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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拦街福的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区块链与第三代互联

网技术协同驱动的文化创新范式。通过解构拦街福文化符号系统的价值转换机制，揭示其在现代

性语境下面临的产权模糊、资本积累困境与符号同质化等结构性矛盾。提出分布式账本技术通过

构建文化资产全周期追溯体系实现确权治理，第三代互联网架构则依托语义网络与程序化契约重

构文化生产关系。研究证实，通证经济模型与数字凭证铸造机制可形成文化价值流通闭环，扩展

现实技术与链上治理系统则能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文化体验升维。技术-文化复合系统通过产权确

权、经济循环与传播网络三重作用机制，推动传统文化基因实现数字孪生体转译，为文化遗产的

活态传承与跨文明对话构建数字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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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互联网架构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演进已

实现由静态单向传输的 WEB1.0 向用户生成内

容（UGC）主导的 WEB2.0 范式转型。当前正处

于范式迁移的关键节点，语义网络（Semantic

Web）驱动的 WEB3.0 时代正重塑互联网的底层

架构范式，其核心特征表现为智能化内容分发、

个性化服务供给及分布式网络拓扑结构的构

建。在此技术演进过程中，区块链作为 WEB3.0

的底层技术架构，通过密码学算法与共识机制

的结合，不仅革新了数字身份验证与数据确权

机制，更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新型技术基础设施。以拦街福为代表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为区域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在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具有仪式空间建构与社会

关系再生产的双重价值。该民俗活动在传统社

会场域中承担着文化传承、社区认同及社会资

本积累等重要功能。然而，时空物理边界的限

定导致其文化传播存在地理区隔，而数字文创

产品在 WEB2.0 生态中面临的非授权复制与产

权归属模糊等问题，更制约着传统文化的现代

性转化。基于 WEB3.0 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

与智能合约系统，可构建具备内生激励机制的

去中心化文化创新生态系统。该系统通过非同

质化代币（NFT）实现文化数字资产的唯一性

确权，借助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重构文

化生产与传播的治理模式，为传统民俗活动的

数字化转译与创意衍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因

此，探索区块链赋能的 WEB3.0 时代文化数字

化发展路径，不仅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理论体系具有学术价值，更为构建新型文化治

理范式、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实践进路。

2 拦街福文创的现实意义以及发展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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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拦街福文化

作为东南沿海区域文化谱系中的重要节

点，拦街福发轫于清季民间信仰体系，在浙南

瓯越文化圈层中呈现历时性演进的仪式结构

[1]
。从历史人类学视域考察，该民俗实践既是

岁时节庆的具象化展演，更构成地方性知识传

承的活态载体，通过周期性阈限体验强化社群

情感联结，实现所谓“惯习”的跨代际再生产。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框架下的重要文化表现形式，其仪式空

间内嵌着地域社会历史层累的符号系统与集

体记忆拓扑。

当代文化转型语境中，拦街福正经历着从

传统展演模式向数字化生存形态的范式转移。

文化调适并非“传统的断裂”，而呈现“传统

的发明”理论框架下的创造性转化特征。通过

引入扩展现实技术与新媒体传播矩阵，在保持

仪式核心符号能指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了文

化所指的现代性转译。此过程暗合“媒介即信

息”的传播学原理，在数字孪生技术支撑下构

建的虚实共生场域，显著提升了文化叙事的沉

浸度与传播效能。

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审视，拦街福已演化为

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典型案例。借助文

化再生产理论中的象征资本积累机制，其独特

的文化符码通过旅游凝视转化为消费客体，触

发地方经济系统的乘数效应。基于文化资源禀

赋的产业延伸，不仅验证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

“创意溢出”的假说，更形成具有地域特质的

文化产业集群，为传统 - 现代性二元辩证关

系提供了经验性注脚。 。

2.2 拦街福文创的现实意义

拦街福文化创意实践的现实价值体现于

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社会功能重构的双向维

度，其本质是传统文化符号系统在现代性语境

下的价值转换机制，具有文化资本增殖、区域

经济激活与社会资本再生产三重向度。

首先，其构建了代际文化传递的新型路径。

在文化记忆代际衰减的现代性困境中，文创产

品作为文化符码转译装置，通过具身认知理论

框架下的多模态交互设计，将仪式符号嵌入日

常生活器物。文化表征体系的重构形成列斐伏

尔所述“空间生产”的微观实践，使青年群体

在符号消费过程中完成潜隐的知识内化机制。

教育场域中引入的文创教具系统，则通过情境

学习模型实现了地方性知识的具象化传播，有

效培育文化认同的认知图式。

其次，其印证了文化经济学中“遗产资源

化”的理论命题。在体验经济范式主导下，拦

街福文化资本通过旅游场域的符号消费实现

价值转化，形成包含核心节庆、衍生产业与关

联服务的产业集群。文化经济化过程产生的乘

数效应，既体现于旅游收入、就业机会等显性

指标，更反映在地方品牌溢价与产业结构优化

等深层维度。政府主导的文创孵化机制通过制

度资本注入，有效激活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市场

转化效能。

最后，该创新了社会团结的再生产模式。

文创产业链的在地化构建形成新型文化共同

体，通过参与式设计机制将个体实践纳入集体

文化生产体系。基于共同文化符号的互动网络，

不仅强化了涂尔干所述的“机械团结”特质，

更通过文化赋权机制实现社区社会资本的增

量积累。居民在文创消费与生产双重维度的卷

入，实质构成了共同体意识再建构的仪式化过

程。

2.3 拦街福文创目前的发展困境

拦街福文创的范式转型虽彰显文化创新

的理论潜力，但其演进轨迹仍深陷多重制度性

困境与结构矛盾
[2]
。

首当其冲者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结构性缺

位。文创产品独创性认证机制与权利救济渠道

的孱弱，导致非授权商业主体通过符号仿拟实

施文化盗猎。数字技术赋能的复制增殖效应，

更使传统版权治理范式陷入规制失效的窘境。

制度性保障缺失不仅抑制了布尔迪厄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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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场域中的创新惯习，更造成文化市场“劣币

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破解此困局需构建文

化治理理论指导下的制度供给体系，通过分布

式账本技术实现文化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确权。

次则体现为文化金融支持系统的脆弱性。

文创产业特有的长周期投资属性与传统金融

资本的风险规避倾向形成结构性错配。当前文

化经济政策支持体系存在财政转移支付碎片

化、税收激励政策靶向性不足等制度缺陷，导

致产业资本积累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亟需构

建文化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创新文化资产

证券化融资工具，形成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风

险资本协同运作的新型投融资生态。

再者是文化符号资本化进程中的同质化

危机。文创市场扩张引发的过度竞争导致文化

产品陷入“符号通胀”困境。破解该困局需实

施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深度解码拦街福文化

基因图谱，建构具有认知显著性的品牌叙事体

系。运用文化拓扑学原理进行符号转码设计，

在保持文化原型稳定性的前提下提升产品文

化附加值与市场辨识度。

核心矛盾聚焦于文化本真性与现代性的

张力平衡。文创开发面临“博物馆化”与“过

度商业化”的双重异化风险。需构建创造性转

化范式下的动态平衡机制，在维护文化基因谱

系完整性的前提下，运用文化诠释学方法实现

传统符号的当代性重构。通过建立文化表征的

现代性转译模型，确保文创产品既承载集体记

忆密码，又满足消费社会的符号消费需求。

3 区块链及WEB3.0背景下拦街福数字

文创的发展路径

3.1 分布式账本技术赋能文化数字资产

治理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不可逆性与可追溯性

特性，为文化数字资产确权提供了新型技术治

理框架
[3][4]

。通过建立文化创作全周期上链机

制，可实现数字文创作品创作轨迹、权属关系

等核心要素的永久性存证。程序化契约系统可

自主执行价值交换规则，构建创作者权益保障

的自动化防护体系。具体实践路径体现为：创

作者在分布式创作平台发布作品时，通过哈希

值锚定实现作品数字指纹的不可伪造性，契约

算法自动监控作品流转路径，实时更新权利归

属状态。

通证经济模型在文化数字化生态中具有

价值流通枢纽功能。通证不仅作为价值量化介

质，更构成文化参与激励机制的物质载体。在

特定应用场景中，可通过发行文化贡献通证量

化用户参与行为（如内容生产、传播扩散等），

构建基于通证兑换的文化消费闭环。通证化激

励体系不仅增强用户粘性，更通过链上治理机

制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共治，形成具有自组

织特征的文化共同体。

非同质化通证技术为文化数字资产稀缺

性认证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将拦街福文化

元素进行数字孪生处理，打造具有唯一哈希标

识的文化数字凭证，可实现虚拟祭祀器物、节

庆数字票证等文化符号的限量确权。该技术架

构下形成的数字资产交易市场，既保障文化价

值传递的真实性，又开辟基于二级市场流通的

价值增殖通道。结合扩展现实技术，可构建虚

实交融的文化体验新模态，拓展文化感知维度。

3.2 第三代互联网技术架构下的文化创

新范式

第三代互联网技术倡导的分布式网络拓

扑结构，与拦街福文化数字化转型存在价值耦

合性。通过构建去中心化文化生产平台，可突

破传统中心化平台的资源垄断格局，形成多点

对等连接的文化创新网络。典型应用场景包括：

基于分布式存储技术的开放式创作市场，实现

创作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价值交换；采用共识机

制构建用户生成内容生态系统，形成社区共治

的文化价值生产体系。技术架构通过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提升文化资源配置效率。

语义网络架构为文化数字资产的智能匹

配提供技术支持。通过构建文化资源本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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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字文创产品的语义化标注与知识图谱

构建。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机器学习算法，可

建立个性化推荐引擎，完成文化产品与消费需

求的精准对接。智能匹配机制不仅提升文化传

播效能，更通过跨平台数据互操作协议，构建

开放式的文化资源共享网络。

程序化契约系统重构文化生产关系。在文

化授权管理维度，契约算法可自动执行文化符

号的使用许可协议；在价值分配层面，预设的

收益分配规则通过链上智能合约实现实时清

结算；在活动组织领域，契约系统可自动化处

理参与资格验证、权益发放等流程。技术治理

模式显著提升文化生产过程的透明性与可信

度。

3.3 文化数字化创新的前沿实践图景

扩展现实技术正重塑文化体验的时空边

界。通过构建三维数字孪生场景，用户可突破

物理限制沉浸式参与虚拟节庆巡游。具体技术

实现路径包括：虚拟现实设备构建的沉浸式文

化剧场，增强现实技术实现的虚实叠加交互界

面。技术应用不仅延伸文化体验的感知维度，

更通过多模态交互设计激活文化记忆的具身

认知机制。

社会化媒体平台构成文化传播的新型基

础设施。借助关键意见领袖网络与病毒式传播

机制，可构建裂变式文化扩散模型。具体策略

包括：短视频平台的话题营销、直播技术的实

时文化展演、用户生成内容的众创传播等。数

字化传播矩阵通过构建文化参与反馈回路，实

现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的动态调适。

文化数字化创新承载着文化认知传播的

重要功能。通过开发交互式数字教育产品（如

虚拟文化展馆、情境化教学游戏），构建沉浸

式文化认知传播体系。典型应用包括基于游戏

化学习的文化知识内化机制以及虚实融合的

文化遗产数字展陈系统。数字化教育载体通过

与文教机构的协同创新，形成文化传承的立体

化传播网络。

4 结论

综而观之，分布式账本技术与第三代互联

网技术架构的协同创新，为文化遗产数字化转

译提供了范式突破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区

块链技术通过构建文化数字资产确权体系、通

证化激励机制及数字凭证铸造机制，有效破解

文化生产关系的制度性困境；第三代互联网技

术则依托分布式网络拓扑、语义网络架构与程

序化契约系统，重塑文化价值生产与传播的底

层逻辑。

技术-文化复合系统通过以下作用机制实

现价值跃迁。在产权维度建构文化创作的全周

期追溯体系，在经济层面形成文化价值流通的

闭环生态，在传播领域构建跨主体协同的智能

匹配网络。质言之，技术赋能为传统文化基因

的现代性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未来技

术迭代与文化认知范式的持续演进，将推动拦

街福文化符号系统实现从物质载体向数字孪

生体的认知跃迁，最终形成具有时空穿透力的

文化传播矩阵，实现传统文化基因谱系的当代

转译与跨文明对话的数字化界面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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