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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动互联网为媒介的新媒体的出现，促使传媒市场发生较

大改变，也让传统民族文化教育有了发展的新渠道。在新经济

形势下，受新媒体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既面临较多机

遇也存在较多挑战。与此背景下，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并把握时

代机遇，广泛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并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之义，应

是目前研究关注的焦点。对此，本文从新媒体角度出发，以东

北世居朝鲜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当期节日文化现状，并阐述

了新媒体在传播节日文化的优势，随后指出具体面临问题及优化

之策，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参照。

1　文献回顾

1.1朝鲜族节日文化传承与发展

众多文献指出，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东北地区朝鲜族学生

对本民族传统节日及其仪式的兴趣与喜欢程度随之增加。然而随

着专业课程的持续增多，东北地区学校对于朝鲜族民族文化传播

及教育渗透有所减少[1]。在传播媒介中，东北地区学校仍然以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传播民族文化并进行宣扬，而借助新媒体平台

和工具的学校较为少见。这使得朝鲜族民族文化教育功能受限，

宣传、推广力度较小。也有研究指出，许多学生及学校期望借助

网络传媒获取相关知识，推广朝鲜族民族文化并发挥其教育功能

的人数占比正在逐年增加。另外，在朝鲜族节日文化发展过程中，

许多学者开始了深层次研究，认为需要通过最新媒介工具传扬朝

鲜族节日文化，能够发挥这类文化的教育功能，并可以推进民族

文化的发展。

1.2新媒体对朝鲜族传统节日的机遇与挑战

新媒体技术的兴起标志“全民传播”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

者呈多样化、文化内容海量化，为吸纳和兼容传统节日内容提供

了强大的平台[2]。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由于网络空间的

无限性及网络媒体自身的传播局限也给文化传播带来负面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宣告了大众传播时代的结束，碎片文化、庸俗文化、

消费文化在网络泛滥，使得一些主流文化被忽视[3]。目前许多文

献都将朝鲜族节日与其他社会性节日进行了对比，不过并未把东

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与新媒体结合起来研究。下面笔者以朝鲜

族的回甲节、婴儿生日节和春节为例，谈谈在新媒体环境下，东

北世居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如何传播，以及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的问

题及解决方法。

2　朝鲜族节日文化传播现状分析

朝鲜族的传统节日基本按照农历所示的内容和顺序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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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性节日和家庭性节日。社会性节日大部分与传统汉族节

日相同，如春节、元宵节，立春。而家庭性节日更与社会风俗或

礼仪并谈，更有本民族的特色与趣味，回甲、婴儿生日节是受重

视程度较高的家庭节日。我们一共采访了21名同学，其中朝鲜族

为12名，占比约57%，该调查数据以12名朝鲜族同学为基准。在

调查预想中，我们本认为作为朝鲜族的学生们会对我们的采访游

刃有余，但实际却和我们想象的有些出入。80%的朝鲜族学生觉

得朝鲜族和汉族都差不多一样，再问道有什么特殊的民俗节日，

其中有一位同学提到了回甲节，这是因为他的姥爷刚过完了60大

寿。我们同时还提问了这12 名学生是否在儿时举办过婴儿生日

节、具体细节是否记得、是否有老人保留下来的纪念物品，回答

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其中超过50%的朝鲜族同学并不了解此节日。

由此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即便是朝鲜族人也对本族节日文化了

解甚少。

3　新媒体支持下朝鲜族节日文化传播优势

3.1新媒体传播创新了节日庆祝方式

就现实而言，我国东北世居朝鲜族文化内容的传播较为受限，

关键是因为传承主体出现了一定的困境。作为朝鲜族文化传承的

关键群体，多数青壮年开始去外地打工、进行外地生活，这使得

朝鲜族文化传播群体不足，难以提升朝鲜族文化传播的力度。而

凭借新媒体平台的超时空性、广泛性、参与性等特性，东北地区

世居朝鲜族居民可以通过移动端将本地区朝鲜族文化以视频形式

进行发布让更多人知晓，这加速推动了朝鲜族文化传播力度，也

为相关学校进行教育教学提供足量教学材料。可以看出，新媒体

工具的应用，为东北世居民族朝鲜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

3.2新媒体传播为节日带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在2019年央视推出的《我们的节日》栏目中，央视记者王冰

冰来到了朝鲜族民俗村进行实地采访。在节目中笔者发现民俗村

除了本族人民外还存在大量非朝鲜族人民。这些游客通过互联网

的形式，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各大app上了解到民俗园相关

信息以及园内举行的各种沉浸式活动。人们慕名而来在一定程度

上刺激和促进了朝鲜族节日经济效益、文化产业的发展。

朝鲜族在春节期间，除了包饺子以外，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很

多糯米打糕，“吃打糕过年”的传统贯穿了朝鲜族的春节文化中。

纪录片《万物滋养》中就介绍了朝鲜族人节日必备的食物——打

糕。此纪录片在爱奇艺、腾讯、b站等平台一经播出就收获了意想

不到的热度。根据调查，单单是淘宝平台上销售朝鲜族打糕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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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有几十家，朝鲜族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将打糕作为商品出售到

各地，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改善了家庭生活水平。

3.3新媒体传播可以增强朝鲜族人民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新

媒体的加入可以与民族文化跨界融合，在更加广阔的平台上交流

与沟通，激发本民族同胞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的同时加深外

族人民对朝鲜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如在b站的一名用户就通过

录制视频，纯朝鲜语解说，配上汉字字幕，通俗易懂的解释了朝

鲜族节日文化的溯源和历史。在这种理想化传播下朝鲜族人民接

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积极反馈，从而强化民族归属感、自豪感。

4　新媒体语境下朝鲜族节日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4.1 传播渠道狭窄，形式缺乏创新

如今各大网络平台兴起，为传播文化起到了助力作用，但

延边当地媒体却并未把握住机会，总是疏于运作、讯息发布滞

后、内容形式单调，公众无法及时查看或了解相关节日动态。

在更新速度飞快的新媒体环境下当地媒体被无情地甩在了后头，

2021年的春节晚会的视频回放仅能在延边本土网站查看，各大视

频网站皆无完整资源。截止到2021 年在知乎平台上对于朝鲜族

节日文化有关话题关注热度低，设置的专栏仅仅只有两个，大

部分都是2017 年、2018 年发布的“老”文章，在报道内容和

形式上灵感枯竭，缺乏文化创新力。

4.2 媒体素养差异显著，传播效果一般

在传播过程中，反馈效果一般，其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对于

整个民族文化、民俗节日没有深刻理解，更有甚者由于没有事先

了解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禁忌，进而造成文化冲突。1992年

《重庆日报》刊登的一则《“小麦加”临夏》中关于清真寺“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等文字描述，触发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禁忌，在

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冲突，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同胞们的强烈

不满，以至于伤害了民族感情[4]。相较其他行业，新媒体传播

从业者更加需要深厚的文化涵养、专业知识。

4.3力量分散，传播内容不够丰富

当下，东北地区各级政府以及民间参与者积极利用新媒体对

朝鲜族节日文化进行丰富的传播和推广，同时利用各种搜索引擎

进行宣扬，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网络视频教育功能。但需要看到

的是，由于新媒体传播主体提供商、媒体、政府、个人、企

业等主体的资源掌握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各种相关信息资源

网站供给混乱无序。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朝鲜族节日文化

传播要素难以整合，且资金、技术、人员配置并不合理。由

此一来，东北地区朝鲜族节日文化资源并未在平台有效传播，

限制了这一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发挥。

5　化解之策

5.1提供多种文化输出平台

为广泛传播朝鲜族节日文化内容，让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所以需要凭借新媒体平台、工具进行传播。平台传播方面，各

个参与者可以朝鲜族节日元素为出发点，在网易云、qq 音乐等

音乐app 上传有关朝鲜族节日民谣，歌谣、诗朗诵，让更多人

能够看到朝鲜族节日文化的内容。工具方面，当地人民需要利

用移动手机、摄像机、互联网等工具，不断强化朝鲜族节日文

化宣传力度。另外，作为2020 年上半年互联网最热的关键词之

一，“直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亦或者是疫情后的复工

复产，“直播 + ”正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全面赋能

各行各业。朝鲜族人民也应善于利用直播平台，传播本民族文

化及衍生产品，让大众看见其内在价值。

5.2 扩展媒体传播视角，深挖节日内涵

通过新媒体促进传统民俗与现代民风融合的重要任务之一是

将民俗节日元素融入到电影、动漫、游戏涂鸦等当代年轻人最

乐于关注且流行的信息输入形式当中，为具有几百年高龄的

“民俗节日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其次新媒体传播工作者在记

录节庆的热闹与隆重的同时也应深挖其文化底蕴，这才是民族节

日最珍贵的价值。

一个民族节日的风俗从产生到成为习惯，是需要一个漫长的

发展过程，这汇聚了原始生活环境、神话故事、宗教、生活

禁忌等种种因素。正如进化论所述：“在生物大灭绝中充分的

证明适者生存只有适应力强的生物才能存活下来”[5]。每一个少

数民族节日的消逝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它随着人们记忆的流逝，

一点点消失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而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留住这种

宝贵的节日文化来唤醒人们的民族情感，将这种独特性传承并创

新下去。

5.3 融入优质传播媒介，突出民族节日文化重点

在对朝鲜族下一代教育，推动朝鲜族节日文化传播宣扬的过

程中，政府要加强朝鲜族文化特色，并将这一特色借助优质媒

介进行广泛宣传。伴随现代教育普及，朝鲜族民族文化节日教

育、宣传成为一项关键性教学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东北

地区学校需要引入优势转播媒介，企业引入先进媒体平台，政

府要积极推行新媒体应用政策，帮助当地朝鲜族建立本民族的传

播媒介和平台，在进行民族节日文化推广过程中，不断发扬其

中的优势。此外，考虑到目前传播媒介应用的局限性，东北地

区朝鲜族节日文化传播还需要利用更新技术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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