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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影像采集地方知识的方法，构建可供设计及研究的快速学习影像平台。方法 对传统地

方知识学习过程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以影像作为工具进行快速学习地方知识的方法及优势，以湖南大学

“新通道·呼伦贝尔”实践项目为例，建立以人作为快速学习的对象及构建知识网络的结点，对快速学

习地方知识方法进行验证。结论 通过实地探索地方文化，运用影像工具采集地方资源，整合形成可快

速学习的地方知识平台，获取更有针对性的特色文化产业研究依据，为不同群体提供多元创新及研究支

撑，促进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精准扶贫。 

关键词：地方知识库；影像采集；快速学习；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10-0040-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10.008 

Application of Video Design Methods in Constructing Local Knowledge Platform 

FU Hong-xiao, JI Tie, JIANG You-y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s of video acquisition of local knowledge are studied and the local knowledge image database 

for further design and research is 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local knowledge learning process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and the methodologies and advantages of fast learning local knowledge based on video acquisition tools are proposed. By 

practicing the "New Channel-Hulunbeier" project by Hunan University as a prototype, the method of fast learning local 

knowledge is verified by taking people as the object of rapid lear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nodes of knowledge network. 

By exploring the local culture on the spot, collecting the local resources with video tools, integrating the local knowledge 

platform which can be learned quickly, more targeted research basis of cultural industry with characteristics are obtained. 

Multipl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support is provided for different groups. It can provide multipl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support for different groups, promote cultural resources advantages into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achieve accurate pov-

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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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观念，反映了一

个民族的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政治等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1]。通过学习地方性知识，可以将

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共享的设计知识[2]。随着我国特色

文化产业从起步发展阶段到慢慢形成一定的产业规

模，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了盲目性开发、粗放式发展、

缺乏有针对性的扶持等问题。如何快速精准获取更有

针对性的地方性资源，有效解决因对乡村文化缺乏了

解而造成的资源共享程度低、产业开发后继乏力成为

一个突出问题。本文以“新通道·呼伦贝尔”社会创新

实践项目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影像工具快速学习地方

知识，并建立相对客观有针对性的可迭代地方知识

库， 终以不同形式的设计与创新，挖掘地方资源的

产业价值，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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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知识与乡村文化建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地方知识定义为来源于社

会与周围环境长期互动时所发展出的理解、技能和哲

学体系。这些知识广泛存在于语言、娱乐、药物、建

筑、食物、社会互动、仪式与精神等内容中，它们内

隐于村民的生活与智慧中，为日常生活提供行动的依

据。地方知识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点，是设计过程中创

意灵感的来源，是搭建可持续文化空间的基础。 

在扶贫过程中，特色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与乡村

振兴的有力手段，并且设计学科的创造性和实践性决

定了设计可以快速有效地介入地方优势资源的转化

创新。通过创意转换、现代转换、科技转换和集成转

换，传承、发展和创新民族文化，可实现民族文化遗

产资源的永续利用[3]。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挖掘地方

知识才能使转换有据可循，然而产业对经济效益的追

求，在文化产业行业造成了产品同质化、对文化的理

解留于表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都在于未能对地

方知识形成整体、客观、深入的理解，因此，在产业

开发的动能下，如何激活地方知识的现代价值是目前

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影像作为参与整

个实践过程的工具，通过影像原始采集、地方影像知

识库建立、影像表达实践、影像设计传播 4 个主要过

程可促进协同创新，帮助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文化发展

和乡村特色产业化模式，见图 1。 

 

图 1  影像介入乡村文化发展方法及作用 
Fig.1 The method and function of video interven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在影像介入设计与文化创新的 4 个过程中，基于

影像的地方知识库的搭建是保证特色文化产业、地域

品牌传播、创新网络形成、生产和渠道构建的基础，

而对原始资源的采集是一切后续精准扶贫方法的前

提，因此在将地方知识转化之前，应先对自然科学、

文学艺术、社会集体、综合型文化进行采集，从而构

建地方知识网络和本土设计符号体系，为政府、文化

持有者、设计师、高校、产业提供快速且针对性强的

学习地方知识的可能性。 

2  现有学习地方知识方法分析 

本土文化作为价值共同体承载了诸如群体诉求、

交往原则、行为习惯等无形的一面，也有类似民风民

俗、典章制度、生活器物形的物质层面。传统的地方

知识学习方法大多集中于传统文献研究和口述史方

法，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才能了解。 

文献研究是通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资料，从

而形成对知识的科学认识方法[4]，是一种知识精加工

型学习[5]。这一过程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广泛系统采

集有用的信息，但学习者必须要在书籍或资料的指导

下，进行固定内容学习，循序渐进理解、记忆必要的

知识，且该方法知识更新速度慢。对于快速学习本土

文化，难以快速获取并指导设计创新。 

口述史方法打破了研究学者足不出户的采集知

识方式，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通过田野调查采集地方

知识。口述的特点决定了知识学习的现场感、真实性。

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达恰恰构成了文化多

层次背景下的丰富形态，从而形成对文化的知识性理

解和认识。冯骥才先生指出口述史的工作是将口述素

材转化为文字性文本[6]，这导致口述史的客观性和真

实性受到争议。口述本身是一种对话，其对话的引导

性会对学习知识的科学性造成影响；在口述史的整理

过程中往往也会因为对话产生歧义，经过撰写者的组

织与表达， 终呈现的信息往往主观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型的知识服务

模式也随之产生，从自媒体获取知识的方式也逐渐

进入视野。自媒体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经

济现象。因内容生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以及传播渠

道的一体性，自媒体可以快速整合本土资源，开辟

舒德森的“新闻的第四种模式”，从而达到自我表达与

传播的目的[7]，但也正是因为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对

信息的选择与表达通常要考虑受众、营销、资本等因

素。自媒体还由于表现为个体化、自主性、多样化、

圈群化[8]，所以往往不够具有针对性，也会影响知识

提取的准确性，在整个学习地方知识过程中，只能作

为了解与修正地方知识的工具。 

综上所述，文献研究、口述史方法和自媒体渠道

都无法独立成为快速学习地方知识的方法，而利用影

像工具来快速学习地方知识的方法尚未成形，因此本

文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3  基于影像的快速学习地方知识方法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基于静态图样和文

字记录的采集方式已不能满足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影

像对于文化的形象记录与直观呈现，打破了从文献研

究和口述史中的知识精加工型学习方式，转而变为一

种知识贯通型学习[9]，即在同一目标下从了解知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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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知识结构出发，逐步掌握关键性知识内容，对目

标知识进行整体掌握。将影像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地

方知识的采集，无需靠文字构建图景。因其具有直观

性、体验性、开放性、高效性等特点，能更加客观真

实记录乡村文化原貌，实现地方知识再设计。 

3.1  采集方式与特点 

首先，文字作为信息载体在阅读理解时需要经过

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中间反复理解的过程会

影响信息的准确性。影像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具象信

息载体，影像带给人现场感，获得更为直接的视听感

受以及 接近事件与人物原貌的认知感受。也正是因

为影像的这种具象性，可以突破文字语言的族群界

限，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媒介。 

其次，文献研究和口述史事实上都经过理性思维

解读、分析、判断处理成文字，而影像通过视、听知

觉感性的作用于大脑，以直觉、移情、意会等方式进

行地方知识的输送。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知识可以唤

起受众本身的文化经验，建立异文化共鸣。影像不仅

能提供文献等方法所获得的信息，还能激发受众内在

情绪变化，使之获得体验式的感受，更易于理解地方

知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影像技术手段都是在展

示地方知识“体验式”的进一步尝试。 

另外，文字是一种相对稳定且闭合的表达系统，

所传达的地方知识相对确定、一致。而影像则更为开

放，构建视听素材（镜头）的过程包含同一时空下的

多种信息元素，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而言，传达的

信息感受不同，影像打破了文字传递知识的唯一性、

权威性的阐释模式，更强调解读者在获得影像所提供

的信息下，进行多元独特的解读。 

除此之外，影像全方位立体化获取地方知识，相

比文字篇章化、结构化的知识学习，影像提供快速学

习的可能，受众可以通过自身研究重点和兴趣点捕捉

相关知识，从而进行知识再设计。 

3.2  快速学习方法与过程 

正因为影像有以上独特的采集特点，所以具有

无可替代的价值。在整个快速学习地方知识过程中，

首先从文本文献研究入手（包括自媒体信息），了解

熟悉乡村文化背景，明确物质资源、行为资源、心

理资源等知识形态，然后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知识更

新， 后通过影像采集完成知识迭代，完成地方知

识快速学习过程，形成相对客观的地方知识影像库，

见图 2。 

 

图 2  快速学习地方知识方法与过程 
Fig.2 The method and process of learning local knowledge quickly 

4  以“新通道·呼伦贝尔”项目为例的快速学

习地方知识实践 

湖南大学“新通道”项目从 2009 年至今，分别在湖

南、重庆、四川、新疆、青海、内蒙古、云南等的少

数民族地区开展非遗社区重构与社会创新实践。其中

内蒙古呼伦贝尔因其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引起团队极大关注。在“新通道·呼伦贝

尔”项目中，项目团队以影像作为地方知识采集的工

具，对地方资源进行提取，建立对本土设计有直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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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的可迭代知识系统“人文、风景、物语、社区”。 

4.1  桌面研究与整理 

通过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特色文化进

行调研，项目团队搜集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俗或艺

术形式，主要民族有鄂温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而鄂温克族又分为索伦、通古斯、雅库

特 3 支部落，他们各有特色。独特的内蒙文化主要

表现在建筑、服饰、手工艺等方面。建筑方面 为

独特的是蒙古包，作为人类建筑史上一种独特的形

式，以其不可替代的观赏性和实用性得以延续和保

留；在民族服饰上，突出特点是色彩艳丽，头饰、

哈达极具特色；饮食文化作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以烤全羊、蒙古锅茶、奶酪文化 负盛名；在

民族歌舞上，呼麦和长调颇具代表。地方知识整理

如图，见图 3。 

 

图 3  呼伦贝尔桌面研究资料整理 
Fig.3 The preliminary data organization of desk research for Hulunbeier project 

4.2  实地考察 

根据前期对内蒙地区文化资源的初步了解，项目

团队规划出此次实地考察路线，分别对鄂温克自治

旗、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鄂温克苏木、根河敖鲁

古雅、莫尔道嘎、新巴尔虎右旗及辉河苏木等地进行

实地调研。在深入地区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比桌面

研究更为具体的信息，也充分认识到自媒体的特性，

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挖掘和解读地方文化

资源的内涵，其中搜集到的当地自媒体资源见表 1。 

经过自媒体对信息内容进行更新后，发现呼伦贝

尔的蒙古族主要为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

厄鲁特蒙古族，巴尔虎蒙古族又分为新巴尔虎和陈巴

尔虎。每个部落生活方式都有区别，体现在服饰上就

有很多种类，不同的年龄、性别、场合所穿着的服装

各不相同。参与式地考察了陈巴尔虎旗传统靴子、鄂

温克民族服饰、陈巴尔虎服饰、厄鲁特服饰，同时在

地方举办的“克鲁伦杯”蒙古族手工艺品大赛中感受 

表 1  呼伦贝尔项目自媒体资源整合 
Tab.1 The integration of hulunbuir self-media resources 

公众号名称 微信号 公众号名称 微信号

布里亚特 buryat_mongol 呼伦贝尔摄影人 picman-
cn 

索伦部落

文化传媒
slblwhcm 蒙古语 Imeng-

guyu 

通古斯鄂

温克民族
tungus_ewenki 蒙古电影 Mong- 

golkinu

鄂温克旗

彩虹之家
ewkzhijia 神秘的蒙古人 DeelTai- 

Monggol

印象呼伦

贝尔 
bem0407 蒙古人间 Brg_M- 

ongol 
 

更为丰富多样的民族服饰；搏克是蒙古族“男儿三艺”

之一，然而搏克服自古以来都是男士做，就算是女搏

克穿的搏克服也是由男士制作。在资料研究中了解到

搏克服上身着牛皮或帆布制成的钉满“图钉”短袖背

心，下身穿肥大的摔跤裤。在实际的访谈中才得知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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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样式的原因是由于搏克的规则，背部倒地即判定

胜负，所以搏克服都是以保护背部为主，而前胸、肚

子均不是被攻击的部分。 

4.3  影像采集 

经过对当地生活的体验，项目团队发现地方性知

识潜藏在地方人的行为和习惯中，他们将知识内化为

行为[9]。 终选择以人作为地方资源、知识的综合载

体，拍摄近 30 位具代表特色的民族手工艺人。其中

包括哈尼卡制作工艺、鄂温克皮剪工艺、马头琴制作

工艺、通古斯鄂温克服饰、巴尔虎服饰、呼麦、巴尔

虎民族民间工艺部家具制作工艺、搏克及其服饰、萨

满祭祀、景泰蓝、竹板书，他们有些是非遗传承人，

有些是长期从事某种技艺的匠人。在采集苇帘蒙古包

过程中，对斌巴老人和索顾拉老人进行参与式的访

谈，以他们为表述主体，通过他们自身的记忆来还原

苇帘蒙古包的制作过程。 

在选择拍摄场地时，项目团队选择了他们工作的

地方或是日常生活的区域，从而可以使他们进入一个

相对熟悉且放松的环境中，影像同时记录了完整的讲

述场景、讲述氛围。在讲述过程中，斌巴老人提到蒙

古由网状结构骨架哈那、天窗部分套脑、屋顶木支架

乌尼、门以及小绳、粗绳、编织绳构成时，影像直接

捕捉相应的画面，准确记录其传达的信息。为了完整

记录苇帘蒙古包的制作流程，采访结束后，还拍摄了

具体手工过程和搭建步骤。这个过程中，会调动手工

艺人的多元感受，并且在一次一次的反复制作中，又

会对自身已有的知识库进行二次积累[11]。这种参与式

的合作更容易使得村民心理上加深对文化的认识从

而产生保护意识，影像所采集的不仅仅是技艺，还有

身体与空间、记忆与空间等综合信息。 

4.4  知识提取 

在实际的参与式拍摄之后，影像团队与拍摄人共

同观看初步编辑的资料，确认其表达的准确性并完成

初步筛选。根据物质影像、行为影像、心理影像 [12]

几个层次进行素材及声音的采集，对乡村文化的“人

文”，即地方手工艺人/组织、非遗传承人、典型人物；

“物语”，即生活工具、工艺材料、服饰、饮食；“风景”，

即自然风光、生活情景、社会环境；“社区”，即民俗

节日、文化活动、生活方式、生产模式，进行系统的

归纳总结， 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见图 4。 

人作为文化的集合体可以承载多种知识，而作为

快速学习的依据对象可以满足政府、文化持有者、设

计师、高校、产业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作为构建

社区的结点，代表社区的部分需求，从而建设创新网

络。在此项目中，通过对地方知识网络的客观、系统

的检索与对比，项目团队迅速提取设计相关知识， 

 

图 4  呼伦贝尔地方知识影像库 
Fig.4 The video-based local knowledge database of 

Hulunbeier 

进行当地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动态图形创意影

像制作、交互影像装置展示等活动，输出多元化的

设计成果，致力于创新市场化道路。在增强少数民

族贫困人群自我造血功能的同时，建立可持续的协

作式设计创新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为精

准扶贫贡献“智慧”。 

5  结论 

基于影像的快速学习地方知识方法具像、直观、

多元，能够帮助不同群体快速学习乡村文化，并对文

化资源进行提炼，从而形成客观真实的以人为检索元

素的地方知识影像库，为多元化的创意设计、文化研

究、特色文化产业建设提供支撑。影像可以揭示的人

类共同经验，跨越文化藩篱实现文化交流，聚焦精准扶

贫。同时在与当地村民参与式采集过程中，影像可以使

部分参与转变为主动创新，带动乡村文化、经济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采集方法并不是用后者代替前

者，只是通过不同的采集方式可以使不同需求者通过累

加修正快速建立准确、针对性强的知识库。实地采集

地方知识过程中，复杂多样的环境使得采集者必须具

有极高的判断及捕捉能力，希望本文学习及整合地方

资源的实践方法能对后来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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