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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精神宝

库和灵魂，是一个民族风俗特色、生活生产方式、精神

气质风格的集中表现，是保留至今的“活化石”。在媒介

融合的新时代，新媒体技术已经将触手延伸至传统文化

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文化价值的

一部分，借助新媒体技术掀起的巨浪，实现文化价值与

商业价值共同提升，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1]。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面对新媒体、新技术、新媒介所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的同时，也要保持自身传统特色，并拓展信息化

传播渠道，研发文化周边产品，形成产业链，开展系列

文化商业活动，进而在文化市场中抢占一席之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在上千年的发展中，众多的

民族留下了富含精神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对于世

界各个国家、地区、民族来说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作为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博大精深，960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遍布着魅力无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鬼谷

子传说、川西西岭山歌、古蔺花灯、瑶族金锣舞、宁夏

小曲、两仪拳、满文书法、吉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布依

族医药（益肝草制作技艺）、侗族服饰、傩舞（跳五猖）、

西河大鼓、泥塑（北京兔儿爷、淮阳泥泥狗）、苗族鼓藏

节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存在，体现了我国

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想象，表达了劳动人民

对生活的热爱。

二、新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优势

在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媒介传播载体，为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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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良好平台。新媒体依托便捷、互

动、交融的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创造了优势条

件，进一步推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具体

而言，新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优势，具体表

现在以下两点：

1. 拓展传播平台，实现传播内容具体化

在传统传播路径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视

域狭窄，并且传播平台单一，难以形成良好的传播效

果。为此，在新媒体的应用中，拓展了传播平台，将

抽象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在新媒体平台具象化，能够

更好地提高传播效果。首先，新媒体拓展了传播平台，

在多样化的传播路径之下，更好地保障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播效能；其次，新媒体平台实现了传播内容

的具象化，通过 VR 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的应用，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象化的传播中，走进大众的视野，

转变了传统传播形态；再次，以新媒体为载体，在微

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创建传播新空间，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充分体现了新媒体

的传播优势。

2. 创新传播方式，实现“指尖式”传播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传播方式的转变，要求

传播路径的创新，在与新媒体的联营中，实现“指尖

式”传播。一方面，为更好地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主

动与新媒体联姻，在新媒体平台上，创新传播方式，

通过手机 APP 等终端，让大众在指尖上实现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了解；二是以新媒体为平台，在信

息推送等方面，积极发挥新媒体的重要作用，并且基

于个人兴趣爱好，实现个性化新媒体传播，更好地契

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需求；三是搭建新媒体传播

空间，在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视域之下，将线上、

线下一体化传播作为传播方式，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播质量。

新媒体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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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并存。我们应该合理利用新媒体，丰富非

遗宣传手段；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非遗互动形式；借助新媒体，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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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媒体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策

略分析

1. 利用新媒体，丰富非遗宣传手段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兴起，这种新媒体

产物具有发布主体多元、内容丰富多彩、传播针对性强、

用户数量多等特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要渠道。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主体包括传承人与第三方。

传承人发布的信息，虽然具有权威性、真实性，但是表

达形式单一，受关注程度不高。传承人应该积极学习新

媒体知识与技术，提升媒体意识，了解大众心理，积极

接受大众反馈，改进传播内容与创作形式，或者与专业

的营销团队合作，自己提供内容，团队负责拍摄、剪辑

等，提升视频质量；第三方多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来

丰富作品内涵，由于自带流量，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不过视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方式多为碎

片化、商业化乃至是猎奇化的。为此，第三方应该积极

与非遗传承人或传承机构合作，重点宣传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内容与内涵，提升作品质量，获得更多粉丝的关注。

例如我国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她制作的一个视频中，

展现了自己学习蜀绣，花费一年多时间制作一件蜀绣衣，

参加文化红人节的故事，这种有深度、有内涵的视频，

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扬。李子柒作为一名自

媒体工作者，很好地承担了传播非遗的职责，令人称赞。

此外，近些年短视频十分火爆，各个短视频平台纷纷展

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 [2]。比如抖音非遗合伙人

计划、快手非遗带头人计划等，借助专业平台、专业团

队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同时给予非遗传承人技术支持，让其能够

创新非遗内容与展现形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与发展。

2. 与新技术融合，实现与 VR 技术相结合

新技术的应用，也是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传播路

径的重要基础。当前，VR 技术的发展迅速，并且在诸多

领域得到有效应用。通过与 VR 技术的融合，能够更好地

创新传播路径，满足新的时代发展需求。在 VR 技术的

运用中，能够在数字化技术的作用之下，实现与数字化

非物质文化的“亲密接触”。可听、可触、可观的传播方

式，能够更好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以新的传

播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 VR 技术之下，能

够让大众在体验中，以第一视角走进非物质文化，感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因此，新媒体时代，实现了与

新技术的融合，特别是与 VR 技术的结合，更好地创新了

传播方式，提升了非物质文化传播效能。

3. 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非遗互动形式

新媒体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共享性，为公众互动、

信息反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让非遗传承人与第三方，

能够接受公众反馈，优化创作方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

发展，部分地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三维图形图像技术、特种视效技术等现代化科技，创建

了数字博物馆，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线上展示，提

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趣味性与参与度。济宁市文

化馆建筑设计立意“游于艺”，取自于《论语》，在功能

布置中，提出了“泛活动空间”概念，强化丰富灵动的

动态空间体验，让群众在充满活力、轻快、亲切的氛围

中，获得身心愉悦。

4. 运用新平台，提高非物质文化传播效能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直播

成为传播的重要平台，网络互联网平台，成为非物质文

化传播的重要路径。在移动终端，通过在线网络直播，

可以足不出户，跟随主持人领域非物质文化风采，进而

更好地提高传播效率。传统传播方式单一，并且缺乏创

新元素的融入，在新平台的运用中，可以更好地将文化

传播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拉近大众与非物质文化之间

的距离。网络在线直播，可以实现传播的交互性构建，

在专业性的传播导出中，更好地引导大众了解非物质文

化，拓展传播面 [3]。因此，新平台的运用，是对非物质

文化传播的有益拓展，能够在文化传播中，更好地提升

非物质文化的时代价值。如，在抖音等直播平台，以现

代方式将传统戏剧文化在互动中导入到现代人的休闲生

活之中，引导大众更好地了解戏剧。

5. 增强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辞典把文化认同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

值判断，即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

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

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将被接

受、传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且多样，是

中华民族基本价值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播加大了人民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过去的非物质文化只局

限于群体内的传播，经过时间的沉淀，非物质文化遗产

凝聚了时代的特征，逐渐形成了稳定并带有特色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通过多样化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

局限于群体内部传播，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民族及国家的

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单是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的历



27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3)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史遗产也是整个中国及整个民族的“瑰宝”，加大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加大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及民族凝

聚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价值体现在推动中华人民

的价值认同，西方文化慢慢侵入中国，对我们国家的传

统文化带来了冲击，但面对的外来文化进入我国，一味

拒绝和抵制是不可取的，只有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发

扬光大，让民众有了文化自信才有精神支柱，才能使中

华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

也在逐渐缩小，因此，我们应当呼吁更多的人来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传播是当前

最有优势的传播方式，我们应当不断地通过新媒体技术，

对传播内容进行创新，不断地挖掘传播渠道，开拓传播

途径，通过影像传播技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能够进入到良性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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