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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时代下的蒙古族文化传播与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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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媒体技术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并且在蒙古族文化传播和保护的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蒙古族文化，作为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有着自己的瞩目光彩。现今，为了更好地对蒙古族文化进行

传播和保护，必须要抓住时代脉搏，与数字媒体时代同步伐，创造一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式，让蒙古族文化得以被更

好地传播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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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环境对蒙古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的影响

（一）网络环境对蒙古族文化传播者的影响

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环境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它主要依靠的传播方式是语言、图书资料、音像制品以及文字等

方式，现今，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青睐。这种方式非常的便捷，

对于文化传播者而言，运用这种传播方式非常的方便。在网络环

境下，蒙古族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凭借计算机和网络来进行。

首先，为了更好地进行蒙古族文化传播，在网络环境下，文化传

播者必须要掌握传播工具的使用。内蒙古属于我国的边疆地区，

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在不同地区，计算机和网络使用的情况差别

非常的大，于城区相比，牧区、农村等等区域使用计算机和网络

的情况比较差。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区，这些地方都是蒙古

族文化的成长和发展的沃土。所以，为了更好地进行蒙古族文化

传播，必须要促使更多的人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普及网络知识，

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蒙古族文化被更好地传播和保护。

其次，文化传播者在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的同时，还需要了

解网络的发展特点，能够充分地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构建文化

传播网站。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相比，文化传播者在互联网上

进行传播文化必须要掌握网络的特点，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

设计出更加适合的蒙古族文化传播方式，充实文化传播内容。

（二）网络环境对关注蒙古族文化的网络使用者的影响

网络环境对关注蒙古族文化的网络使用者会产生诸多的影响。

首先就是通过网络实现蒙古族文化的传播，促使关注的蒙古族文

化的网络使用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网络技术，通过网络和计

算机技术获得有关蒙古族信息，使关注蒙古族文化的人逐渐成为

网络使用者，进一步促进他们学习新的网络技术。从某方面来说，

这些热爱蒙古族文化的网络使用者同时也是蒙古族文化的网络传

播者。随着他们对蒙古族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也会逐渐演变成

文化的传播者。此外，很多人通过网络获取蒙古族文化，他们会

进行二次加工，利用其他方式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播。利用其他方

式传播民族文化，这对蒙古族文化的传播非常重要，不仅能够极

大地拓展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能充分地发挥出弘扬和保护

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激发更多人的好奇心和了解蒙古族文

化的兴趣，促使更多的人热爱蒙古族文化。

（三）网络环境对蒙古族文化的本身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手段的飞速发展，网络环境对蒙古族

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文化的网络传播极大地改变了

蒙古族文化的传播方式，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新的文

化产生：蒙古族网络文化。利用网络进行蒙古族文化传播，不能

只是将蒙古文化简单的转移到网络中来，而是在传统蒙古族文化

传播的过程中，在结合网络传播方式。例如，在蒙古族文化中，

蒙语一般都是需要口口相传的，现今，可以通过网络手段，在世

界范围上任何时间和地点学习蒙语，极大地改善传统蒙语的学习

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蒙古族已经被汉化，有些蒙古人甚

至都不会说汉语。现今，他们可以利用网络手段，在网络中学习

蒙古语，很多蒙古人在离开蒙古族之后，脱离了蒙古文化环境，

导致他们不经常使用蒙古语，这非常不利于蒙古文化的传播。很

多学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蒙古族文化，创设了蒙古语培训班，这也

是对蒙古族文化的有力传播和保护。其次，网络环境对蒙古族文

化内容进行革新，使内容更加丰富。在传统的蒙古族文化内容中，

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歌曲、文字、舞蹈以及文学等内容。

当网络环境接入之后，蒙古族文化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又添

加了教授蒙古族文化学习者学习网络技术的内容。在国内，主要

的传播方式是使用汉语进行传播，但是民族地区的居民，他们自

身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在很多地方，汉语相当于他们的第二语言。

假使他们能够运用蒙古语来学习计算机技术，不仅可以促使更多

的少数民族学习者学习蒙古族文化，同时还能实现对蒙古族文化

的传播和保护工作。所以，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蒙古族文化本身

也需要添加一项内容，就是将网络手段和信息技术知识转化成蒙

古族文字等，在网络上传播，这样的效果会更好拓展民族文化影响，

促进蒙古族文化良好发展。

（四）网络环境对构建蒙古族文化传播资源的影响

蒙古族文化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需要文化

传播者构建丰富的蒙古族文化资源。将这些资源编程数字化。传

统的蒙古族文化传播起来比较烦琐，并且不能够直接用于网络直

播，必须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数字化，同时还要加强网络上的蒙古

族文化监管。

二、蒙古族文化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媒体技术逐渐在社会中各个领域

之中被运用，并且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相比，

数字媒体技术更具有优势，不管是速度方面，还是便捷方面都具

有巨大的优势。现今，蒙古族文化传播走上网络、数字技术一同

发展的道路。尽管这一道路充满坎坷，但是依旧没有阻挡蒙古族

传统文化运用网络传播的趋势。

（一）数字媒体与蒙古族文化融合的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的网络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

来，使得蒙古族文化的足迹十分的广泛，甚至已经达到了随处可

见的地步。比如说可以利用一些网络平台进行蒙古族文化传播，

比如说微博平台、地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输入法等，而这

些平台的构建对于蒙古文化传播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借助微信平台

就微信公众号来说，大量的公众号可以极大地促进蒙古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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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传播，这些账号可以将充满蒙古族文化的舞蹈、歌曲、音频

等内容进行分享，同时也可以传播蒙古族文化的其他内容，还会

举办一些与蒙古文化有关的竞赛活动，让相关的群众参与进来，

促使更多的人了解蒙古族文化，在轻松、快乐的游戏过程中，使

他们接受蒙古文化的熏陶。而微博与公众号不同，它主要是以各

地方的蒙古语言教学协会为主，这些微博账号会分享一些蒙古语

的教学情况，不仅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蒙古语，同时还能使

蒙古族文化爱好者更好地参与其中，提升他们的学习乐趣。

2. 凭借网站

与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相比，地方网站或者官方网韩在弘扬

蒙古族文化内容上，更具优势。主要是他们的新媒体账号类型是

学习蒙古族历史知识，与官方网站相比，这类账号根据亲民型，

内容更加丰富。但是与之相对应的，他们的内容不够眼睛。

3. 以蒙语为主的新媒体

在新媒体中，以蒙古文字为官方文字，以蒙语为主要传播语言。

例如，现今有专门的蒙语输入法，这对蒙古族蒙语使用者来说非

常的重要，可以将其运用在社交平台之中，实现蒙古族文字的回归，

同时更具备着传承语言文字的重任。

（二）蒙古族文化在数字媒体平台中产生的问题

蒙古文化与数字媒体的融合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众

多数字媒体平台对蒙古族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1. 传播内容枯燥

就内蒙古文化传播而言，大多数数字媒体平台上传播的内容

非常的枯燥、单一，内容大多是重复或者相同的内容。很少会对

传播内容进行优化和创新，将陈旧的内容通过平台进行分享，这

种方式现今已经很难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因此，很多人都会

放弃对平台的关注。再者，想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仅停留

在表面，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现今很多的传播内

容非常的精简，一般都是些俗类文章或者视频，这导致很多人不

能够深入地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发展。

2. 受众群体较少

现今，主流的媒体平台多是以社交为主的平台，比如说微信、

微博等，这些平台的特点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受众群体特征不

明显。因此，在这类媒体平台上，不能够得到有效反馈，因此传

播效果不佳。以蒙古语社交软件为例，这种软件的市场相对较小，

受众群体比较少，技术上也存在问题，没有解决适应各类收集系

统安装应用问题，技术因素也成为阻碍蒙古族文化传播的一个主

要因素。

3. 传播效果不佳

受众与传播效果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新媒体平台的受众大

部分是年轻人，针对这些年轻的受众，传统的蒙古族文化传播受

到很大的限制，只能从歌舞方面进行传播，但是这种情况会非常

容易导致受众视觉疲劳。同时传播形式也非常的单一，形式不够

丰富。因此，传播效果不理想，仅停留在表面，不能够深入和延续。

三、蒙古族文化在数字媒体平台中的发展和创新

（一）启示和发展

蒙古族文化若想要在数字媒体中得到发展，就必须要重视受

众群体，以受众为中心，根据受众的需要，传播一些他们想要接

收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稳定受众。此外，数字媒体承载着

传播蒙古族文化主力军的重要使命，数字媒体平台应该与蒙古族

文化的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必须要进行优

化和创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迎合新一代受众的需要。

传播传统的蒙古族文化，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将蒙古族文化的

呈现形式展现给受众群体，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受众群体对此进行

反馈，才能实现真正的传播、互动目的。缺乏历史文化的民族是

希望渺茫的，若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逐渐的消亡，并没有留

下民族的痕迹，那么这些民族只能够在历史书中去寻找了。传播

和保护民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以帮助青少年群体树立起

强大的民族意识，找到民族的“魂”，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民族文

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二）对策与创新

每种民族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在数字媒体时代，必须要

积极和数字媒体紧密融合在一起，蒙古族文化也有着自身的特色。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蒙古族文化，必须要以自身的特色为基础，

符合时代背景下，制定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少数民族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民族，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还具

备着完整的体系和表达。因此，在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必须要

重视传播内容，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文化或者其他民族文化去代替

蒙古族文化，而是要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优化和创新，传播这

些被重新塑造过的民族文化价值和内涵。当然，蒙古族文化的发

展和创新不能仅靠受众群体反馈和传播，还需要蒙古族当地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首先，有关部门必须要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

充分地将自身的带头作用发挥出来，为蒙古族文化在数字媒体中

传播指明方向，并且选择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向，将蒙古族

文化一直传承下去。此外，民族的文化传播力度与民族的文化规

模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民族的伟大体现在内部发展的规

模，而不再其外在发展的高度。作为拥有完成的历史发展轨迹，

蒙古族文化已经形成自己的规模，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

在与新媒体融合求得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自身文化的

发展方式，不能为了传播而一味地去迎合数字媒体，也不能害怕

文化流失而不去改变和创新，止步不前。要与时代同步伐，与数

字媒体共同携手，创新发展，认清现状。将蒙古族文化中最本真

的精神和特色保存下来，并同时做出适当的创新，力求在不断变化、

不断发展的时代中掌握蒙古族文化话语权，为蒙古族文化的创新

发展留有余地。

四、结语

总之，在数字媒体时代下，为了更好地传播和保护蒙古族文

化，就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将数字媒体与蒙古族文化进行结合，

重视传播内容的创新和优化，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选择正

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向，在保留蒙古族文化中正本真的精神和

文化特色情况下，适时作出创新和优化，让蒙古族文化在传承和

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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