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7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7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户县农民画与 VR 技术融合：推动农村文化艺术发展的

新路径
郭思雨 綦昕怡 郑鑫 李彤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DOI：10.12238/ems.v7i3.12226
[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下，文化艺术的发展模式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革。本文主要在于户县农民画与 VR 技术的融

合，通过使用全息投影和虚拟现实（VR）技术，将传统的户县农民画数字化展示，游客可以在虚拟世界里身临其境地感受每一幅

立体的作品，为乡村文化艺术赋予全新的生命力，打造乡村文艺特色，探索出一条“文化兴村”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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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陕西户县农民画是中国三大农民画之一，它展示了新中

国乡村发展史，也反映了艺术家无限的艺术创造力与敏锐的

绘画视角。1988 年国家文化部正式将户县命名为“中国现代

民间绘画之乡”，但如今这项优秀的乡村文化逐渐被人们遗

忘。为了解决户县农民画出现的呈现形式单一与宣传渠道落

后等问题，让这项乡村艺术与现代新兴技术相结合，通过使

用全息投影和虚拟现实（VR）技术，将传统的户县农民画数

字化展示，游客可以在虚拟世界里身临其境地感受每一幅立

体的作品，与农民画的主题互动，体验农民画所传达的生动

故事和情感，为乡村文化艺术赋予全新的生命力，探索出一

条“文化兴村”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本研究聚焦于户县

农民画与 VR 技术的融合，通过跨领域的深度探索，可以为

农村文化艺术的发展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路径。

1户县农民画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

1.1 市场推广阻碍问题

尽管户县农民画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声誉，但在向外推广

时，却面临着跨区域传播的难题，这限制了其市场扩展的范

围。户县农民画当前主要以绘画作品的形式呈现，衍生产品

种类较为匮乏。面对现代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现有形式显

得单一，无法充分迎合各类消费者的偏好，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市场的扩展。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及现代文化的影

响，年轻一代对户县农民画的兴趣日益减少，学习和传承这

一传统文化艺术的热情不高。这种情况导致户县农民画在传

承上遭遇人才断层的问题，对其市场的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

1.2 文化传承与保护方式单一

在当今多元文化与快速生活节奏的影响下，传统的手把

手和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中未能获得足

够的重视，这使得农民画的传承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

在经营方面仍未跳脱出“以画宣传画”的单一模式，主要依

靠个体分散经营，难以整合域内资源。产业化发展主要靠政

府主导，自身缺少主动寻求商业合作的能力。随着当前农民

画创作者逐渐步入老年阶段，中年层次的艺术家人数显得稀

缺，导致这一领域在代际传承上出现了显著的断层。户县的

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乡村的生活环境随之经历了显著的变

化。原有的农业景象和民间活动场所逐渐萎缩，而这些场景

恰恰是农民画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随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

消失，创作者获得创意的渠道受到了限制，这对作品的数量

和质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户县农民画与VR技术结合

2.1 农民画数字化的必要性

2.1.1 数字化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意义

户县农民画作为一种能够体现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承

载着当地数代人的生活记忆与文化基因，而且数字化能够为

非遗的长期保存提供有力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传统的农民画面临着许多关于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挑战难

题。农民画一般是以纸质材料作画，而纸质画容易泛黄、脆

化，磨损甚至是褪色，很容易受到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被

损坏，这不仅防止了文化信息因时间流逝而逐渐消失，还为

后续的研究和复原提供了重要数据。从传承的视角出发，VR

技术与农民画的结合为户县农民画走进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开

辟了一条新的道路。VR 体验的互动性、趣味性比传统的户县

农民画展览馆能更加吸引人们去主动的了解户县农民画虚拟

的 VR 体验也可以通过增加导览解说、趣味问答等方式再配合

上新媒体网络平台，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传播热情，使户

县农民画不再是只是古老的艺术作品，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

文化潮流当中去，促使这一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生根发芽，确

保户县农民画所蕴含的民俗风情、审美意趣代代相传，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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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动农村文化艺术的发展。

2.1.2 数字化对市场拓展的影响

数字化营销已经逐步成为主流。同理，如果我们户县农

民画要走向市场，那么数字化也是关键的一步。VR技术借助

数字化画作展示，很好的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不仅是户县

当地人可以欣赏画作而且也能吸引更多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VR 技术也为户县农民画产业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拓大了整

个农民画的商业版图。

2.2 可行性分析

2.2.1 技术可行性

目前 VR 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已相当成熟。而且 VR

是沉浸感营造技术和交互设计工具，能够完美适配户县农民

画场景的构建。我们利用 3D 建模可将二维平面的农民画转

化为三维虚拟空间元素，使观众仿若置身画境。我们的图像

渲染算法也能够确保农民画原画色彩的精准还原，让农民画

鲜艳特色能够完美呈现。各类硬件设备如头盔、手柄，为技

术落地提供终端支持，普通消费者也能轻松体验，技术层面

完全具备融合条件。

2.2.2 经济可行性

从开发成本看，虽初期引入 VR 技术、搭建数字化平台

需一定资金投入，涵盖软件研发、设备购置、人员培训等方

面。但如果从长远考量的话，户县农民画交互系统带来的收

益可观。且随着技术迭代，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经济上也

是切实可行的。

2.2.3 社会可行性

社会大众对文化科技融合产品接受度日益提高。在教育

领域，VR 融入课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成趋势，户县农民画

交互系统可以作为乡土文化教育生动素材，培养学生对本土

艺术作品的喜爱。在文旅产业中，游客渴望特色文化体验，

农民画交互系统也能为当地旅游增添亮点，提升户县文化知

名度。同时政府倡导文化创新，并且有政策扶持此类项目的

发展，从社会文化、政策导向、民众需求等多维度来看，我

们的户县农民画交互系统是可行的。

2.3 融合后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效果

2.3.1 新的艺术表现手法

户县农民画在融合 VR 技术之后突破了平面的束缚。vr

技术使平面的农民画具有空间层次感和动态变化。比如以丰

收为主题的农民画为例，画面中谷物能随风摇曳，人物可穿

梭忙碌，动静结合，从而赋予传统农民画全新的生命力。通

过添加虚拟光影效果，模拟不同时段日照、月光，可以使农

民画氛围随时间变幻，丰富人们的视觉感受。

2.3.2 观众体验的创新

当我们戴上 VR 设备，不再像以前一样单纯观赏画作，

而且可以瞬间踏入以农民画构建的虚拟奇幻乡村世界。以《虎

口夺粮》作品为例，原本农民收割小麦的画面瞬间鲜活：金

黄麦浪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看到农民们忙碌收割，汗水在阳

光下闪烁。观众可漫步其间，甚至亲手触摸饱满谷粒，真切

感受乡村生活的温度与力量。这种沉浸式交互体验，不仅提

升了观众欣赏模式，更深度唤醒大众对农村文化艺术的热爱

与向往，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磅礴力量，让农民画这颗乡土

明珠借助科技羽翼，在时代苍穹下绽放耀眼光华，持续书写

农村文化发展的崭新篇章。

3户县农民画与VR技术融合的设计方案

3.1 农民画的选取

农民画作品数量繁多、题材广泛，如何挑选出适宜与 VR

技术融合的画作是首要任务。我们优先考虑了具有代表性的

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往往承载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符号与时代

记忆，户县农民画描绘了当地传统场景、农耕习俗的画作，

它们能以独特魅力瞬间抓住观众眼球，唤起情感共鸣。而且

它兼顾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有线条粗犷、色彩浓烈的，也有

笔触细腻、色调柔和的，这些能够全方位展现户县农民画的艺

术风貌，确保不同审美偏好的观众皆能在 VR 体验中找到心仪

之作，为我们后续技术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选择

了《心境静山河美》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如图 3.1所示：

图 3.1 《心境静山河美》（图片来源：

西安市鄠邑区农民画博物馆）

3.2 建模渲染

接下来就是建模环节了，它是将二维农民画转化为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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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基石。针对画作中的人物、建筑、植物等元素。这

里以《心境静山河美》这幅作品为例，画中古朴的乡村民居，

建模时要精准还原其木质门窗纹理、青瓦排列样式；人物建

模则注重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的自然流畅，使其贴近原画作

神韵。所以我们使用了专业 3D 建模软件 blender，依据原

画作特征精细构建模型结构。渲染过程更是重中之重，需调

配与原作匹配的色彩参数，确保在虚拟环境中呈现出的色调、

明暗对比忠实于农民画本色。这里我们继续使用了 blender

进行渲染，它能模拟出真实光影效果，像让阳光洒在虚拟田

野上的光斑、月光笼罩村落的静谧，都如临其境般逼真，使

户县农民画更加鲜活，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渲染效果（图片来源：作者原创）

3.3 3D立体场景制作

在完成单个元素建模渲染后，整合构建 3D 立体场景成

为关键步骤。为了保证模型的细节，我们使用 C4 D 以农民画

中的乡村生活全景图为蓝本，对各元素空间位置进行合理布

局，营造出错落有致的视觉层次。田间小道蜿蜒通向村庄，

农舍炊烟袅袅升起，劳作的农民穿梭其中，构建出一个动态、

连贯的乡村生态。在此过程中，我们还考虑了观众的交互路

径与视角转换，预设了多条游览路线，让观众既能俯瞰村庄

全貌，感受宏观布局，又能深入街巷、庭院，近距离领略细

节魅力，使整个 3D 立体场景成为一个有机互动整体，最大

化呈现户县农民画的内涵，如图 3.3 所示：

图 3.3 3D 立体场景展现（图片来源：作者原创）

3.4关键技术

VR 技术融合农民画的背后少不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支

撑。先是交互技术，我们通过手柄、体感追踪等硬件设备，

实现观众与虚拟场景的自然交互。观众能够使用特定的手势

抓取虚拟物品，比如采摘画中果树上的果实，或是模拟挥锄

劳作，增强沉浸感。再就是实时渲染技术，我们要确保观众

在场景切换、动作触发时画面流畅无卡顿，即时反馈操作指

令，维持体验连贯性。还有空间音频技术也不可或缺，要想

实现沉浸式体验我们还会跟据观众所在位置与场景进行音效

变化，模拟风声、鸟鸣、人声等环境音效，从听觉维度强化

沉浸效果，全方位打造令人震撼的农民画 VR 体验，推动户

县农民画借助前沿科技迈向新高度。

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索了户县农民画与 VR 技术融合这一创新

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层面，我们系统性剖析了户

县农民画数字化的必要性，从文化遗产保护意义、市场拓展

影响多维度论证，揭示数字化作为民间艺术在当代存续发展

的关键路径。可行性分析中，全面阐述技术、经济、社会可

行性，证实两者融合不仅有技术支撑，在商业运营、社会接

受度上同样具备坚实基础。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构建上，形成

了一套完整流程。在农民画选取环节，兼顾经典性与风格多

样性，为后续转化提供优质素材；在建模渲染阶段，凭借精

准还农民画作元素结构与色彩，赋予二维画作三维生命；在

3D 立体场景制作时，打造交互性强、层次丰富的虚拟乡村，

以最大化呈现农民画文化内涵。通过关键技术整合，交互、

实时渲染、空间音频技术协同发力，成功塑造出身临其境的

VR 体验，让古老农民画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视野，为农村文

化艺术革新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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