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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参文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以“参”摄影为例

孙　玮　韩占英　赵俊博　刘丹仪

（通化师范学院  物理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摘要：“人参文化”历史悠久且笼罩着神秘的色彩，摄影这种世界性的语言，将大量的“人参文化”意识植入到社会历史当中，

可以展现“人参文化”的独特性和多面性，成为讲好人参故事的重要载体。通过摄影图片记录人参种植过程、加工过程、销售过程、使

用过程，感受人参与自然融合、感受人参与人的融合、感受人参与文化的融合、感受人参与历史的融合，深层次滋润“人参文化”，使

之成为推动“人参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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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参文化研究的行业背景 

“人参文化”源远流长，是长白山文化中的一块瑰宝。近年来，

“人参文化”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人参规范化生产、

人参旅游开发、建立人参故事保护中心等方面对“人参文化”进

行保护和传承。但是“人参文化”传承还存在缺乏全面性和创新性。

专门运用摄影对“人参文化”进行传承的创意还没有，以“人参文化”

为题材的摄影系列作品还没产生，以“人参文化”为背景的人参

商品还需进一步开发。因此以“参”摄影为依托的人参文化研究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创新性，研究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同时本研究的实施为传承“人参文化”拓宽道路，是迎合历史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产业。

二、以“参”摄影为依托的人参文化研究的优势

充分利用摄影这一叙事功能，在人参生长期间、人参加工期间、

人参销售期间、人参使用期间记录大量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运用

叙事性潜在的信息传递人参文化，拓宽人参文化内涵，丰富人参

文化表现形式。

1. 拓宽人参文化传承方式。现有的人参文化传承形式有人参

故事传承、采参习俗、人参使用方法、人参种植技术等一系列文

化体系，但是缺少专门以摄影为题材的人参文化传承方式。本研

究运用摄影方式，专门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记录人参文化，拓

宽了人参文化传承方式。

2. 为“长白山”人参品牌宣传奠定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转

型发展时期，外来品牌竞争愈发激烈，而人们消费层次大幅度的

提高，长白山人参区域品牌形象逐渐出现多种问题。本研究的实

施有助于挖掘“长白山人参”品牌潜在的经济价值，提高其国际

竞争力。

3. 为发展人参旅游经济添砖加瓦。近年来吉林省大力发展人

参旅游产业，开发系列人参旅游产品。本研究为开发人参旅游商

品增加新鲜元素，可用项目拍摄的人参文化系列照片制作精美明

信片、卡片、相册出售，增添旅游趣味，在无形中传播人参文化。

4. 推动人参文化发展。本研究的实施，不断积累人参文化素材，

为开展人参文化摄影馆奠定基础。人参文化摄影馆的开办进一步

拓宽了人参文化传承途径。

三、摄影对于人参文化研究的价值

人参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为了更好地传承人参文化，充分

利用可用的资源，挖掘人参文化内涵，使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社会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谐生态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图片是可以留存的。充分利用摄影技术，它

可以记录人参在生长过程中的真实面貌，记录人参发展的时间变

迁。人参生长变化的每个瞬间需要被记录，用摄影这双人类的“眼

睛”定格人参精美瞬间。这些记录下来的有意义的片段会被长久

地储存。这些储存可以以时间、地点、季节、光照、气候等不同

背景为依托，形成文字材料，为查阅人参资料和对比不同人参生

长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具备重要历史意义。

社会价值。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区域文化发展的国度，各地

充分发挥区域发展的优势，形成区域优势互补，打破区域壁垒，

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在某个区域发展中，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背

景和价值观念。人参文化在通化大地悄无声息地形成、发展起来，

人参摄影图片的确是读图时代人参文化记录和传播不可替代的形

式。

在区域文化发展中，摄影是重要的记忆储存方式，每个镜头

记录下来的画面，都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作为重要

的支撑材料。摄影记录的人参生长变化对于研究人参文化具有重

要价值，可能成为研究人参种植、生产的重要信息。摄影的瞬间

记录功能，是记录人参生长历史瞬间记录，也是人参生长过程可

视化的记录，对于研究人参生长和人参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艺术审美价值。艺术审美以艺术作品为审美对象，其作品必

须具有美的价值，具有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作品才具有审美价值。

通过摄影这一技术手段，可将人参定格在美丽的瞬间，使其形成

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

和谐生态价值。用“参”摄影的方式记录人参文化背后蕴藏

着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价值。无论人参故事还是采参过程都充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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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之音。摄影技术可为收集人参故事增添艺

术色彩，使得人参故事更加丰富有活力。人参故事通常有采参类

型故事，如《红花姑娘》中红花姑娘遭到华大麻子的伤害，向小

牛诉说，寻求小牛的帮助；《红芝》中人参姑娘帮助残疾人王维

治好了身体，得到王维的守护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人们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同时在现代人

参故事中同样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老一辈放山人在挖

参习俗中存在这样的理念，如果遇到尚未长成的人参，会帮助人

参铲除周围的杂草，帮助其继续健康成才；如果遇到参籽很大的

人参，参籽不能全部带走，会留一部分洒播在山上，让人参继续

繁衍生息，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四、人参文化传承可依托的商业模式  

1.人参文化的传承依托人参旅游产业发展人参旅游系列产品，

如人参明信片、人参贺卡、人参信纸、人参挂件等旅游产品，在

平时积累人参照片素材的基础上开发相关人参旅游产品。

2. 可利用新媒体网络平台，发布人参文化摄影作品，吸引广

大消费者关注，增加销售渠道，同时对人参文化也是一种宣传。

3. 可在没有销售的人参明信片和人参相册印有二维码，为其

他想买本产品的消费者提供渠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形

成互联、互通、互销的良好局面。

4. 可在区域人参文化宣传平台加大产品的宣传力度，借助区

域经济发展的契机，拓宽人参文化产品的销售路径。

五、人参文化产业创业计划

可充分挖掘人参文化传承资源，利用摄影技术和新媒体宣传

方式，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融资选择时，确定比较可靠的风

险投资商作为争取目标，然后再详细地了解投资者对项目的兴趣

点和采集投资者对项目的建议及要求，积极有效的进行改进。

通过拍摄人参种植环节，记录人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拍摄人参加工环节，记录人参蜕变的过程和其中蕴含的人类智慧

的结晶；拍摄人参销售过程和销售方式，用相机记录人参产品历

代变化；拍摄人参食用环节，记录传承人参饮食文化。本项目不

断的运用新技术摄影手段，拍摄人参系列作品，丰富人参文化内涵，

传承人参文化精髓，为人参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项目将从人参种植、人参加工、人参销售、人参食用四个

方面探索拍摄人参与自然、人参与人和谐共生、生生不息的画面。

不断地拓宽人参文化传承和发展路径，为传承人参文化贡献一份

力量。

六、目前人参文化传承的不足

1. 人参文化产品单一、缺乏文化传承内涵。目前人参文化旅

游产品大多数是一些小作坊或个人开发的商品，缺少创新性和文

化内涵。从事人参文化业主大多数是各自为战，行业自律机制很

难建立起来。本项目实施将从人参文化传承为出发点，立足人参

文化传承，从人参种植、人参加工、人参销售、人参食用四个方

面拍摄照片，形成人参文化体系，丰富人参文化内涵。

2. 人参文化宣传不到位，营销方式落后。尽管吉林省抚松、

通化人参生产区域每年都会举办人参节，但人参文化传承还存在

宣传不到位，营销方式落后的现状。本项目实施将为开展人参博

物馆、人参系列展馆奠定基础，提高人参宣传知名度，拓展人参

宣传渠道。同时运用新媒体平台将人参系列照片素材进行宣传，

加大社会对人参的关注度和喜爱度，从而传承人参文化。

3. 人参文化旅游商品对游客吸引力不足。目前人参旅游商品

开发类型相对单一，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力，缺乏深层次旅游体验。

本项目实施将丰富人参文化旅游商品开发，人参文化系列照片可

开发成人参故事画册（包括少儿版等）、明信片（现场邮寄）、

人参相册集、人参丝巾、带有人参照片的裙子、围巾等旅游商品，

即增添了旅游乐趣又感受了人参文化的魅力。

七、项目研究与实施的基础条件

本项目实施地坐落于吉林省通化地区，通化拥有 30 多个人参

主产乡，从事人参种植户高达 15000 户，本项目开展人参文化系

列摄影提供拍摄基地。据 2015 年数据统计通化拥有 3.8 万参农，

为本项目实施提供采访便利条件。使得本项目成员深入到人参种

植环境中去，抓住关键环节拍摄有价值的人参照片。通化有人参

文化系列活动如“老把头节”、人参美食节等活动，为本项目开

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项目组成员可利用人参重要节日，拍摄传

承人参文化的照片素材，为人参文化系列照片奠定基础。

八、项目实施的意义                           

1. 拓宽人参文化传承方式。现有的人参文化传承形式有人参

故事传承、采参习俗、人参食用方法、人参种植技术等一系列文

化体系，但是缺少专门以摄影为题材的人参文化传承方式。本项

目运用摄影方式，专门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记录人参文化，拓

宽了人参文化传承方式。

2. 为“长白山”人参品牌宣传奠定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转

型发展时期，外来品牌竞争愈发激烈，而人们消费层次大幅度的

提高，长白山人参区域品牌形象逐渐出现多种问题。本项目的实

施有助于挖掘“长白山人参”品牌潜在的经济价值，提高其国际

竞争力。

九、结语

人参文化摄影馆的开办进一步拓宽了人参文化传承途径，丰

富人参文化内涵，提高人参文化传承意识，推动人参文化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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