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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各国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
路径创新探究

赵　兵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在“一路一带”战略建设的关键发展时期，作为自贸区地理位置最前沿的广西，与东盟国家血脉相融，文化交往历史悠久往来密切。

多年来，广西和东盟的交流合作以“文化走亲”等形式，拉近了双方民众的情感。以音乐文化的互通发展为突破口，推进双方人文交流

的驱动力作用，夯实双边关系发展的根基。双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可以学习和研究他国的优秀音乐文化，了解他国的民俗历史。广

西与东盟的音乐文化交流合作已经由过去的音乐表演，发展到政府政策的推进，再到高校的深入。这些持续、多角度、多形式的交流，

正推动着广西与东盟各国音乐文化合作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在互联网大发展的年代，互联网+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的途径，

这一时期互联网成为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文化往来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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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1994 年互联网进入我国，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互

联网慢慢地影响到我们社会，到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网络

和数字化大国，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我们社会。随着中国 - 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一带一路”重要思想的提出，加深了中国

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各

国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广西是我国一个

多民族的省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 11 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能

歌善舞，且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为与东盟各国进行音

乐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资源。广西因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成为中国 - 东盟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又由于广西

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为广西与东盟各国民族音乐文化

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

近年来，我国高度发展互联网 + 文化的发展，全方位建立健

康的网络文化环境，以达到网络文化交流与传播。互联网文化已

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形态，互联网文化市场已经成为

最快、新内容最多、创造活力最强的领域。互联网与文化交流融

合的方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交流途径，这种文化

交流途径不但可提高效率，而且还能扩大的影响力并且节约成本。

目前，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已经发展到全面文化交流的

时期，当前“互联网 + 文化交流”在社会中的应用尚不成熟。早

在很多年以前互联网就出现了互联网 + 文化交流的模式，但是这

些互联网平台不够专业化，基本都是依附在其他产业之下的附属

产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互联网文化交流

平台。

一、互联网促进的文化交流的意义

文化交流与互联网的融合，拓展文化交流的范围，改革文化

交流的方式，打破线下文化交流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新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途径。

（一）文化交流广泛化

拓展文化交流的范围。以互联网资源为依托创新文化交流的

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强大的数据库，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

文化交流平台了解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互联网方便、快捷的优

势必然比传统线下文化交流的方式更为高效。

（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互联网文化交流平台不会受到空间、时间的限制，文化交流

着者采取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文化交流，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

无论是在时间充沛还是不固时的状态下都可以采用完成文化交流

的全过程。

（三）促进广西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将提升广西传统文化类项目创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提高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打造优质品牌效应。然后，将有利

于打破广西传统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创新其传承与发展的

新渠道，激活其生机与活力，弘扬当代价值。最后，促进广西传

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模式，构建区域性互联网+文化交流平台，

打造一站式体验广西的传统文化互联网交流平台。

二、价值体现

（一）学术价值

从传播学的角度为出发点。创新性地提出“互联网 +”对广

西民族音乐艺术转型和发展提供新思路，深入对广西民族音乐艺

术进行类型化梳理和传播，了解“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下广西

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形式、内容、途径和传承优、劣势及特点。

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为出发点。依托“互联网 +”

的时代背景和优势，采用民族学、传播学、音乐学等学科知识，

对广西民族音乐艺术传承的路径进行优化，并为“互联网 +”新

媒体时代下广西民族艺术活态传承提供理论支撑。

（二）应用价值

深入分析“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下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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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化交流的新机制，创新双方民族音乐艺术传承的新途径，促

进互联网对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形式、传播特征

研究与传播路径和优、劣势及特点。

总结“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下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易出现

的问题，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为其他地区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

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打造“互联网 + 民族音乐艺术”的经济产业链，降低传统文

化传承的成本。让广西民族音乐艺术不仅需要“火起来”，真正

在创新中“活起来”。

三、创新之处

（一）学术思想创新

创新性提出“互联网 +”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民族音乐文化

交流的新思想。依托“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背景，从文化传承

视角出发，以实现双方传统音乐文化交流为重要目标，结合传播

学的科学知识，对“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下广西与东盟民族音

乐艺术传播形式、传播途径以及特点进行剖析，深入分析互联网

对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乐艺术传承积极意义。

（二）学术观点创新

关于“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下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民族音

乐文化交流活态传承研究。首先依托国家积极发展“互联网 +”

为契机，在国家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的大背景下，在广西民族音乐

艺术急需活态传承的现状下，依托民族学、传播学指导，并综合

历史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广西民族音乐艺术活态传承研

究为基点，以总结“互联网+传统文化传承”优劣、势和优、缺点，

创新传统文化传承的传播路径、形式以及特征为重点，在新媒体

时代下推动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的活态传承。

（三）研究方法创新

以互联网科技的应用为依托，充分利用各类大型文献数据库和

馆藏资源，建立“互联网 +”新媒体时代下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

乐文化交流的数据库，并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民

族音乐文化交流的方式、路径、问题、成效等进行研判。然后在民

族学理论学、传播学以及音乐学的指导下，将大数据、社会调查与

历史文献研究法相结合、整体与个体研究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

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综合性研究方法，阐释“互联网 +”新媒

体时代下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四、互联网促进文化交流的建议性方案：

（一）调查、讨论、研究当前“互联网 + 文化交流”的优缺

点

对不同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对“互联网+文化交流”

存在的问题，以人民群众出发点，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抓住问

题的根本去解决问题。制定新的计划，并构建新的文化交流的实

施方案。

（二）搭建信息化较高的互联网 +文化交流平台

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很多地方都没有网络文化交流平

台。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团队去制作相关网站。另一方面我们可

以整合国内现有的文化交流资源。从两个方面去搭建属于自己的

文化交流平台。

将互联网技术与高校声乐教学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全面

克服了传统线下文化交流模式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文化交

流的成本。我们以互联网为契机打造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

互联网平台。

（三）建立合理有效的网络文化交流平台的保障机制

相关人员还要进行网络文化交流平台保障机制的构建工作。

对已经搭建好的网络文化交流平台进行维护、更新等工作，从而

能够保证网络文化交流平台的安全性、清晰性以及实时性。

五、结语

“互联网 + 文化交流”延展广西与东盟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

传播的方法与途径，从双方经济合作引发音乐文化交流的萌芽阶

段，到中国以及广西政府的出台的各项政策以及双方互派演出团

体的快速发展阶段，再到双方高校的全面合作阶段。从音乐交流

的形式、内容、途径以及成效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通过互联网

技术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音乐艺术形态的转型发展。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个民族之间的

文化碰撞会越来越激烈，建立良好的互联网文化生态必定是当前

社会非常重要的事情，互联网 + 广西与东盟音乐文化交流，一方

面可以促进广西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与保护。另一方面还可以丰

富广西人民的生活、娱乐内容，促进广西文旅事业的发展，提升

广西民族音乐艺术的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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