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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探析 

——以宾阳游彩架为例 
商双娇  周燕连  莫小凤  钟雪萍 

（北部湾大学） 

摘要：宾阳游彩架是宾阳特有的传统民间艺术，是一种技巧与造型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多在春节期间举行，亦配合大型活动。

游彩架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广西宾阳县的民俗文化特色，也是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独特符号。本文选取宾阳游彩架为研

究对象，基于传播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这一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具体探讨和分析，旨在寻求新媒体环境下

宾阳游彩架应如何重新定位、重新开发和重新包装来寻求宾阳游彩架的 佳传播方式与路径。宾阳游彩架的传播与发扬需要各个环

节的出力，线上线下有效结合，新旧媒体深度合作，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平台优势，增加游彩架的曝光度，吸引更多宾阳游彩架爱

好者，形成持续传播效能，使宾阳游彩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它将承载各族群众的智慧与情感，继续见证民族的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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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宾阳游彩架民俗活动的概况 

宾阳游彩架是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的传统俗活动。据史料记载，

宾阳游彩架于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0 间，由广东佛山武举人李若

珠移居其妻谭氏家，即现今新宾三联社区外东街）传入，至今已经

有 100 多年历史。它是彩架艺人根据各个题材内容设计并制作好的

彩架，然后让几个活泼机灵的孩童在制作好的彩架上进行活动表演，

奇美的饰品和服装以及惊险的表演备受关注。李若珠自老家带回一

套彩架道具，指导民间艺人按中国古典文学伤口中的人物形象造型，

制作成《书扇镯》、《双卖武》、《梅鹿镜》、《湘江大会》这 4 台彩架。

这便是宾阳彩架的开始。此后彩架又经过几十代艺人的更新改造，

形成今天一支独秀的传统艺术奇葩。 

宾阳游彩架是宾阳特有的传统民间艺术，是一种技巧与造型完

美结合的艺术形式。游彩架在广东原称“飘色”，宾阳县引进时称为

“游色架”，民国 20 年（1931 年）之后才改称游彩架。过去，彩架

展演是每隔 5 年或者 10 年搞一次，一般会选择五谷丰登，气象升平

之年，由游彩架艺人选取良辰吉日进行展演。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

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人们文化素质的提升，现代宾阳游彩架游行一

般在春节期间的初一，初十一（炮龙节）举行，当然有时也会配合

一些大型活动展演；选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般是由各个社（街）

区商定。彩架的制作有 4 台、8 台、10 台不等，各台装饰表演内容

均不相同，每台由 8 个抬行，有八音（乐队）伴奏，鸣放鞭炮，前

由醒狮开路，接着是各种彩架，表演者是 6 至 8 岁的孩童。彩架是

由彩架艺人根据题材内容特点和表演动作需求设计并制作。巧妙地

将孩童的双腿或者手臂掩盖在衣服和各种道具里。这样看起来孩童

似乎是站在别的参演者手指上亦或是肩膀上以及各种道具上。 

宾阳游彩架的题材内容涉及古典戏曲或小说、民间故事和神话

传说以及近几年来游彩架艺人根据实事制作的新彩架造型。其中，

以古典戏曲或小说居多，从古至今，古典戏曲或小说一般是通过塑

造一些人物形象，反映人们对丑恶善美的评判。游彩架亦是如此，

代表作有《穆桂英挂帅》《杨家将》《红楼梦》《大战洪州》等。民间

故事和神话传说一般是歌颂一些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人物的精神，

所以游彩架艺人也以此作为题材，丰富了游彩架的展演内容；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有《瓦氏夫人》《八仙过海》《三借芭蕉扇》《哪吒伏魔》

《盗灵芝》等。与时俱进，同步发展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生存之道，

我们的彩架艺人也跟紧传统文化发展的步伐，对彩架的造型进行更

新。近年来游彩架增加了《刘三姐》《壮乡风情》《云端贺丰年》《锦

上添花》《桂花心连心》《莲花飘香》《壮乡庆丰年》等展演。无论古

典戏曲小说还是民间故事与神话故事，亦或是现代题材，可以看出

这些题材都表达出了当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生活及当地民俗

文化的歌颂之情。我想，这大概就是宾阳游彩架这一传统民俗活动

的文化魅力所在。 

二、宾阳游彩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游彩架历经百年历史，在宾阳县人们政府扶持与组织下，取得

了不少成果，知名度也得到了提升。使得宾阳游彩架展演走出了宾

阳，走出了广西，也走向网络。但是热闹的背后，宾阳游彩架的传

播与发展也面临这种种困境。 

（一）传播途径狭窄，传播方式单一 

近年来，各类网络平台涌现。传播信息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在变得多样化。然而宾阳游彩架的传播方式

还是比较单一，比如宾阳游彩架展演一般是在宾阳县的各大街区由

彩架艺人及组织者组织进行。这就暴露了其中两个弊端。其一，参

加观演的人员一般是当地群众，而外地人员无法达到当地观看游彩

架展演，这使得其他地方的人员对游彩架展演毫不知情，这也就大

大缩减了游彩架传播范围，降低传播力度，即传播路径狭窄；其二，

游彩架展演现今主要的传播方式是现场展演，而对游彩架感兴趣而

又无法到现场观演的人可能有许多，虽然现在可以依靠网络将展演

视频发送到网络上供广大网友观看，但搜索全网也并没有发现有一

段完整的游彩架展演视频，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照片和片段，即传

播方式单一。 

（二）游彩架技艺后继乏人 

虽然时代在快速发展，但是游彩架制作艺人这个团体并没有随

着时代的发展的变得庞大，反而出现的情况是游彩架制作艺人老龄

化加大。在过去，用于游彩架展演的彩架的设计、服装的制作、道

具的采购、模型制作等都是由老一辈的彩架艺人一手操办，现在大

多游彩架艺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他们年纪大，又没什么经济收入，

而制作游彩架不仅需要时间它还需要金钱的支撑。虽然政府一直都

给予他们彩架手艺人补助资金。但都是杯水车薪，不能够极大地满

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创作需求。因为害怕制作彩架这项技艺遗失，

宾阳游彩架艺人周礼在生命的 后几年里专门撰写了上万字的彩架

制作工艺及其流程。艺术的创作充满寂寞，耗时长、考验耐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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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缺乏经济利益，年轻人对游彩架制作已经不感兴趣，无法承担起

继续传承与发展游彩架这一民俗文化的重任。同时，游彩架小演员

的选取也面临困境，随着安全意识的提升，许多父母并不愿意让自

己的孩子参演。这无疑是宾阳游彩架传播路途中一块绊脚石。 

（三）多种文化的冲击以及疫情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渗入、网络文化的袭来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21 世纪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国的文化

通过多种途径和丰富的传播方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新奇独特

的文化吸引着人们，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得传统文化在人们

的视野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被人们遗忘，而那些被我们

遗忘的文化却被某些国家视为珍宝并剽窃偷取。究其原因是我们对

如宾阳彩架这样的非遗文化不够重视，没有对我国文化持有敬畏感

与认同感，并且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得不够到位，才给了

他国可乘之机。要实现复兴强国梦，我们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和军

事等方面出力，更要在文化方面下功夫，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再

者，自从 2020 年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爆发，我国各行各业都遭受了不

同程度影响。当然，传统民俗活动也不例外。为响应疫情防御号召，

不聚集，少出门，导致近两年来宾阳游彩架展演无法正常进行。这

使得宾阳游彩架展演机会缩减，不利于宾阳游彩架文化的传播。 

三、探究新媒体环境下宾阳游彩架的保护和传播新途径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不断应用，越

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拥有较为完善的资料档案，非遗研究的重心逐步

从静态的数字化保存，转变为动态的创意开发与传播。新媒体时代，

我们对于信息的保存有了一个更好的途径，这使得信息的储存和传

播更加有效快捷，兼具了数字化、及时化和互动化的特点，并且对

社会生产活动和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将新

媒体技术运用到宾阳游彩架的保护与传播当中，我们可以从以下方

面进行尝试与探索： 

（一）建立和完善宾阳游彩架的数字化保护方式 

过去，非遗文化的载体仅限于纸张，这就使其在传播与发展过

程中存在容易流失、技艺无人继承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们已经步入了信息化大数据的时代，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都趋于

信息化，人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解决途径，这

也有利于我们解决非遗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的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

要更多地依靠图片、音频和视频等手段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储

存和保护。对此，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收集相关资源，动用人力

物力，建立宾阳游彩架数字化保护平台。根据宾阳游彩架的特性，

研究和开发包括文档整理加工、视频剪辑处理、数字化 3D 展示等

技术手段，开展详细和多样化的归档工作。这些整理要对信息进行

筛选、再加工和再创造，尽 大限度地保持信息的原始性和准确性，

并由此延伸出新的保护技术，让非遗文化构建由多种形式和载体组

成的“活的记忆”。 

建立宾阳游彩架数字化平台要求其不仅要具备查阅、浏览相关

信息功能和图像视频展示功能，还要具备与公众互动功能。宾阳游

彩架数字化平台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的数字化保

护，更重要的是通过新媒体属性，让更多人了解宾阳游彩架的真实

背景和相关知识，让其资源得到更好地开发、弘扬和传承。这也就

解决了传播途径狭窄，传播方式单一这一难题，从而拓宽了游彩架

的传播途径以及丰富了其传播方式。如此，才能 大程度做到宾阳

游彩架的保护工作，并做到一定程度的推广传播作用。平台不仅可

以免费查阅、下载宾阳游彩架相关资源，还应该健全奖励机制，以

此来鼓励公众提供上传在民间没有得到统一保护的关于宾阳游彩架

的散落资源，由政府机构进行适当的奖励。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一个

数据完善、方便查阅、兼具互动性的数字化平台，为保护和传播宾

阳游彩架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作用。 

（二）提高宾阳游彩架的知名度以及和公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在宾阳建立展览馆、展示基地以及宾阳游彩

架资源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扩大宾阳游彩架文化的影响力和提

高其知名度。例如在特定节假日，开展大、中、小型展演活动以及

校园文化节汇演等等。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采用专业的

团队，对游彩架的展演活动进行跟踪记录，实时报道，加以优质的

宣传，让宾阳游彩架的资讯可以在第一时间走进公众视野，让更多

不在现场的人也可以及时的了解彩架文化。亦或是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博、抖音等新媒介播放展演、彩架和展台制作过程及服饰的选择、

前期准备工作等视频，并开展主题征文和视频制作征集等线上活动，

充分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此外还可能通过这些活动，从公众中搜

寻到新发现的游彩架资源。这既能让政府机构及时完善宾阳游彩架

的资源系统，也能拉近和公众之间的距离，让其第一时间了解到有

关宾阳游彩架文化的 新动态。其中还要注意在发布活动信息时，

要拓宽发布路径，设计具有游彩架特色的海报以及丰富的图文搭配，

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建立宾阳游彩架的专业人才技术培养团队和创新发展技术 

其实对于宾阳游彩架长远的继承和发展，专业人才技术团队的

培养是重中之重。当代非遗文化， 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手艺无人

传承，而后逐渐落寞。无论是用何种新方式保护和发展宾阳游彩架，

培养人才团队和创新发展手艺，才能让宾阳游彩架有更长远的未来。

通过培养新型人才团队，壮大宾阳游彩架的发展队伍，才能让手艺

长久的发展下去，并通过研发新的技术来适应新时代的快速变化。

当然，要建立游彩架专业技术培养团队 大的困难之一无非就是资

金不足这一难题。所以政府应该起到积极导向作用，给予一定的资

金扶持，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对游彩架感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其专业人

才培养团队，壮大队伍。 

四、结语 

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珍宝，也是中

华民族经久不衰的动力源泉。每一种精神、每一种文化的背后都是

血与泪的灌溉，也正是经历这样的洗礼，才造就了优秀的中华民族

文化，其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与积极传承发扬。 

游彩架作为一项非遗文化，一门魅力独特的民间艺术，它不仅

展示视觉上的惊艳，更传递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从传入、发展、

创新再到成为宾阳县特色的民间艺术彩架，正是由于一代代彩架艺

人毫无保留地承传，才得以越传越精彩，声名远扬。通过不断的创

新研究，结合时代特征，利用新时代传媒手段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

汇演，越来越多的人在认识和了解我们的游彩架文化，并积极参与

到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中来，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责任意识也在人民心中慢慢树立起来，非遗传承人也从中感受到了

极强荣誉感与受尊重感，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到非遗传承

与保护工作中，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新，不断向更多元的方

向发展，才得以让灿烂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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