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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微平台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建设提供全新模式。方法方法

以建立“人类生活方式时空轴”的方式，论证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需要协调现代人的生

活与传统文化所立足的“传统生活方式”。结论结论 以网络微平台为发展基础，设计策划为实现手段，通

过对网络微平台使用人群的客观分析，获取非遗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优势体现要素和消极影响要素，进

而通过设计策划，完成对网络平台中非遗文化的推广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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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twork micro-platform in We-media era provides a new model for the promo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the way of building "space-time axis of human life style"，it demonstrat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traditional lifestyle" which is based on modern
lif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To take the network micro-platform a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trategic design planning as
implementation，it achiev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objective analysis about
the network micro-platform users，then to finish the promotion model innov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etwork micro-platform by strategic desig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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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倾斜、经济资助、专设

部门进行管理等措施的出台，表明中国政府对其投入

逐年加大。地方级、国家级、世界级非遗名录愈加完

善，一时间许多未出世的非遗传承人被学术研究者推

至风口浪尖。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对传承人的重

视，对中国古老文化未来生存的反思，各种学术界思

潮亦纷至沓来[1]。几经周折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

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广泛重视与更大范围内的民众

参与度。难以为其找到更合理、合情的生存方式，仅

依靠学术领域单纯的理论研究和政府部门的政策呼

吁，无异于饮鸩止渴，纸上谈兵[2]，其发展必然举步维

艰。自媒体时代为非遗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

这一时代平台的合理运用将能带来非遗文化乃至整

个中国传统民俗民艺的生存模式创新。

1 文化与生活的辩证关系

中国千百年积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到本民

族衣食住行、文化、信仰等诸多领域。很多民俗民艺

脱离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单纯艺术形式出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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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令民众困惑，因不明其含义觉得神秘[3]。

1.1 文化圈层内对生活方式传承与积淀的影响

中国民俗文化成长的温床，首先得益于传统文化

的独特表达方式。很多怪诞、夸张在今天看来是些毫

无关联和熟悉度的符号，往往产生于千百年前人们的

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4]。在恶劣生存环境

下，人们为了壮大部族、繁衍而产生了原始生殖崇拜。

这种因生活状态引发的原始信仰及意识形态，逐渐衍

生出淮阳“泥泥狗”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其怪诞、夸

张的造型与纹样往往隐含地表达了古人渴望部族人丁

兴旺的愿望，且造型纹样的演进也与中国古典哲学对

生命的理解不谋而合。浚县“泥咕咕”则源自军士祭奠

阵亡战友，由身边的人和事产生艺术表达，其后仍然紧

随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因此泥咕咕的造型大多古朴、可

爱，相较于泥泥狗更加平易近人。

可见，不同的生活方式演进背景，将从根本上决

定民俗文化的演进方向。中国民俗文化的成长，首先

取决于传统文化基于当时生活方式的传承与积淀。

民俗文化表现为对“某事”的完整描述。中国很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对某一事件的记叙，如“广西隆安

县壮族农具节”，当地壮家人会在这一天将自制的竹

农具拿出来买卖交易，农具节相关项目已入选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而源自百姓生活的农具交易模式才是

这一民俗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1.2 决定文化发展的“生活方式时空轴”划分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分

析、规划文化得以繁衍的民族生活圈层。脱离生活的

艺术或文化都将失去发展的源动力，对“围绕文化的

生活”划分需要建立清晰的时空轴。

时空轴首先需明确“旧时的生活方式”片段，它

决定了非遗文化的产生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方

向，是根本与源头。旧时人们对“年”寄予了太多意

义，杨柳青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盛极一时，对平安、

丰收、财富等愿望的期盼被以各种活动形式融入“过

年”这一重大事件中。生活方式的时空轴中，“过去”

是一条被拉得极长的线段，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

定。“年文化”在这一“过去的时空轴”中，由贴年画、贴

窗花、吃年夜饭、放鞭炮、给压岁钱等一系列相关事件

填充。这些事件既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地沿着时间、

空间轴发展着。

“过去的时空轴”有相对清晰的起点，即文化产生

的源头，但却无明确的终点。“过年”是今天仍会经历

的“年文化”事件，但其中各个关键点，如年夜饭、放鞭

炮、贴窗花等却因生活方式的剧烈演变，而逐渐脱离

彼此成为“单独事件”并按照现代人的节奏或改变或

消失。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两大时代推手加快了“文

化事件发展时空轴”中人的生活方式的节奏，而文化

自身却并未随人的生活在此频率上快速演进。人类

生活方式时空轴分析见图1，曲线A与曲线B在经过

节点1后彼此间距离拉大，传统文化的发展因与其赖

以生存的民众生活渐行渐远，甚至以低于工业革命前

的速度前行。

对生活方式时空轴剖析的第二个关键点是信息

时代下文化与生活的变化频率，也就是当前的生活方

式，它决定了非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

方向与当下的发展状态，是“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

契机[5]。

当前生活方式的时空轴，其节点定义为“信息技

术明显步入人的生活”之后。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非

物质与物质的信息传递方式出现对等趋势，人的生活

与网络信息产生愈加复杂的关系[6]。诸如此类的信息

时代特征迫使人不得不被动接受更多信息，而传统民

俗文化则因被卷入巨浪而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保持

文化的完整性，回归文化的根本，寻找传统的影子，必

须寻找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如图1中分

析，信息时代的几十年，人类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

发展迎来了最大差值，并且这种差值还在拉大。如何

协调现代人的生活与传统文化所立足的“传统生活方

式”，寻找平衡点，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

2 传统与现代的衔接

信息时代使人们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想要的信

息，而如汉沽飞镲、葛沽宝辇出会之类地方非遗文化，

若仍仅存在昏黄陈旧的档案馆中，依靠文人学者的杂

图1 人类生活方式时空轴分析

Fig.1 Analysis of human life style temporal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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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著述推广，只会离人们关注的视线越来越远[7]。正

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想要民众重新重视和体会国

粹文化，强大的传播手段与推广平台是根本。

2.1 自媒体时代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有效途径

自媒体时代已经开始，现代人的生活在某种角度

上可定义为“信息的传播与处理”。每天从信息的接

收、筛选、定位到对不同信息的处理，人们活在信息的

海洋中。自媒体时代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了一套完整

的信息平台，它会根据用户喜好、关注点建立用户交

流圈，推送相关产品与活动，它会按照市场走向不断

调整信息频道，智能升级，用户永远不会厌倦某一频

道的内容，因为它的演进频率远高于人们熟悉它的速

度。民众既是网络的主宰，又受困于它，虚拟与现实

成为现代人需要不断切换的角色环境[8]。

非遗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必须与人的生活方式衔

接。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舞、广西壮族农具节、浚县

“泥咕咕”和淮阳“泥泥狗”这些几经千百年锤炼的文

化精髓想要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首先需要强大的推

广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它们，对它们感兴趣，做好这一

步才有机会使现代人的生活与传统文化产生新的交

集，使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回归到与人的生活方式步

调一致的频率上。

自媒体时代使现代人拥有更自由的信息选择权

利，且个性化、定制化信息的推广也体现了更大的自

由度。对非遗文化及各类传统民俗民艺，民众可通过

微博、微信、网络贴吧等方式，实现推广、学习、交流甚

至直接向专业机构与政府部门提出各类文化经营方

式的意见和建议。

2.2 网络平台对非遗文化传播与建设的影响

自媒体时代网络微平台，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参与

信息创造和传播，它同时表现出信息传播速度快、受

众面广、大众参与度高、传播周期短以及信息更迭快

等优势，但也会因为民众年龄层复杂、文化背景多样

等原因，导致网络平台对非遗文化传播与建设的不可

控因素增多[9]。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对非遗文化传播

与建设的影响见表1，由表1可知，网络平台实现了对

非遗文化传播与建设的诸多复杂影响，最终通过设计

与策划更好地实现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建设。

3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通过对表1的阐述可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人

自媒体时代表现出的

特征（现象）

民众参与单位缩小至

个人

参与人群文化背景不

同、年龄段不同、性别

不同

由特征产生一系

列行为（结果）

1.大众参与度高；

2.受众面广；

3.对信息的敏感度

受流行趋势影响；

4.个人言论对信息

整体建设会产生

影响

1.对信息的关注点

区别较大；

2.对信息的辨识能

力区别较大；

3.对信息传播与建

设的影响力不同；

4.对信息的传播方

式不同

对非遗文化传播与建设的优势体现

1.全民参与成为可能，合理设计与策划

将会实现非遗文化的最快速、高效的传

播与推广；

2.合理的设计与策划有可能实现非遗文

化的全方位建设，挖掘更大的经济价值，

创造更多、更合理的经济资源实现方式；

3.以更灵活和具时代感的方式完成由网

络到实际经营，虚拟与现实的非遗文化

产业化建设新思路

多样化人群需求以及复杂的信息关注

点对非遗文化的网络资源建设提出多

种可能。个性化定制服务平台将能实

现文化信息即包括民众、政府及相关文

化部门、高校及设计开发企业的三方交

流，为最终非遗文化的创意产业建设提

供重要网络支持

对非遗文化传播与建设的消极影响

1.网络平台的公开性和全民参与性使非

遗文化的信息传播方向的不可控因素增

多。舆论导向、参与人群的不同关注点、

利益点、价值观将会导致非遗文化的争论

点增多，建设方式或方向的分歧增多；

2.对非遗文化建设以及传播方式、信息走

向的控制，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处理的信

息量呈现几何倍数增长

多样化人群的不同需求点、文化背景等

客观因素决定了非遗文化网络平台的相

关设计与策划需要更为清晰的开发思

路，更注重人性化、定制化、个性化以及

时尚感、表达方式的创新性，否则将难以

获得关注度，难以实现非遗文化信息的

有效传播

表1 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对非遗文化传播与建设的影响

Tab.1 The influence of We-media era network platform on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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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奏的完整契合，需要找到网络平台对文化传播

与建设的最有效途径。对文化的创意产业建设而言，

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非遗文化建立在网络信

息平台之上，这种平台本质上属于非物质媒介，与设

计、策划具有类似属性。在自媒体时代，非遗文化借

助网络平台将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传播与推广。非

遗文化的新产业模式，首先需要将重点移至“设计与

策划”角度。文化的创意产业，其核心是“设计”，具体

化的非遗文化同样需要以此为根本出发点。传统文

化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巨大裂痕，是网络平台传播与

推广传统文化的致命伤，只有设计能够成为两者的平

衡点，重新拉近人与文化间的距离。北京洛可可工业

设计公司作品“上上签”，将已经淡出很多年轻人视线

的“祈福文化、天人合一理念”重新带入人们的生活，

由小小的牙签盒承载文化信息并传递给它的使用

者。通过专业设计网站的推广，“上上签”得以被大众

了解。

非遗文化建设需要跟上今天快速更迭的创新速

度，这里的创新，并非是将文化传统肆意改变，而是特

指传播方式的改变，最重要的还要具备对虚拟与现实

环境中交替、节奏的把握。文化的传播既要有广度，

也要有深度，有趣的“达意”才能使人更深入地了解文

化的“神韵”。网络平台应用的重要手段正是“合理的

设计与策划”[10]。微博、微信等热门网络平台已成为很

多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了解民情民意，确定重大事件

趋势走向的重要途径。在充分了解网络微平台特质

后，以更为有趣、时尚、神秘等具有创新性与时代感的

设计表达，最终完成对非遗文化的推广与建设，扩大

普通民众对该文化的了解，提高参与度，进而实现由

虚拟平台向现实生活的渐进式转化。

4 结语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文化发展勾勒出全新

的画面。诸多非遗文化曲高和寡、乏人问津，归根结

底是其赖以生存的民众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民众

的生活不会倒退，其前进的速度已将中国诸多传统文

化发展远远抛在后面。寻找现代人生活方式与中国

传统文化发展产生交集乃至最终重新融入彼此的方

式，需要自媒体时代下网络微平台的合理设计与策

划，需要广大民众参与到文化的传播与建设中，来完

成基于自媒体时代的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的初步

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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