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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与地方积极实施乡村博物馆建设的大趋势下，浙西地区乡村博物馆的提升空间巨大。文章首先探

讨了浙西地区乡村博物馆发展前景和所面临的问题，例如乡村博物馆数量较少、参观率较低、乡村文化

呈现度低等问题；其次结合乡村经济、文化、文明发展，分析浙西地区设计乡村数字博物馆建设的重要

性；最后，以浙西地区为例，对基于艺术设计的乡村数字博物馆设计方法进行了探究，以期对促进浙西

地区乡村数字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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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eneral trend of national and local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mu-
seums, there is a huge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rural museums in western Zhejiang.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problems of rural museums in western Zhejiang, 
such as the small number of rural museums, low visiting rate and low degree of rural culture pres-
entation. Secondly,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museum in west-
ern Zhejiang. Finally, taking wester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the design method of rural digital 
museum based on art design is explor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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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rural digital museum in wester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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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博物馆内涵界定 

1.1. 数字博物馆的内涵 

数字博物馆，是将实体博物馆虚拟化、交互化，即运用数字媒体、视觉特效、互动娱乐等技术构建

出具有易传播、强交互、高逼真等以三维立体的数字方式呈现展示效果的博物馆。数字博物馆不仅具有

实体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的基本功能。还带领“参观者”进入一个新的交互领域，更具有

趣味性、教育性、空间延展性[1]。 

1.2. 数字博物馆的特点 

数字博物馆让用户可以在自己所处的任何环境观看展览，更容易获取信息和理解知识。这是线上线

下服务创新和整合，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精神生活的重要途径。 
数字博物馆真正实现展览不落幕、服务不打烊、精彩不打折： 
1) 突破了实体博物馆在地域、时间、空间、藏品等要求上的限制； 
2) 展览更加丰富，全景展示博物馆的藏品； 
3) 体验更加真实，逼真的视、听、力、触和动等感觉的虚拟环境，丰富了用户的感官体验； 
4) 藏品更加易寻，通过建立数字库，使得信息筛选、检索、统计更加便捷； 
5) 文物更加安全，文物保护更加有效。 

2. 浙西地区乡村博物馆的现状 

在科技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以及向数字博物馆转型，同时也赋予其更加

丰富的社会功能，其中乡村博物馆以农耕文化和地域特点为主要内容。研究发现，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分

布不均衡，浙东、浙北地区最为积极，其他各地相对较少[2]。文章以浙西地区的乡村博物馆作为研究对

象，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2.1. 数量较少 

浙江省博物馆数量占据我国第五，但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则呈现“断崖式”布局，以科技类、农耕文

化类博物馆为例，浙东地区的博物馆数量明显高于浙西地区。并且检索近年来浙江省内大力促进乡村博

物馆建设的政策，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来看，也是浙东地区实行的较多，通过对比发现浙江慈溪、

嘉兴等地的基层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积极推进乡村博物馆建设工作，在浙西地区乡村博物馆建设是相对

欠缺的[2]。究其原因，除了政府对博物馆发展重视程度不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各地经济水

平参差不齐，各城市间的差异较大，因此各个地方对于乡村博物馆建设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和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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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观率低 

浙西地区的乡村博物馆远离城市，人们参观博物馆通常考虑春秋两季，但此时江南地区雨水却很频

繁，在某种程度上对浙西地区乡村博物馆参观率有影响。此外，由于受地域条件限制，一些农村没有公

共基础设施，无法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乡村博物馆内工作人员多为借调人员，对于博物馆营销专业性

不强，且浙西地区较浙江其他地区而言，经济相对落后，难以吸引到优秀专业的人才，造成乡村文化建

设人才队伍能力不足，创新意识和大局意识不强[3]。同时，在当下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

博物馆缺少利用新媒体进行推广传播。此外，也缺乏同学校开展课外教育以及社会组织合作的意识等。

多方因素导致浙西地区乡村博物馆参观率低，有此以往，相关工作人员会更容易疏忽对乡村博物馆的建

设。 

2.3. 展览手法滞后 

乡村博物馆是保存、展示、传播乡土文化的场所和使命。浙江省内现有的乡村博物馆虽有一定的主

题性，但落后的展览手法多为陈列展览、生活场景模型的复原等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展示陈列。展示方式

单一，缺乏动态的活动体验和互动性，导致观众很难从中获得参与感，使乡村博物馆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然而，科技的快速发展，新时代的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沉浸式虚拟互动来获取信息。实体乡村博物馆多建

设于乡村，目标用户大部分为当地居民，部分展馆却缺少自动化语音讲解功能。因此，在“互联网+”背

景下，乡村博物馆迫切需要新技术的应用，以适应不同人群多样化的需求[4]。 

2.4. 乡村文化呈现度不高 

大部分乡村博物馆利用乡村现成建筑修葺整改、装饰陈列就可以开放，或者不顾自身因素模仿建造，

缺少自身特色[4]。若只是一味的胡乱拼凑，将造成乡村博物馆内容重复、形态雷同、特色不鲜明和同质

化竞争严重，使乡村博物馆“千馆一面”，展示与传承的功能被极大地弱化。对乡村博物馆的建设而言，

其最终目的都应该是打造精品，肯定不能贪求“大而全”，而应该追求“小而精”，就主打自己的特色，

并坚持到底，做成垂直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3. 浙西地区乡村数字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 

3.1. 以全新视角传扬乡村文化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蕴含着浓厚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底蕴，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

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根据研究表明，

急功近利的城市化、工业化等建设性破坏行为，使得相当多的乡村文化遗存(包括物质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已经或正面临着被摧毁、被遗忘的绝境。乡村文化仍旧无法摆脱弱势文化的地位。 
浙西地区以衢州市为代表，其是一座有 1800 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知名度却远远不如浙东地区的杭州、

宁波等地。乡村数字博物馆则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观欣赏艺术展览。多元化的

展览、虚拟化的人物，可互动的历史等对年轻群体具有较大吸引力，“互联网+数字博物馆”推动着当地

乡村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通过更多的渠道了解当地乡村文化，促进了乡村知名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

使乡村文化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拉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3.2. 以暖心温度传递思乡情感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城乡人口情况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 63.89% (2020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5.4%)，而乡村占 36.11%，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乡村人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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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6 亿，比重下降 14.21%。该数据表明，这十几年间我国大量乡村人口往城市转移。外出务工定居多

为中青年一代，并且他们每年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导致乡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而年轻群体

对于家乡的文化以及历史并没有很深厚的了解，浓厚的思乡情感也无处抒发。 
乡村数字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只是承载着乡村文化的文化场馆，更是推进乡村文

化活态传承，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重要媒介。在衢州，每个村庄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每一个历

史遗迹，无不沉淀着独有的人文底蕴。而构建乡村数字博物馆则把这种独特的历史人文让身处异乡的人

们打破时空的限制，通过网络近距离感受乡土文明的魅力，感受乡情乡味，抒发乡愁。 

3.3. 以艺术设计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数字博物馆为艺术设计建设美丽乡村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在展现传统村落淳朴民风、民俗的

同时，更助推了在新时代的更新、转化和融合，乡村文化因艺术而涅槃重生，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以另一

种方式延续和展现出乡村独有的魅力。设计能通过对传统乡土景观元素的提炼及利用，赋予其现代内涵

和价值。更能让乡村数字博物馆融入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中去，将其作为展示地方特色资源和民俗文化的

重要平台，并借助数字化技术为村民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使他们更加了解独特的乡村文化。因此，

建设好乡村数字博物馆，对于丰富农村群众精神生活，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4. 浙西地区乡村数字博物馆设计方法 

浙西地区乡村数字博物馆的构建依旧处于摸索阶段，针对其现有问题，提出浙西地区乡村数字博物

馆的设计方法： 

4.1. 融合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在乡村数字博物馆搭建中居于“灵魂”地位，是其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基于乡村文化的

数字博物馆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场所和载体，对乡村文化发展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乡村数字博物馆建设需从用户体验设计理念出发，提出乡村特色化数字化设计策略：“物”

是核心，强调农业生产过程、农民生活场景再现、农产品特色和非遗文化等特色乡村文化，在数字博物

馆设计中凸显乡土性与地方特色；“人”是基础，以农村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关注他们的成长需求和

学习需要；“场”是关键，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信息传播效果，通过虚拟仿真模拟展示技术

将各种知识呈现给游客；“意”是根本，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料及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创意策划，打造具有

乡土气息和文化底蕴的；“行”是目标，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建设和运营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为例(如图 1)，其不仅展示传统村

落的独特价值和多面美感，还提高了传统村落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 

4.2. 场景全数字化 

乡村数字博物馆需搭载实体博物馆，在早期需要专业人士对实体博物馆进行测量与拍摄尺寸、位置

等数据，将线下的实体博物馆在线上数字博物馆中完美复刻，从而呈现乡村数字博物馆的全景空间，参

观者随时随地即可利用手机等电子设备访问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要实现场景的全数字化必须解决好

“场景”和“展品”两大问题。传统实物文物是以三维模型为载体的展现方式，通过扫描实物信息后再

制作成虚拟图像。3D 展品则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设计，完成建模和渲染，并摆到数字化的场景中。以故

宫博物院为例(如图 2、图 3)，其场景与展品都为数字化，参观者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前进、后退或者查看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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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 Digital Museum 
图 1.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Figure 2. Online exhibi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图 2. 故宫博物院线上展览 

 

 
Figure 3. A 3D Nanmu Kang table with six drawers in the Palace Museum 
图 3. 故宫博物院的 3D 楠木六屉炕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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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媒体交互展览 

多媒体交互展览是利用全息三维成像、多媒体 4D 影院、幻影成像[5]等技术将展品进行全方位的展

示，立体仿真的展品让参观者可翻转欣赏、观察细节，甚至还赋予一定的娱乐功能，虚拟现实科技极大

地丰富了展品被展现的时间和空间，以丰富的表现手段让“沉睡”的展品变得“活灵活现”，更加立体

逼真，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同时丰富游客的体验感受。在浙西地区乡村数字博物馆中运用这种方法，可

以通过多媒体 4D 影院把乡村的历史风貌、生活场景重现于游客眼前，身临其境感受乡村变迁，动态的

展示手法对年轻群体更有吸引力，而配有音频讲解功能还可以解决乡村当地居民文字阅读困难的问题。

以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清明上河图》为例(如图 4)，其它利用多媒体技术、三维动画技术、现代投影等

现代高科技手段，让距今有 900 多年的《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都“动”了起来，让每一个到访的来客

在浏览过程中身临其境般体验明朝年间繁华的景象。 
 

 
Figure 4. The China pavilion in Expo 2010, 4D of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图 4. 世博会中国国家馆 4D《清明上河图》 

4.4. 多重创意式体验 

多重创意式体验是将视觉与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相融合，带给参观者别样的体验感，此种方法

多适用于有特色的乡村。运用当下先进数字媒体技术，享受四重创意式体验，可看、可闻、可嗅、可听，

从潮流、文明、科学、艺术多维度诠释独特乡村文化。通过数字博物馆，能够使游客感受到乡村独特的

人文历史气息和风土人情。创意式乡村数字博物馆更有利于乡村宣传乡村文化，例如与学校的合作，使

中小学生感受游览乡村数字博物馆的乐趣，唤起中小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另辟蹊径，认识乡村文化，促

进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和乡村文化的传承。 
综合利用上述三个或多个设计方法将乡村数字博物建设的更加完善，构建浙西地区乡村数据库，多

方面、多层次展现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从而助推乡村振兴。 

5. 结语 

如今，数字技术增强了博物馆的信息传播功能，数字博物馆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当代博物馆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1005


张静仪 
 

 

DOI: 10.12677/design.2023.81005 34 设计 
 

中的新宠儿，新机遇之下，浙西地区建设乡村数字博物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当然，除了构建乡村

数字博物馆之外，也要注意其他的问题与挑战，如在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好文化资源，建立合理有效的

管理机制等，这都需要政府牵头、村民配合、专业人员技术支持，积极宣传推广乡村数字博物馆，从而

助推乡村文化的传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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