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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传承视域下
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设计研究

吴兴玺，曲爱洁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ＮＦＴ数字藏品在文化艺术领域展现出其独特的
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发展潜力。针对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化内涵阐释不
够、艺术价值导向游离和情感表达不足等问题，对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设计特征、文化内涵、
创新策略等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将敦煌艺术文化融入ＮＦＴ数字藏品设计，不仅有助于促进传统文
化的数字化活态传承，还可为数字藏品的创意设计提供新思路，同时可提升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艺术
价值，增强其社会意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价值延续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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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对敦煌

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此举旨在确

保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推动其研究与创新

应用的深入发展。当前，敦煌文化资源的创新设

计应用不断涌现，敦煌艺术数字文创产品层出不

穷。这些产品致力于将新兴科技融入敦煌文

化，为敦煌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为传

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２０２１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自此，元宇

宙热潮蔓延到文博领域。元宇宙时代下的产物

（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Ｔｏｋｅｎ，缩写为ＮＦＴ）主要是通过

区块链技术对作品进行数字加密，其具有唯一

性、不可替代性、可追根溯源的数字产权特

性［１］。与国外采用公链的ＮＦＴ有所不同，在我

国，ＮＦＴ数字藏品主要采用联盟链技术，这不仅

保护了数字版权，还实现了安全可信的流通、使

用和收藏的功能。数字藏品作为 ＮＦＴ的一种

应用，在我国主要体现为收藏价值，同时保留了

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稀缺性、独特性和可确权等

特性，被誉为“中国本土化的ＮＦＴ”。

目前，故宫、上海、陕西等博物馆，以及腾

讯、百度、阿里等互联网企业，已纷纷推出各自

的 ＮＦＴ数字藏品。本研究聚焦于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创新设计，旨在以数字化方式

实现敦煌文化遗产的创新性转化与传播。借助

区块链技术为敦煌艺术生成唯一数字凭证，不

仅能够确保版权保护，还能拓展其在数字时代

的应用场景，为敦煌艺术的活态传承提供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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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这一研究对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具

有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一、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设计典
型案例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
略，并强调了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１］。

为此，敦煌研究院紧跟时代脉搏，与链盒、鲸探

等数字平台携手共创，推出了一系列广受欢迎

的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这些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已成为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途径。敦煌艺术与数字科

技的深度融合，不仅增强了敦煌文化遗产研究

的活力，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一代的关注和理解，

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为其注入

了新的生机。

１．“天歌神韵，神化轻举”敦煌飞天壁画系
列ＮＦＴ数字藏品

“天歌神韵，神化轻举”系列敦煌飞天壁画

ＮＦＴ数字藏品共有四幅，包括壁画修复普通版
《反弹琵琶伎乐天》《起舞飞天》《散花飞天》，以

及再创作的特别款《寰球共此仙乐：反弹琵琶

伎乐天》（见图１）。该系列藏品依托于 ＦＩＳＣＯ
ＢＣＯＳ技术支持的人民链平台进行区块链认
证，由人民网统一管理个人作品收藏，确保了其

唯一性、不可复制和篡改、永久保存等属性。普

通版《反弹琵琶伎乐天》（见图 １ａ）和特别款
《寰球共此仙乐：反弹琵琶伎乐天》（见图１ｂ）

均基于修复的唐代莫高窟第１１２窟壁画“反弹
琵琶伎乐天”经典之作，生动再现了天国伎乐

天随仙乐舞动的身姿、琵琶反背于脑后的画面，

以及伎乐天立于莲花之上，脑后琵琶反置，周围

环绕着舞姿各异的飞天的场景，这些都充分展

现了敦煌艺术的神韵。《起舞飞天》（见图１ｃ）
和《散花飞天》（见图１ｄ）取材于修复的唐代榆
林窟第２５窟壁画，前者描绘了飞天在树间翩翩
起舞的灵动姿态，后者则捕捉了唐代少女捧花

脚踏祥云的优雅形象。

此外，其他敦煌飞天壁画系列 ＮＦＴ数字藏
品亦颇为丰富。例如，人民艺术馆与敦煌研究

院共同推出的“翩若惊鸿”敦煌水墨飞天系列

ＮＦＴ数字藏品（见图２），涵盖了“鎏光飞舞”（见
图２ａ）、“霓裳仙韵”（见图２ｂ）、“清音墨影”（见
图２ｃ）、“水墨云裳”（见图２ｄ）、“瑶台云影”（见
图２ｅ），五款动态高清视频数字藏品；敦煌研究
院与链盒合作推出的飞天系列 ＮＦＴ数字藏品，
包括“玲珑飞天”（见图３ａ）、“银河飞天”（见图
３ｂ）等。这些作品都将敦煌艺术与数字技术相结
合，创新性地设计出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赋
予敦煌文化遗产以“年轻态”和生命力。

２．“寻梦敦煌”系列场景ＮＦＴ数字藏品
２０２３年，支付宝鲸探与敦煌美术研究所携

手推出的“寻梦敦煌”系列三款场景 ＮＦＴ数字
藏品（见图４），一经推出便迅速售罄，其受欢迎
程度可见一斑。“寻梦敦煌”数字藏品采用动

态数字化洞窟的展示方式，借助数字科技手段，

图１　“天歌神韵，神化轻举”敦煌飞天壁画系列ＮＦＴ数字藏品（图像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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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翩若惊鸿”敦煌水墨飞天系列ＮＦＴ数字藏品（图像来源：人民网）

图３　敦煌水墨飞天系列

ＮＦＴ数字藏品（图像来源：人民网）

跨越千年时空，展现了敦煌文化艺术的精华，为

公众提供了近距离接触敦煌艺术的新途径。

“寻梦敦煌Ⅰ：遇见九色鹿”（见图４ａ）数字

藏品以盛唐时期的敦煌经典作品《观无量寿经

变》作为摹本，展现了敦煌文化艺术的壮丽之

美。经变图中央，舞者姿态优美，迦陵频伽在旁

伴奏，整体画面尽显盛唐之气派，可爱生动的九

色鹿，动态展现了敦煌壁画的灵动美，通过数字

科技的力量生动诠释了敦煌艺术文化的深邃魅

力。“寻梦敦煌Ⅱ：遇见青狮”（见图４ｂ）取材

于西夏榆林窟《文殊菩萨经变》，主要描绘了一

幅锦绣山河和云海茫茫的山水景观。其中，手

持如意的文殊菩萨端坐在青狮上，形象俊逸而

丰腴；青狮踏着莲花，威猛的姿态象征着智慧。

“寻梦敦煌Ⅲ：遇见白象”（见图４ｃ）取自西夏榆

林窟《普贤菩萨经变》，描绘了端庄的普贤菩萨

骑乘在白象之上，周围环绕着菩萨、罗汉、天王

等，普贤菩萨的衣带飘逸，仿佛腾云驾雾，而白

象则显得温顺有加。

“寻梦敦煌”系列场景 ＮＦＴ数字藏品运用

增强现实（ＡＲ）技术，充分还原敦煌经典壁画，

精准再现敦煌经典壁画的风貌。通过数字化形

式，九色鹿、青狮和白象这些瑞兽生动地带领人

们领略敦煌艺术的无限魅力，将沙漠中的敦煌

文化浓缩于“掌中”，使人们无需远行便能深入

体悟敦煌艺术文化的博大精深。

３．“万物有灵”敦煌瑞兽ＮＦＴ数字藏品

作为敦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敦煌壁画，

其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展现了多个历史时期佛

教艺术的风貌，极具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壁

画中所描绘的动物形象尤为珍贵，涵盖了中原、

西域和印度等地的多种动物，大致可归为三类：

一是现实世界中的动物，如以灵动、聪慧、敏捷

为特征的狐狸，被民间视为吉祥象征的猴子。

据统计，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猴子形象众多，其中

可明确辨识的就有３０多只［２］。二是神话传说

中的瑞兽，如翼马、凤鸟、金龙腾云等。三是半

神半现实的动物，如象征着圣洁的九色鹿、文殊

菩萨的乘骑———狮和普贤菩萨的乘骑———象

等。这些动物形象大多作为叙事故事的背景出

现，其姿态各异、充满灵性，为敦煌壁画注入了

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和艺术活力。

敦煌工美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携手灵

境·人民艺术馆和上海艺述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共同策划推出的“万物有灵”敦煌数字瑞

兽ＮＦＴ藏品（见图５），融汇了数字技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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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字技术与敦煌艺术相互

赋能的结果。这一系列藏品跨越千年历史，激

活了传统文化，传递了中华文明力量，展现了

敦煌艺术文化的深邃魅力，通过将敦煌壁画中

的动物形象以全新的形式再创，为敦煌艺术美

学增添了几分厚重的灵动气息。以翼马、山中

狐狸、携包小鹿、凤鸟、山巅猕猴、金龙腾云６

个敦煌壁画中的动物为原型，制作的高清动态

视频数字藏品，意在传递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学

价值，并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精神。

　　二、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特征

　　自 ２０２１年起，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

ＮＦＴ数字藏品已成为我国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

关键组成部分，其应用范围广泛，涵盖艺术、文

化、文化旅游、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３］，其中应

用最多的就是文博领域。得益于科技的进步，

ＮＦＴ数字藏品正以一种创新的形式保护着文化

遗产，传递着文化艺术品的深层含义和价值，促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１．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原创性

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是数字技术与传

统绘画结合的产物，是新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再

创作，数字技术不仅创新了艺术载体，而且汲取

了传统艺术创作的精髓［４］，具有鲜明的原创性。

一件优秀的ＮＦＴ数字藏品应当融合原创性、创

新性和独特性，应在设计创作的过程中，通过再

设计实现文化的创新、增值和再生，进而传达藏

品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

字藏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遗

产的历史、艺术和社会价值，对敦煌文化元素进

行提取和凝练，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再创作，以创新性和独特性展现出其原创性，增

强了敦煌艺术文创产品的竞争力，彰显了敦煌

文化固有的内在价值。如支付宝鲸探与敦煌美

术研究所联合推出的“敦煌数字空间”主题系

列国潮ＩＰ数字藏品（见图６），其设计原型源自

图４　“寻梦敦煌”系列场景ＮＦＴ数字藏品（图像来源：鲜活万物）

图５　“万物有灵”敦煌瑞兽ＮＦＴ数字藏品（图像来源：灵境·人民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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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再往丝路 · 瑞兽”“再往丝路 · 守护神”（图像来源：鲜活万物）

敦煌经典传统图案，技术上融合三维建模和动

画效果，整体通过盲盒形式进行展示，其中“再

往丝路·瑞兽”的“瑞”着重表达吉祥之意，反

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再往丝路·

守护神”则传递出强烈的安全感，护佑人们平

安幸福，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敦煌

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以时代化的方式对敦煌文

化内在价值进行了情感的表达，这也是ＮＦＴ数

字藏品重要的原创价值所在。

２．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创新性

运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人们在数

字孪生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

均衡，并获得沉浸式体验，这实际上是将现实物

质世界转换为数字化的一种形式［５］。随着区块

链、大数据、混合现实技术、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的革新发展，敦煌艺术的数字化文创产品与现

实世界的互动方式亦发生改变，进而促进了敦

煌艺术文创产品在功能、价值和形态等方面的

创新设计。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现实世界的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

元宇宙，通过虚拟形象的设定参与到创造性和

开放性的交互体验之中，并且能够在元宇宙的

环境下进行交易，这催生了具有唯一性、确权

性、可追溯性的ＮＦＴ数字藏品。区块链上的数

字数据具有不可删除和篡改的特性，从而保护

了用户的权益。数字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为敦

煌艺术的数字化传播、设计、交易创造了无限的

可能性，也为千年敦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

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敦煌艺术元素符号为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设

计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数字资源。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展示与传播不应限于原壁画和

相关临摹作品，而应该更充分地运用数字技术，

对敦煌艺术元素进行多元化的视觉呈现和设计

延展。通过创新设计，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

将原本静态的敦煌艺术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和

诠释，能够成为具有收藏价值和独特性的数字

艺术作品，这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审美体验和传

统认知，还使敦煌文化焕发新的活力，从而提升

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

３．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叙事性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本质可以被理解为“有

形”与“无形”的结合，这里的“有形”指的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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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而“无形”则指的是其背

后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６］。米克·巴尔在其

当代符号叙事研究中，提出视觉符号叙事通过

将空间中静态的视觉符号以动态的行为特征方

式呈现出来，进而增强主题意义叙事性解读的

可能性［７］。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能够将丰

富的文化内容与语境要素通过视觉符号叙事以

动态形式展现多种故事与情景，使敦煌艺术语

言从无序到有序、从无形到有形，以通俗易懂的

视觉叙事手法将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呈现

给公众，赋予敦煌文化遗产更强故事性、趣味性

和艺术性。

敦煌壁画通常包括佛像画、经变画、民族传

统神话等题材，视觉图像也常以人物、情节和故

事等元素为主要表达方式，承载着历代的文化

价值观念和精神寄托。敦煌壁画中最普遍的叙

事方式是描绘佛教义理的故事画和经变画。以

经变画为例，尽管其人物、故事、情节等以静态

的视觉元素呈现，但其中蕴含着超越时空的叙

述属性。优秀的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能够

将敦煌文化内容以叙事的形式与公众建立起视

觉联系，让晦涩的壁画内容以更加生动的方式

进行诠释，加深人们对敦煌艺术的理解和联想

思考，进而产生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

４．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唯一性

现如今，ＮＦＴ数字藏品已经成为文化资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唯一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首先，ＮＦＴ数字藏品是储存在区块链

上的唯一数字凭证，其交易记录永久保存在区

块链上，具有不可篡改、不可分割、不可复制、可

追溯、可确权等特性，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购买

者权益。其次，数字藏品的所有权明确归属于

购买者，确立了所有权的归属，用户能够通过小

程序、应用程序和其他社交与娱乐平台进行购

买、收藏、投资和交易。再次，ＮＦＴ数字藏品具

有稀缺性，相较于传统文创产品具有限量发行

的特征。

　　三、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不足

　　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作为一种创新的文化传播形式，

吸引了众多目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当

前，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存在文化内涵的阐

释不足、部分藏品的艺术价值导向不够明确以

及数字藏品在情感表达上有所欠缺等问题。

１．文化内涵的阐释不足

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创作不应仅限

于对文化内容的简单复制与移植，而应通过创

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提升数字藏品的品质并丰富

其文化内涵。在设计创作中，创作主体在创新

设计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时，对敦煌文化内

涵解读不够充分，文化嵌入深度不足，使得作品

表达单薄，缺乏底蕴，未能充分展现敦煌文化的

深层价值。同时，部分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

过于迎合市场需求，以肤浅的方式展现敦煌深厚

的文化历史，这不仅削弱了敦煌文化的严肃性，

也未能有效地传承其精神。此外，随着经济快速

发展和快餐式娱乐文化的兴起，人们过分追求视

觉冲击和表演效果，导致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

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表达出现偏差。过度娱乐

化的趋势可能会削弱敦煌文化的历史光辉和价

值导向，影响其在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影响力。

２．艺术价值导向游离

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创新设计关键

在于对敦煌艺术元素的再创造，以彰显敦煌文

化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然而，在视觉设计和艺

术创作中，其是否能真正展现敦煌之美，充分实

现敦煌文化的传承与艺术价值的传播，仍需进

一步探讨。首先，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创新

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目前大多数敦煌

艺术数字文创产品在研究消费者需求与习惯方

面存在不足，未能将敦煌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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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求相结合，导致目标消费群体对敦煌

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体验感不强，最终对其失

去关注和兴趣。其次，目前市面上流通与发行

的多数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艺术形态不够

明确［８］，基本美感相对缺失。由于对衍生品形

式的沿用，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未得到充分体

现，导致大量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无人问

津，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还影响了藏品的商业

价值。再次，当前的部分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

品品牌为了紧跟元宇宙时代的步伐，通过区块

链技术对大量艺术衍生品进行数字加密，形成

所谓的“数字藏品”以吸引消费者。这种做法

导致市场出现混乱，不利于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

藏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３．数字藏品情感表达不足

一方面，在文化形态多样化表达的当下，消

费者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仅强调画面效

果和多变的设计风格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对情感

表达的需求。多数设计师在设计敦煌数字藏品

时，缺乏对敦煌艺术的共情运用，品牌情感投入

相对不足，因此，藏品无法彰显其应有的情感价

值，消费者也无法实现情感寄托，最终影响到数

字藏品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敦煌艺术 ＮＦＴ

数字藏品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收藏形式，在与

用户互动方面存在不足，使得用户在了解和接

受数字藏品传递的信息时显得被动，阻碍了敦

煌文化与用户之间的情感交流。加之数字藏品

的表达形式较为单一，无法实现消费者与敦煌

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深度互动，导致一些藏品

难以激起消费者的兴趣并获得良好的情感

反馈。

　　四、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创新
设计策略

　　要想开发出具有时代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的

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除了需要技术和代码

的支持之外，更应注重数字文创产品的创新设

计研究。以敦煌艺术文化自身优势为依托，

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创新设计与开发应用策略可以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挖掘文化符号，发挥教育功能

在数字时代，信息碎片化现象无处不在，数

字化形式的多样性和视觉形态的多元性贯穿于

社会生活。对于敦煌艺术文化元素符号的挖掘

和凝练，不应仅限于对敦煌文化资源进行简单

的分类、提取和梳理，而应深入理解敦煌文化深

层次的艺术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

转化，创造出能够明确表达文化价值且具有视

觉冲击力的数字藏品。消费者在购买敦煌艺术

数字藏品时，不仅关注藏品本身，还会被其艺术

价值、审美价值和功能价值所吸引。在众多数

字藏品平台中，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到大量数字

藏品的视觉效果。而那些具有更强视觉冲击力

的数字藏品，往往被大部分用户认为是更能满

足其当下审美和价值取向的。在信息大爆炸的

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接触文创产品的途径和方

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如何在众多的数字藏品中

脱颖而出，一方面需要创作者高度提炼和凝练

敦煌艺术文化元素符号，充分运用现代数字化

技术，创作出既能够吸引消费者眼球又能够满

足其心理需求的数字藏品；另一方面也需要创

作者通过最前沿的视觉表现、更深刻的文化内

涵和审美意趣，满足用户的多重感官体验，创作

出能被大众认知、解读，符合当代审美的敦煌艺

术ＮＦＴ数字藏品。

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设计，不仅应发

挥其商品属性，还应注重人们对其的认知、保护

和文化传承，让敦煌文化遗产充分彰显其文化

价值和功能价值。敦煌文化遗产是艺术瑰宝，

是现代人了解古代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衔接纽

带，其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传播功

能。例如，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与敦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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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合作，基于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设计打造

的数字藏品 ＩＰ形象———敦煌舞乐图盲盒系列

（见图８）在良藏数字平台发售，当天５０００份数

字盲盒几分钟售罄。其以数字藏品的形式使敦

煌古乐器走出壁画、走向大众，让人们更加深入

了解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通过文字解说等表

现形式充分发挥壁画的教育和传播功能。

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作为敦煌文化展

示的载体，能够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传播渠道

和应用领域，为敦煌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提供

多样化的现实应用途径［９］。例如，敦煌美术研

究所与支付宝联合推出的敦煌艺术主题 ＮＦＴ

付款码皮肤装饰，赢得了用户的广泛赞誉。由

此可见，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通过不同的应

用场景，不仅可以实现其多层次的设计创新，还

可将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大众服

务，起到教育作用。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不

仅具备观赏价值，还与公众生活紧密相连，构建

起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桥梁，使其成为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

字藏品的设计创作者应具有发散思维，设计出

互动性较强的动态电子绘本，并生成相应的二

维码。用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购买相应的敦煌

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动态绘本，并通过移动设备

进行翻页观看，与此同时还可实现与电子绘本

中人物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沉浸式体验敦煌文

化的魅力。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还可通过

大规模开发区块链游戏、数字动画，以及赋能实

体产品等多种形式，实现数字藏品与现实生活

的双向互动，丰富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应

用场景。这不仅能够展现敦煌文化的内涵和艺

术价值，还能增强用户的体验感，实现其教育性

的传播。

２．提升用户认知，引发情感共鸣

一件优秀的数字藏品，应具备激发消费者

自我反思并愿意为之付费的能力，同时，它还应

具备对公众产生深远影响的潜力，增强用户的

归属感并激发情感共鸣。因此，敦煌艺术 ＮＦＴ

数字藏品应精准定位用户，抓住其需求，构建其

认知，通过深入挖掘敦煌历史、经典和文化元素

符号建立情感共鸣，并将这些元素以多样化的

方式融入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之中。敦煌

文化遗产可通过数字藏品与用户建立起交易、

情感互动的空间，使用户个人的意识和情感投

射到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之上，实现跨越千

年的共鸣，从而对敦煌文化遗产产生关注、认知

和兴趣，形成情感联结，进一步促进敦煌文化与

人、敦煌文化与藏品、藏品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

和情感流动。

ＮＦＴ数字藏品正以多样化的形式，为敦煌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开拓新的途径，使敦煌文化

资源得到更广泛的利用和传播。为了能让ＮＦＴ

数字藏品彰显其更大的社会价值，敦煌研究院

正在致力于打造公益实践新样本，在“９９公益

图８　敦煌舞乐图盲盒系列（图像来源：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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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推出了首个公益性质的动画，生动讲

述了莫高窟１５６窟的壁画故事，使得用户能够

一边欣赏壁画一边学习敦煌文化知识（见图

９）。在２０２１年的“９９公益日”活动中，用户通

过“云游敦煌”小程序参与敦煌文化知识挑战

活动，并有机会获得全球限量发行９９９９份的

“敦煌数字供养人”典藏ＮＦＴ数字藏品，以此支

持敦煌莫高窟保护基金会的筹款工作，为敦煌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作出贡献。此类公

益活动，能够让更多的用户参与到敦煌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之中，提升其对敦煌艺术的支持和

认可度。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连接了敦煌

数字化保护与公益事业，成为敦煌文化资源合

理使用和传播的有效载体，在充分彰显藏品自

身价值的同时，还能提升其社会价值，激发情感

共鸣，让更多的人投身于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之中。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通过公

益的形式，充分发挥 ＮＦＴ的特质，激励用户实

现ＮＦＴ数字藏品的再创造，活化敦煌文化遗

产，反哺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播。

３．加强虚实结合，提升交互体验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正悄然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数

字化视觉艺术形态，使人们体验美好事物。相

较于传统的敦煌文化表现形式，敦煌艺术 ＮＦＴ

数字藏品可以构建和拓展非物质性、互动性和

沉浸式的虚拟时空，实现线上与线下虚实相融

的联动效果。在数字虚拟空间中，人们能够通

过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足不出户随时随地

学习了解敦煌文化知识，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

式认知和解读敦煌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

涵，这不仅大大拓展了敦煌数字产品的展示空

间，而且也缓解了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

当下，增强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的交互体验

感是重要的创新形式，以使用户可以通过数字

藏品与虚拟敦煌人物（如飞天、供养人、僧侣、

古代画师、壁画修复还原师等）进行角色交互，

实现虚实世界的互动与联系，全身心投入其中，

从而在数字虚拟交互中，体验敦煌莫高窟的意

境空间。此外，通过拆分重组生成全新的数字

藏品模型，不仅可增强用户的动态交互体验，还

可促进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ＮＦＴ数字藏品不仅限于一张图片，与以往

的二维展示不同，其通过数字化技术以更加丰

富的创作手法和多维度展示形式呈现，如三维

建模、ＶＲ／ＡＲ技术和虚拟再现等，这些技术突

破了传统文化遗产展示的局限，更加立体化、多

维化地实现了敦煌文化遗产多元化的数字创

新。就目前来看，推出数字藏品 ＡＲ观赏体验

的平台尚属少数。ＡＲ技术通过将敦煌艺术

ＮＦＴ数字藏品映射到现实世界，增强了用户的

沉浸式体验，推动了敦煌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的广泛传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不仅人类创作者，众多虚拟创作者

图９　敦煌公益数字藏品（图像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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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涌现，为ＮＦＴ数字藏品的设计创新提供
了多种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赋予数字藏品以

更独特的交互和动态体验。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１１
日，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科技（ＳｅｎｓｅＴｉｍｅ）与
敦煌文旅集团工美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新诤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围绕敦煌 ＩＰ，在数字藏品领域开展合作。
由商汤科技原创的数字藏品平台“数字猫”，致

力于开发敦煌系列数字藏品多元玩法和多样呈

现形式，运用领先的高清定位、图像识别等 ＡＩ
技术将实体文创产品与数字藏品相结合，以三

维立体模型、视频和动画等形式，架起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的桥梁，共同携手探究 ＡＩ＋数字藏
品的无限可能。

　　五、结语

　　ＮＦＴ数字藏品对敦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
型有着创新性的意义。通过深入挖掘与提炼，

将敦煌艺术文化元素符号与数字藏品相融合，

不仅可为敦煌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播提供新的

路径与平台，也可为敦煌文化的创新设计、开发

利用、价值提升带来新的机遇。敦煌莫高窟历

经上千年的风雨洗礼，其不可再生性要求我们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确保敦煌文化的永久传承。

作为传承与创新敦煌文化载体的 ＮＦＴ数字藏
品，不仅展现了人类古老的智慧与创造力，还让

人们在科技的辅助下领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敦

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在未来，敦煌文化遗产

机构应与更多数字藏品平台通力协作，共同推动

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在文化、艺术和商业价
值上的充分展现，并为其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与

应用潜力。敦煌艺术ＮＦＴ数字藏品正在以一种
年轻化、活态化的创新方式传播敦煌文化，这种

全新的传播方式使得敦煌文化遗产能够以更加

生动、有趣的形式呈现在年轻人面前。通过这种

数字化的手段，敦煌艺术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

使更多年轻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并深入了解。这

种创新的传播方式不仅可以让敦煌文化在年轻

一代中赢得更多的青睐，同时也可打破传统媒体

形式单一、内容抽象概括的局限［１０］，为敦煌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弘扬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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