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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新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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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络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融入，人们获取信息数据的渠道更加的广泛，而过去小众文化的传播也迎
来了新的技术支持，网络时代的到来让少数民族文化单一的传播渠道不断地拓宽，同时，也让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呈现出了新的
发展特征。本篇文章主要分析了网络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播事业以及传递模式的转变，并且就网络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递的
特征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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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the channels for accessing information have 
become more extensive.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ge has provided new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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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平台中
发光发热，实现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之一。
互联网络的到来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逐渐由信息的接收者转变为
了信息的创造者以及传递者。目前，互联网的文
化信息传递具有时效性较强、平台较为开放、信
息数据丰富、信息搜索便捷等多方面的特征，这
也让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打开了局面，由原本小
范围的认知向大众文化传播方向不断地过渡和转
变，文化传递和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大众化的
发展特征 [1]。目前，我国为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
传递，也开始逐步建立起了网络自治区重点网站、
文化宫网、民族地区政府官网等等，在保障信息
传递权威性以及可靠性的同时，也持续拓宽了信
息的覆盖面积和网络。根据对国内搜狐网站的少
数民族文化重点传递内容进行调查显示，我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基本建立了相应的官网，并且还在
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出了 70 多个全国少数民
族文化传递的精选网站。而互联网络中丰富多彩

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开始让少数民族的人文习俗
以及文化特征走向世界各地，极大地提升了少数
民族文化传递的效率和质量，甚至也可以让外网
的受众群体及时了解最新的民族发展动态和少数
民族的风土人情，新的时代背景，让少数民族的
文化也开始绽放新光彩，文化的传递呈现出了新
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一、互联网时代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视野
变得更加开阔

网络平台的构建让少数民族的文化传递能够
站在更大的平台上，文化传递的视野也开始逐步
由单一的传递方向向国际传播发生转变。而这种
文化的传递，也是网络时代下为少数民族赋予的
新力量，是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发展的新观念，
是文化传递过程中更加高效和便捷的代表 [2]。在
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边远地区，
这些地区本身就具备生产力相对落后、与外界交
通衔接相对较少等多方面的发展特征，大多数少
数民族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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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仍然有少数民族坚持
着传统的发展观念，他们与外界之间的商品信息
交换是极为有限的，传递方式的局限性也无法改
变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逐步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在转型
之后，仍然有部分少数民族保持着原生态的发展
观念。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少数民族
文化传递的封闭性，让少数民族文化也能够走出
墙内，真正地面向世界，也让神秘的面纱逐渐被
揭开，推动少数民族的文化逐步朝着现代化的进
程不断地发展。

首先，我国的民族类网站经过多年的发展历
程，已经开始逐渐趋于成熟，而闭塞的民族信息
也开始向更广阔的区域传播，甚至在世界舞台上
都在逐步绽放光彩。而过去民族知识的传递范围
是极为有限的，网络时代能够通过互联网络作为
基站和平台，让民族文化不断地向外拓展。甚至，
还有部分宣传民族文化的网站开设了外文网站，
网站的内容极具时代特征和国际化特征，实现了
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这类型网站
资源包括以下几个模块：第一，政府机构开设的
网点或分网点。第二，专业网站宣传的少数民族
文化内容 [3]。第三，从事民族经济开发的企业网站。
第四，民族文化的爱好者所构建的个人网页。目
前，我国设计的单一民族文化网站种类多样，包
括藏族文化网站、维吾尔族文化网站、锡伯族文
化网站、回族文化网站、土家族文化网站、纳西
族文化网站等等。以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网
站为例，云南地区构建了多彩云南—云南民族文
化网站，该网站中涉及到了许多关于云南少数民
族的综合性内容，也让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通过
网络平台更加直观地了解云南省内的少数民族。
除此之外，中国民族建筑网站也成立了专栏，专
栏中主要涉及的是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保护
性的建筑物，与此同时，还专门开设了关于国外
建筑的专栏，帮助我国少数民族在世界平台上的
传递打通了渠道。而在个人建设的少数民族文化
传递网站中，较为知名的网站主要有雪域风情网
站、天山之子个人账号、中国苗族账号等等。在
雪域风情网站中，何健拍摄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也获得了特殊的荣誉，在国内已经具备了相对较
高的群众接受度和知名度。而中国锡伯族网站中
的少数民族内容虽然不多，可这些内容都是精益
求精，也足够让全国民众对锡伯族这个少数民族
实现了基本认知，网页的设计极具艺术氛围。除
此之外，丽江上线、纳西主页等网站的页面也极
具创意性，这些网站的设置非常精简和美观，其
网页的设计水平基本已经可以贴近专业水平。而
丽江上线的网站设计主要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
少数民族地区欣赏美景为价值取向。我有很多少
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也开设了关于宣传民族文化
的板块，比如湖南的永州政府就开设了关于潇湘
文化的文化宣传网站，将原本潇湘地区的部落民
族文化以网络平台作为媒介向全世界传递。

其次，在民族报道文化传递方面，一方面要
突出自我，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色，

另一方面，也要打开媒介渠道向世界各地的游客
或不了解民族文化的人群传递信息，构建互动互
助平台，在线上进行沟通和交流，在突出民族性
的同时，也要展现包容性 [4]。考虑到我国的少数
民族地区大多数分布在内陆，在西部，很多经济
不发达的地区自然景观却异常美丽，少数民族在
发展过程中相比起沿海地区的群众来说更加的封
闭，对于世界发展观念在认知也相对较为滞后。
而意识层面的落后也会导致经济的闭塞，因此，
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要突破历史遗留的封闭
状态，不断地开拓发展过程中的视野和认知，通
过学习更加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摆脱落后的思想
观念。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更可以借助
线上渠道与平台，通过不断地与外界群众之间相
互沟通，了解国际环境以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比如，在新疆或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考虑到与
毗邻国家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在传递少数民族
文化信息的同时，也可以编辑关于国际新闻或外
事新闻方面的内容，顺带宣传土耳其、伊朗以及
阿富汗等国家的相关文化信息，让网站的内容设
计更加的丰富多彩。

二、网络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递模式
的转变和发展对策

网络技术的兴起让少数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
由单方面官方传播转变成了多项传播，同时，信
息的接收者也可以与信息的传递者之间互动。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政
府作为官方把控，传递的全过程是极为被动的。
在新闻传递活动中，基本上都是靠上传下达，官
方发布新闻，民众传递新闻，无法实现双方之间
的有效互动，同时，信息传递的途径也更加阻塞，
传递效率相对较低。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也
为少数民族文化传递的模式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撑
和助力，让少数民族的文化传递模式变得更加多
元。

首先，以政府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传递，可以
通过各类型民族事务机构网站的设立，方便人民
群众日常登录网站及时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同时，
网络信息的传递也具有双向互动的特征，我民族
文化的传播更加的立体和生动，通过图片或视频
的讲解，能够让受众群体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信息
内涵，也可以与少数民族当地人在网络渠道上实
现互动，更好地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双向发展。

例如，雪域风情网站、走进西藏网站、遗失
的传说—英雄史诗《格萨尔》、西藏阳光城、塔
克拉玛干、八旗子弟以及长白风情等等都属于少
数民族的线上网站，这些网站中不仅具有丰富的
民族风情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图片和视频等
形式，向广大受众群体传播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网站会上传关于少数民族文
化中古老和经典的神话故事以及民间故事，通过
传统故事的讲解吸引人的目光，更好地实现少数
民族文化与受众群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打破了文
化传递的单向线性模式，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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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讲解，让讲故事的人直接与观众在线上沟通
和交流，引发与受众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同时，
网络平台也能够打破过去官方的权威线性传递模
式，提供新的传递内容。

其次，尼格洛 . 庞蒂曾经说过：“数字化的
道路建设已经即将完成，艺术作品不可更改的说
法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时代。”这也意味着，在互
联网络平台中，人们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
成为了信息的创造者和传递者，针对已经具备雏
形的信息以及作品，还可以添加各类型数字化的
操作，将作品加入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就形成了
截然一新的新作品 [5]。

例如，充满神秘色彩的西藏民族英雄史诗《格
萨尔王传》在解读时难免让人觉得拗口，而这部
传奇英雄史诗在长期的创作和不断的流程中，基
本上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递的，通过你唱我
和，你说我记的方式，这样的民族英雄史诗在藏
区民族成为了人们并表示对格萨尔王尊敬的重要
艺术形式。而随着互联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越
来越多的新型艺术创作形式，也让格萨尔王史诗
变得更具娱乐性和实用化，通过口头性的说唱表
演形式在个人网站上不断地传递。在民族文化账
号“遗失的传说—英雄史诗《格萨尔》”上，就
发布了关于英雄史诗的其他说唱表演音频和视
频，而广大网友通过点击就可以听取格萨尔王史
诗的说唱形式，页面中包含了格萨尔王的传说和
故事资料，配合音乐形式让受众群体对格萨尔王
的认知更加深刻。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通过在
留言板中与其他用户以及博主之间相互交流，更
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再比如，蒙古族的史诗《江
格尔》以及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也延伸
出了多种表演形式，通过在网络渠道发布，让越
来越多的受众群体了解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
神，也让更多的受众群体在了解民族文化之后，
逐步产生了对于民族文化的热情。例如，在关于
藏人文化的相关账号上，就开启了关于民族文化
讨论的公共话题，并以此平台作为群众参与少数
民族文化建设的交流枢纽，这些平台的日均访问
量超高，在后台能够看到访问数据的惊人性，用
户的活跃度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众对于民族文化的
理解热情。

三、网络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递观念的转
变与发展

网络技术的出现，让少数民族的文化传递由
过去的格式化以及牧场型传递开始向市场意识转
变。牧场意识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回忆中所认可的
生活共同观念以及对于少数民族生存环境的比
喻，相对来说传递的渠道较为封闭。自 1999 年
以来，西部大开发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
人民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而在互联网络不断提供支持的前提条件下，少数
民族文化的传递和经济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在网
络平台中，很多网络门户网站的设置丰富多彩，
也有很多民族网站争相推出了关于民族农业发展

的创新专栏，在官方平台和账号上，关于民族文
化发表的内容更是比比皆是。例如，新华社以及
《人民日报》等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少数民族信息
极受群众的喜爱。再比如，湖北省民委主办创设
了湖北民族地区的电脑农业网，也属于少数民族
文化传递的官网平台。也有部分网站以民族文化
发展以及经济的建设作为主题，开辟了形式多样
的专栏内容。在很多 BBS 网站中，中国人民群众
也根据我国中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的方式集思广
益，为中西部经济的开发以及文化的传递提供了
多种形式，并且在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
一些有识之士所提出的见解，更是受到了官方的
高度关注和重视，甚至对这些想法进行了专门的
报道和实践 [6]。也有很多网站的主题设置标新立
异，通过民族文化作为纽带牵动当地旅游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例如，2023 年冬季爆火的
哈尔滨旅游，让东北这个老牌工业大省再一次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地的文旅局局长邀请鄂伦
春族走上街头，以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带动了东
北地区旅游行业的发展，而鄂伦春族的狍帽子更
是一度冲上了热搜，让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通过
互联网了解鄂伦春族这个古老又神秘的民族。再
比如，中国贡山网站也成为了独龙族宣传民族文
化的重要阵地，该网站主要由当地的政府部门投
建，在网站中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族建设的见解。

不仅如此，网络平台也整合了关于我国各民
族的民俗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考虑到很多少数民
族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通过互联网络平台可
以借助更加开放的渠道帮助少数民族致富，利用
民族文化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带动当地经济的
发展，突破少数民族传统观念对经济发展带来的
瓶颈和局限，转变观念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
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全面前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的诞生彻底转变了人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化的
传播和发展形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通过门
户网站的建设、民族文化作品的创意改编、线上
互动平台的设立等多措并举的方式，让少数民族
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带动了少数民族文
化的前行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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