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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1.1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现状

传统文化，即经古老文明历经岁月沧桑演变又重新融合汇

聚最终呈现的一种体现民族特质与时代风貌的兼具多元性与统

一性的文明成果，总体上体现了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千姿百态的

文化与文明形态的总和。世代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

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沉淀和精髓，极具民

族特色又博大精深，是帮助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走向文化

自信资源基础。继承并不断积极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优越方面，对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高文化

软实力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作为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社会历史博物馆承担

着对内向人民大众通过实物展览形式呈现相关历史信息与文化

沿革，对外作为精神名片展现地方风貌与文化自信的双重历史

使命与责任。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已

迈入了5G背景下的信息与数字时代。与传统技术相比，5G技

术明显的低时延、泛在网、高速度、低交互等特点展现出了强

大的信息互动推广功能，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技术欣欣向荣，将数字时代推向了新的高度。2011年，数字

敦煌博物馆的建立拉开了我国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帷幕，截至

2020年末，与百度公司合作开发的线上博物馆数量已达到了

313家之多[1]。得益于此，疫情时代下“云游博物馆”成为可

能，大众通过手机即可将博物馆中的文物一览无余。但是，现

阶段的数字博物馆仍以二维图像为主要呈现方式，全景式浏览

被限定在电子设备屏幕中，画面流畅度有待提升，用户体验感

不佳，颇有走马观花之意，无法达到传递文物背后历史文化内

涵及吸引受众兴趣的目的。

1.2 5G时代下传统文化传播发展困境

此外，当下社会已进入智能传播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渗透进大众日常生活。据调查，国

内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已高达11.68亿，移动网民人均

安装app的数量达65个，人均app每日使用时长已达到5.1小

时。信息过载成为当下社会难以忽视的问题，以文字、图片为

主要形式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正面临着场景化、视频化传播方

式的挑战，这意味着以往以平面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数字博物馆

难以吸引大众已被割裂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大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使其在达到物质富足后逐渐重视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历

史博物馆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文化资源承载者，其所能提供

的文化体验明显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产品。精准把控大众对于文

化体验的新需求及接受机制是提升博物馆效能的关键。沉浸式

体验，不仅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馆内的大量藏品进行登记、存

储、展出，更是以文物本身的内涵和文化体验者为核心，研究

受众在5G时代下的文化体验需求，借助、整合或创造沉浸式

体验场所，巧妙融入文物的历史、文化、技艺等元素，通过新

技术手段，让古老的文物“活”起来，将大众从“屏幕时代”

带入“卷入时代”。

二、提升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1有利于打造虚拟体验，实现“身临其境”

5G时代下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发展策略
——以社会历史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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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体验展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使受

众在异地也能全方位、多角度地“感触”文物。“沉浸式”的

虚拟体验展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基于AR-VR融合技术的

体验展和基于融合投影的体验展。AR-VR虚拟体验展充分结

合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感和增强现实技术的交互感，通过VR

技术在用户眼前生成虚拟环境[2]，如复原文物所处的历史场

景，尽可能使文物与参观者产生共鸣。通过AR技术将虚拟信

息叠加在真实场景中，以增强展品信息展示[2]。参观者可自主

选择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自由切换，全面、立体地感受文

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基于融合投影技术的虚拟体验展在目前

应用较为广泛，通过融合全息投影、互动投影等技术，并充分

调动参观者的五官，使参观者身临其境。以日本 Teamlab

Borderless数字艺术展为例，其通过独创的投影系统，将参观

者包裹在美轮美奂的光影之中,在其3000平方米的空间中，随

着参观者的移动，周围的情景触发参观者视觉、听觉、触觉、

味觉的变化[3]，使参观者沉浸在没有边界的艺术空间中。

2.2有利于增强交互体验，体现“寓教于乐”

交互技术是沉浸式虚拟体验展的一面旗帜，以多渠道、多

媒体、多方案的智能人机交互形式出现，将人的多种感觉（如

言语、眼神、脸部表情、唇动、触觉、嗅觉或味觉等）和动作

通道（如语音、手写、姿势、实现、表情等）通过计算机相关

技术进行捕捉，并实现及时反馈，而观众则以并行或非精确的

方式“沉浸”于虚拟交互环境中，并借助可接触式或虚拟人机

交互界面实现与艺术品的对话和交流。交互技术有利于增强参

观者与文物的互动，进一步增强了体验的趣味性和沉浸性。以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平鸽环节为例，其特效是人工智能下

实时交互科技的展现，精准识别每一位演员的位置，同时地面

屏幕帮助实时反馈演员的位置移动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呈现出

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孩子所到之处，脚下便生出雪花，交互技

术使得孩子们在舞台上更加轻松、投入地表演。此外，一些虚

拟体验展也通过设计任务来驱动参观者与文物的互动。以《国

家宝藏》线下沉浸式体验馆为例，在《竹林七贤与容启期》砖

画展区，只有当参观者将八块画像砖正确地放回拼图装置中的

空位后，才能再现竹林七贤和容启期的风貌。同时每当系统内

部一局部内容拼接完成，影音系统便会对其进行讲解，全部完

成后，则会对作品整体进行全方位介绍与相关展示。该种任务

驱动型的互动设计使得参观者的参与欲望增强，在享受交互体

验的同时高效吸收文化内涵。

2.3有利于形成“展览自由”，突破时空限制

流动性文化体验馆偏向于“应时应机”地处理展览中实体

内容的设置布局，通过大数据技术的缜密计算，联系当时当刻

的潮流趋向，“投其所好”地对大众进行相关的博物馆文物文

化输出。文化体验馆的流动性模式是指通过搭建可迁移式的体

验馆布署地网络，对文化体验馆进行分时、分批、分层次展览

的实施落地，形成灵活多元的体验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具

体互动方式，取消定点互动，从而为观者带来良好参观体验感

的模式。流动性模式旨在强调体验馆形式上的“DRAV“模式，

分别为Diversity-地理位置多样性、Random-互动过程随机性、

Adaptability-时间安排可调整性、Variation-展品设置更迭性进

而为观者带来别具一格的互动体验。与传统的设展方式相比，

流动性文化体验馆无需考虑大宗文物在远距离运输时的破损和

丢失问题，并且也无需担心在传统博物馆中进行的繁琐文物养

护修缮工作，最大程度上地在保留文物文化内涵的同时满足大

众对传统文化的输入需要。

2.4有利于打造“联动模式“，加强关联交互性

5G技术“全球在线，万物互联”的特性将人与人、人与

物、物与物紧密结合起来，将信息推广传播技术从人类内部的

人际传播，带向物与物间传播的，更大范围、多方式的大型传

播圈，而在此基础上，信息不再是孤立的分子，而是信息与文

化结合的统一体。5G技术明显的低时延、泛在网、高速度、

低消耗等特点使其展现出了强大的信息交互推广功能，因而可

以跨越繁华市中心与胡同巷口的空间界限，终端也可以通过无

所不在的网络实施实时监控和反馈，实现强大的关联性。通过

这项技术，流动性文化体验馆可以实时“联动“，同时更新上

传最新数据，从而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同一时间欣赏到同一

文物的历史魅力与人文魅力。在此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技术，

通过前期信息的收集整理，在云端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并根据

人群文化背景、历史沿革进行分类和区域划分，从而形成以区

域为基础群体特色的文物展示圈网络，以便于帮助大众达到文

化输入的模块化与整体化，满足受众的文化汲取需要。

三、推广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的策略分析

3.1政策支持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公共文化下数字化的建设

使得5G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模式不断先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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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对相关信息也进行了说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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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研究持续深入，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产生与发展模式

接连创新，大量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如5G、大数据、虚

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将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我国经济增长点和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也

基于上述技术的发展。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数字化文化建

设提供经济投入支持，以法律形式为互动体验提供规范保障，

制定行业及产业政策方案，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相

关政策下的行动计划，使得文化产业呈现持续、高速、协调、

稳步发展的繁荣景象。

3.2技术突破

数字化文化建设离不开技术支持，传统文化在5G时代下

的互动体验仍存在从理念到应用的距离，只有跨越技术鸿沟、

突破技术障碍才能降低设备成本，保障大规模应用推广。5G

时代，AI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综合运用，将使传

统博物馆馆藏的传播彻底打破场域限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VR）或增强现实技术（AR）进行特定时空设定的场景营造，

使受众从以前的文物历史旁观者、浏览者变成文物生命的见证

者，亲历者，与文物产生共振共鸣，从被动接收相关知识转变

为基于兴趣的主动了解及二次传播。而现阶段相关技术的发展

仍无法满足大规模、大范围推广使用的需要，过高的技术开发

成本使其难以亲民，目前相关技术的应用仍局限于小众领域。

未来，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相关技术研发的成熟，传统文化的

互动体验将前景可期。

3.3宣传引导

万物互联时代，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宣传模式。当下，网络媒体发展迅速，微博、知乎、小

红书等应用平台将大众包裹于繁密的信息流中，因此，在各大

网络平台做好宣传工作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推广方案。除此之

外，作为线下体验项目，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仍需在线下走入

受众生活圈，进行试点推广，设置线下体验点来实现内容向受

众的输出。线下试点需要进行充分调研，对目标受众进行定

位，可在高校及商场等人流量大、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具有

文化消费需要及能力的区域设置体验点，回收体验数据，进一

步提升改善互动体验模式。

3.4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有多处涉及，要求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传

统文化发展为第一出发点，以中国现实条件为第一立足点，结

合当今时代特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及文化背景下的市场

化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产业相关法律及政

策，形成新型文化产业布局模式。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的数

字化创新建设虽得到发展，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文

化的变迁，许多传统文化形式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仍有大量

传统文化被束之高阁，消费人群日渐减少，市场影响力日渐减

弱。因此，通过互动体验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传统

文化走进大众生活不仅是单纯的文化科普工作，更是文化产业

发展工作。通过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深度认

知传统文化，进而产生文化消费，实现文化品牌的打造与推

广，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达成积极地保

护、传承、消费、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四、结语

社会历史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方案是针对5G时代下

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发展策略的可行性进行的实际探讨和理论

研究。实现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需要从沉浸式和流动性两个方

面展开：沉浸式体验方式一方面通过打造逼真的虚拟场景使受

众身临其境，另一方面借助交互技术增强受众与文物的互动体

验，最终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而流动性体验模式则侧重于通

过 5G技术帮助展品突破地区与时间的限制，实现“展览自

由”，且能通过其强大的关联交互性形成展览布局网络，使得

文物不仅仅是玻璃罩里的历史，更是大众身边的历史。传统文

化在实现互动体验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抓好前沿技术信息的

更新，落实先进技术的实践应用；在关注技术突破的同时，要

紧跟国家政策的引导，在国家文化发展建设全局下稳步升级；

还应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积极探

讨互动体验策略的推广路径；结合策略优势相应发展文化产

业，提高大众自发了解传统文化内涵的内驱力，从而产生文化

消费，带动我国文化事业迈向新阶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成果转化和创新性科技发展，使传统文化更贴近大众，贴近生

活，激发活力，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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