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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大方面讲，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是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这
些灿烂的文化遗产是难能可贵的。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方面条件日渐成熟，对珍贵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各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云南省是全国少
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形成了大量极为丰富和多元化的关于少数民族文
化的信息资源。而云南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正是属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之一。 地理条件等因素，成为云南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艺术在我国及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阻碍。
同时，云南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大省，其地位自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就云南现有的少数民
族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而言，情况并不容乐观。首先，由于受到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影响，普遍地区加
速工业化、城市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跟随着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导致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
环境日渐恶化。其次，由于时间流逝所造成的自然衰败，如颜料变质导致褪色，石料遭到风化、侵蚀
等是不可避免的。再者，自然灾害、战争带来了比较恶劣的后果，加之过去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文
化的价值，并没有对其加以保护等种种原因，整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被损毁和流失，现今所遗
留下来的便成为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由于以上原因，云南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
坏。 以往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复杂情况，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如城乡建设规划与文化遗产
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传统博物馆的展出方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群众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了解、研
究、鉴赏的要求；大规模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的欠缺使得部分问题难
以解决等。过去整个社会的群众教育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脱节，导致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
识薄弱。 在当今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带动科技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
了更先进更全面的手段和方法。随着现代社会意识的提升，国家相关部门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
来越重视。不只是国家相关部门，普通群众也开始关注如何对这些传统文化形态加以保护，以及如何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保护传统文化工作之中这一课题。多媒体和图形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加之20
世纪末虚拟现实技术的兴起和网络的高速发展，为打破传统的保存保护方法，转而采用高精度高逼真
的数字化遗产保护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了新的方法途径。在有力的宣传下，文化遗产的数
字化保护需求已被全社会广泛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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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耕耘荟萃》由陈劲松主编，收入了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在音乐、戏剧、舞蹈、民族文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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