价

值，变成一种可以体现个性和身份的消费品。宋韵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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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和传播，一定程度上存在

急功近利的商业化现象，“娱乐至死”的不良导向盛

行，传统文化传播内涵被弱化。

4.宋韵瓯风文化的数字化发展市场监管不足

宋韵瓯风文化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风韵，数

字技术是近些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技术。数字技

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节奏与起点均不同，短期内实

现数字技术与宋韵瓯风的跨越式协同融合发展模式

存在一定难度，导致数字赋能浮于表面，未能深入宋

韵瓯风文化产业发展内在运作机理，技术融合偏表

层化，运用数字手段深层传播的力度不够，数字媒体

传播滞后。因此，现阶段宋韵瓯风数字化产业发展不

规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良莠不齐，部分宋韵瓯风文

化产业经营者因急于回笼资金，将具有丰富内涵的

文化产品打造成快消产品，违背文化产业发展初衷，

但因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规则与针对产品服务的有

效监管，现阶段文化产品的低俗化现象屡见不鲜，严

重影响文化高地建设质量。

宋韵瓯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是提高温州地

区文化产业发展成效、促进宋韵瓯风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为温州文化高地建设注入发展新动能、畅通千

年商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新时期实施文

化强市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突破现有发展桎梏，解

决现阶段数字技术与宋韵瓯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

痛点问题是推进相应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捷径。精准

定位数字赋能宋韵瓯风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将有效促

进现阶段问题的解决，推动落成温州文化高地，为繁

荣千年商港提供有效参考。

三、数字赋能宋韵瓯风文化传承的路径建议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万物互联的时代，随着数字

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宋韵瓯风文化产业正处于高速

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但现阶段宋韵瓯风文

化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碎片化、低端化、封闭化”

问题，迫切需要以数字科技为动力，推动业态、产品

和服务的创新发展，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打通文化

高地建设数字快捷通道，实现宋韵瓯风文化产业的

“数据化、系统化、融合化”发展[8]。

1.厚植宋韵瓯风数字化发展沃土，融通数字

化发展资源

培育宋韵瓯风文化数字化发展沃土，为宋韵瓯

风文化数字化传承发展提供养分基础。加大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温州文化高地建设实际，建立宋

韵瓯风智能化服务平台，使宋韵瓯风文化不再仅作

为历史遗珠而被束之高阁，走出“文化圈”，由原来

仅作为少部分群体可触及的精神高地转向服务大众，

提升服务供给效能；实现宋韵瓯风文化各类资料资

源的多样化存储，在传统储存模式的基础上，对其建

立数字化档案，实现宋韵瓯风文化的历史画面或声

音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矢量化，为宋韵瓯风文化的

进一步继承开发等留存尽可能完整的真实信息，减

少传承过程的信息折损；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搭

建宋韵瓯风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通过高效的资源

共享实现不同数据孤岛之间的资源互通，利用数字

技术进一步激发数字资源的价值释放，实现宋韵瓯

风文化资源跨时间、跨空间、跨区域的融合互通[9]；

开通宋韵瓯风文化体系内不同实体载体间的数字化

协同通道，加大文化领域信息资源库的共建共享力

度，提升宋韵瓯风云数据的利用水平；推动宋韵瓯

风文化与其他领域的融合研究，探索以“文化+数字

+”的发展方式拓宽宋韵瓯风文化高地建设路径，实

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文化产业范畴的拓展与价值链

的延伸，在保留传统文化厚重历史底蕴的同时，赋予

其时代新内涵，将现代化元素适时嵌入其发展的全

过程。

2.整合宋韵瓯风文化数字化传播路径，畅通

数字化发展通道

拓宽宋韵瓯风文化数字化传播通道，实现文化

数字化的多渠道、高效率输出。信息化时代为数字

媒体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可能。宋韵瓯风文化高地建

设应摒弃传统文化产业中固化的发展思维，在数字

化改革背景下尝试进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打

造宋韵瓯风文化与数字媒体技术融合发展的新业

态[10]；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于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

新引领全过程，推动宋韵瓯风优秀文化走出“文化

圈”，实现由单一受众群体向大众群体的转变，增加

受众群体黏性；创新宋韵瓯风文化数字化传播模式，

以数字技术为工具支撑，充分利用各类云平台、人

工智能技术等，实现宋韵瓯风文化视觉传播与网络

营销的精准性[11]；借助可视化技术、虚拟化技术等，

为受众群体打造一种可视化虚拟环境[12]，使受众利

用自身感官实现宋韵瓯风的沉浸式体验，将传统文

化传播中对受众的单向、静态信息输出转变为双向、

动态信息输出，向受众直观展示宋韵瓯风文化内涵，

让受众走近历史，走进历史，在数字化技术辅助下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回到历史场景中经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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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波澜传奇，传承优秀人物精神[13]；丰富宋韵

瓯风文化数字化传播形式，通过多渠道传播提升宋

韵瓯风文化的曝光率，如开发与宋韵瓯风文化密切

相关的网络游戏或阅读APP等，提升受众响应度，放

大传播效果。

3.强化宋韵瓯风数字化顶层设计，联通数字

化发展触点

提高宋韵瓯风文化数字化发展顶层设计的合理

性，平滑链接宋韵瓯风文化各发展触点是提升文化

高地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保障文化市场高效运作、

提升瓯风宋韵文化在促近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建设

过程中的作用水平是发挥政府职能的重要目标。以

数字化技术为生产要素，在政府的顶层引领下推动

宋韵瓯风优秀文化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畅通不

同文化资源平台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促进宋韵瓯风

文化高地建设所涉及的各类生产要素间的优化配置

与组合利用，实现数字技术资源与文化资源等的有

机融合，通过各要素间的“联动赋能”助力文化高地

建设[14]；加大政府的数字化治理力度，梳理宋韵瓯风

文化数字化品牌，发展具有温州特色的文化产业集

群，合理布局不同“文化+数字+”产业，形成数字

融合新引擎，延伸宋韵瓯风文化产业链与价值链，激

发内生动力，实现“万木葱茏”；加大政府数字化改

革力度，引进创新型数字技术，培育文化高地建设新

动能，以数字化改革成效催生“文化+数字+”新业

态，提升产品供给质量与供给的精准性，实现宋韵瓯

风文化高地的共建共治共享。

4.打造宋韵瓯风数字化人才队伍，疏通数字

化发展堵点

宋韵瓯风文化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需要产业链各

环节上不同类型的人才共同参与。当前数字赋能温

州宋韵瓯风文化高地建设过程存在较为严重的“错

位”现象，究其根源，是现阶段温州数字化承接能力

不足，无法适应“文化+数字+”的快节奏、高技术含

量的产业发展模式。打造一支既受过宋韵瓯风文化

熏陶，又兼具较高数字化技术水平的综合人才队伍，

是建设宋韵瓯风文化高地的当务之急。需加强与各

在温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联系，充分发挥各机构内相

关研究人员的科研及技术创新作用，补齐宋韵瓯风

文化数字化发展各环节人才缺口，疏通各发展堵点，

为宋韵瓯风文化高地建设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持[15]。 

同时，应充分利用市场在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中的

引领作用，广泛邀请社会各方参与宋韵瓯风文化高

地建设过程，充分发挥宋韵瓯风文化领域的工艺美

术大师、优秀工艺传承人、乡贤等的名人效应，综合

各方资源，为宋韵瓯风文化高地建设服务。

在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信息化时代，提升宋

韵瓯风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推进宋韵瓯风与

现代数字技术的深度交叉融合研究，充分利用数字

这一具有丰富原生动力的全新生产要素，激发数字

化改革在文化领域技术革新与模式创新中的潜能，

是传承创新宋韵瓯风文化、实现传统文化产业创新

性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责任编辑：陈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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