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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少数民族地区 

民俗文化的尝试 

——以“哔哩哔哩 bilibili”和四川阿坝地区为例 
王珍丽  戴  雨  许马安舸  马  薇  刘娅雯 

（大连民族大学  辽宁大连  116600） 

【摘  要】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突出，已成为我国区域文化形象品牌树立与传播的新平台。以bilibili（以下简
称B站）为例，自2009年成立以来不断壮大，也是当前年轻人进行娱乐、学习和交流的最大网络平台。B站
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群体，将严肃的新闻、传统文化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加以呈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本

文以B站为例，探讨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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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拥有 56 个民族，且不同民族有不同

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独特的民族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
何传播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是广大民族文化传播工作者共
同思考的课题。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俗
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接下来，以四川
阿坝地区为例，谈谈对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少数民族地区
民俗文化的几点思考。 

1  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中
存在的问题 

1.1  新媒体平台使用范围广，但严重缺乏内容 
四川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各区（县）当前已实现新媒

体平台全覆盖，大部分区（县）除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
杂志等媒介以外，还积极发挥门户网站、电子报纸等载体。
但是，认真研究传播内容后不难发现，官媒、新媒体平台
多以传播时政新闻、社会新闻为主，涉及民俗文化传播的
内容十分少。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方面，也缺乏专门的民
俗文化专题栏目、节目；门户网站等平台没有开辟专门的
民风民俗版块，导致民俗文化难以有效传播。 

1.2  新媒体平台传播效果欠佳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得以普及，但民俗

文化传播成效欠佳。四川阿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新媒体发展效果好，手机报、电子报对传统媒介内容实现有
效传播。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网、微信公众号等都拥有固定
的网民。但这些网站都没有开辟专门的民俗文化版块，关于
民俗文化的新闻甚少，导致民俗文化传播效果欠佳。 

1.3  新媒体使用不足 
两微一端是新媒体的代表，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使用频

率较高的线上平台，四川阿坝地区也注册了相关微博、微
信账号，但平台上关于民俗文化的关注、传播力度小，更
不用说 B站这一年轻化的新媒体技术平台的运用了。 

1.4  自媒体用户视频生产缺乏专业性 
B站以视频传播为主，自媒体用户作为民俗文化视频

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创作者，他们在B站传统文化传播链

条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且覆盖面广、数量大，在优化创作
环境的同时，也加大了监管难度。因为自媒体用户本身对
民俗文化的理解水平不一，会产生对民俗文化的误读问
题，不少视频创作者打着传播民俗文化的旗号，大肆传播
低俗、封建的信息，严重误导了青少年。同时，自媒体创
作者版权问题一直困扰着大众。B站中很多视频是对相关
视频的修改剪辑后的产物，这些作品存在侵权、抄袭等问
题，当前我国在这方面尚未出台明确法律，导致法律界定
模糊，维权难，更滋生了侵权、抄袭行为。 

2  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
化的具体对策 

2.1  凸显新媒体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网络传播是互联网技术发展过程中迅速崛起的新型

新闻传播形态，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B站作为一种以视频传播为主的新媒体
技术平台，相比传统的文字、图片传播更加形象、生动，
具有吸引力。相比广播电视新闻，B站这一视频网站对四
川阿坝地区的民俗文化报道更具深度。如近期在B站上播
放的《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庆主场活动——“非
遗购物节”第六届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老字号博览会开
幕式及阿坝州专场表演》中男女群舞《母亲的火塘》、川
西藏族山歌《圣地》、《阿坝州民族服饰展示》等节目对阿
坝地区的传统舞蹈、民歌以及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了有效的
传播，深受年轻网民们的喜爱。为了有效提高民俗文化传
播成效，四川阿坝地区政府应高度重视新媒体在民俗文化
传播中的作用，要求当地融媒体中心申请专门的B站账
号，安排专门人员负责B站上的民俗文化传播工作，实现
新媒体平台与传统媒介的融合发展。 

2.2  提升受众的媒介综合素养 
从本质上来看，B站作为一种网络媒体，强调的是一

种参与式、互动式文化，旨在突出用户的参与性、共享性
与创作性，用户参与度、民俗文化传播质量与水平和用户
媒介素养高低息息相关，因此，要注重提高用户媒介素养
是当前四川阿坝地区民俗文化通过 B站传播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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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高用户的媒介素养应注重增强受众的批判意识、
审美能力，增强用户面对消极文化的免疫能力。结合当前
四川阿坝地区民俗文化传播的实际情况，提高当地教育效
率与水平，尤其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的模拟能力、信息再加
工能力、判断能力、跨媒介导航能力、网络能力等，引导
他们参与到更加有意义的参与式文化传播中去，帮助青少
年应对各种文化挑战。其次，要注重激发四川阿坝地区人
们的文化创作能力、共享能力，四川阿坝地区政府文化部
门每年可组织开展各种以弘扬主旋律、传播四川阿坝地区
民俗文化的视频制作大赛。如四川阿坝地区的民俗说唱习
俗独具特色，歌谣、传说、长诗等凝聚着藏族、羌族等少
数民族人民的豪情侠义。阿坝地区政府可组织举办“民谣
大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选，最后 10强争霸赛可采取
在 B 站直播的方式开展，并开通 B站弹幕功能，引导广
大受众积极参与，并通过弹幕进行互动、活跃气氛，掀起
一轮又一轮的高潮。 

2.3  消减用户参与鸿沟 
文化的传播与传承需要广大受众的参与、实践，而这

种参与式文化多以Web2.0为基础，这对用户的能力、素养
要求非常高。但因为不同用户文化背景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新媒体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距，即使对B站这一
相同媒介的使用，用户对B站功能的使用多多少少都存在
一定的不同，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参与度。为
鼓励和引导广大用户积极参与新媒体平台传播民俗文化，
消除用户技术使用鸿沟，应注重对新媒体技术的宣传，切
忌将用户局限于年轻群体，要关注中老年用户群体对B站
这一新媒体平台的使用，大力宣传推广B站的安装使用方
法。同时，网络传播的盛行延伸了各种网络用语、词汇，
为了促进民俗文化与B站等网络文化的结合，可开发具有
阿坝地区民俗文化特色的网游、创作以民俗文化为背景的
网络短视频，实现民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有机结合。再如，
阿坝地区自然地理资源丰富，南部群山环绕、雪山巍峨，
北部高原绵延、植被茂盛，阿坝地区可在B站上开辟特色
旅游专栏，向大众传播阿坝地区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深
受任何年龄段人群的喜爱，如此有利于消减用户参与的鸿
沟，有效传播民俗文化。 

2.4  加强平台的监管引导 
网络是个大染缸，且进入门槛非常低，用户参与存在

诸多问题，如果只是简单要求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是解决
不了根本问题的，网络平台、相关部门也要主动承担相关
责任。网络环境的维护、净化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切忌只
寄托于广大用户的自律，B站等诸多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赋
予了广大用户内容生产、参与互动等诸多权利，不同文化
水平的用户都能实现内容创作、共享与互动，但每个用户
所创作的视频内容质量不一，如在传播民俗文化的过程

中，不少用户过度娱乐化，站在法律边缘，并存在“盗猎”
行为等。相关部门要加强网络监管力度，从源头上切断低
俗文化内容的传播、扩散，一旦发现扭曲民俗文化的行为
要严厉打击，及时下线并予以严惩，尤为重要的是应该加
强对用户的引导，引导他们遵守法律、有序参与。 

2.5  引导专业人士参与 
B站这一类参与式、互动式文化发展离不开专业意见

领袖的参与，在内容创作、互动交流等方面进行正确的引
导，保证质量的提高。意见领袖是网络社区思想、观点的
提供者、参与者，更是社区舆论生态的建设者。四川阿坝
地区民俗文化要想借助B站这一新媒体平台实现较快较
好的传播，那么应注重引导有经验的用户参与，如引导阿
坝地区民俗文化研究者、爱好者申请B站账号并运作，传
授他们B站操作方法，必要时可予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支持，通过这些领袖们的参与来影响相关用户参与
度，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学习内容，引导受众健康参与，
如邀请羌族服饰文化、岁时文化等研究者在本站开设专
栏，开发“云云鞋”“交往礼仪”“碉楼”等视频资源，构
建阿坝地区民俗文化数据资源库，方便人们通过网络浏
览、学习和分享，进而有效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打造四川阿坝地区民俗文化品牌，提高社会影响力、吸引
力，推动民俗文化又好又快地传播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少数
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
前，应高度重视新媒体平台的作用，正确认识到新媒体平
台在传播民俗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凸显新媒体在民
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提升受众的媒介综合素养、消减用
户参与鸿沟、加强平台的监管引导、引导专业人士参与等
方式来全方位、多角度发挥B站等新媒体平台在民俗文化
传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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