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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
姚野千穗  徐刚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大湾区影视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为了解在跨文化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技术传播的优越性，本文首先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的重要性，主要是
从突破地域文化界限、引发跨文化共鸣以及文化传承教育三个层面思考，后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的策略以及视觉表达还
有听觉呈现三个方面掌握其叙述方式，最后从深入文化研究与跨文化合作、实现文化适应性改编创新和精准的传播渠道选择和听
众分析角度，给出提高跨文化传播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效果的策略，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迅速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
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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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各国
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不同的民族和
地区有着各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既是他们发
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财富，也是各民族独特文化
身份的象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传播
意义重大。影视叙述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直观生动
的特性，逐渐成为了跨文化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播过程中的有效方法 [1]。借助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影像叙述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得
以大幅度彰显，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传播，引
发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的人群的共鸣，真正意义
上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在跨文化传播
中的重要性

（一）突破地域与文化界限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特定的地域以及民族

文化中，传统的传播方式会受到地域以及文化差
异的限制和影响，但通过影视叙述可以突破这种
局限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其原生环境中
跳脱出来，在更大范围的领域中拓展和延伸，通

过视觉和听觉的形式呈现给全球范围的观众，比
如说太极拳是中国非常经典，也是妇孺皆知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通过对其进行影像记录和传播
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屏幕领略太极拳的风采，
学习其招式，感受其思想。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方
式实现了对地理距离以及文化隔阂的突破，让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文化瑰宝得到广泛的发展。

（二）引发跨文化共鸣
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但

是人类存在着审美情感等不同方面的共性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就可以深层次挖掘这些
共性，引发跨文化共鸣。比如说很多民族，可能
都有他们各自的传统音乐以及舞蹈，在这些艺术
形式中表达出的欢乐和悲伤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
向往存在着情感上的相通性 [2]。如果一部关于非
洲部落舞蹈的影像作品在国际层面传播，那么其
他文化背景的观众也自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活力和
激情，这样就得以从情感的角度和非洲文化建立
深层次的联系，让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得
到有效建立。

（三）文化传承与教育功能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过程中，影像

迅速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和办法，特别是在跨文化
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迅速让年轻人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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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和便捷的了解到文化遗产，促进年轻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热情和兴趣，也可以作为各
国人民学习和认识其他非遗文化的教材。比如说
一些涉及到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影像教程，就可以
让对手工艺制作感兴趣的人们进行学习，体会其
中的精彩环节，收到高难度任务，知道问题应该
怎样解决，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更广泛人
群中的传承和普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的方式

（一）叙事策略
1. 故事化叙事
基于故事为核心，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

内容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叙事策略，在影像中可
以讲述非遗传承人个人经历家族发展，比如说制
作一部关于皮影戏的影像作品时，可以借助于某
位年轻的皮影戏师成长历程作为主线，讲述他的
家族是怎样传承发扬皮影戏，他又是如何在家族
的熏陶之下学习皮影戏的技巧，包括皮影的制作
方法以及原料的选择和制作等，最终形成这种极
具观赏性的非遗艺术。这个过程中对于皮影戏在
当地的呈现以及历史发展都可以进行穿插，让整
个故事更加饱满，也让观众在跟随主人公故事发
展的过程中了解品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

2. 时间顺序叙事
基于时间为主线来叙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

展历程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是涉及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直到当下的传承情况依次进行呈现。比如说涉及
到中国京剧的影像叙述中，就可以从京剧的早期
形成以及徽剧和汉调等不同剧种的融合讲起，可
以讲一讲不同历史时期京剧所发生的繁荣以及展
现出的变革，比如说在四大明代时期京剧的辉煌，
再到现代京剧从传承和创新中所做的努力，利用
时间线来帮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京剧这种古老
的艺术形式，在岁月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变革，促
进相应历史底蕴的传播 [3]。

（二）视觉表达
1. 镜头语言运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中镜头语言表达必

不可少，通过特写镜头的使用能让观众更加清晰
的看到非遗艺术中每一个步骤和工艺制作的巧妙
性，而全景镜头主要适用于呈现非遗活动整体的
场景。比如说要拍摄广东清远排瑶的“耍歌堂”
活动时，可以通过全景来展示现场具有浓郁民族
特色的场景和热闹的整体氛围，让观众感受到“耍
歌堂”的盛大以及当地的民俗风情。此外，在拍
摄时不同的角度呈现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如
果选择低角度的拍摄手法则能体现主体的力量
感，如果从高角度进行拍摄，可以呈现出整体的
布局，实践中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2. 色彩与光影处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述中光影和色彩的处

理也是视觉表达的重要呈现，其中对色彩的合理
性处理能反映出特定文化的审美偏好以及象征意
义。这里举个例子，在印度有着传统服饰以及建

筑艺术，他们的颜色绚烂多彩，而在影像叙述中
可以通过非常精确的色彩还原和强化来展现出服
饰和建筑中所传达出的印度文化热情和活力 [4]。
此外，光影的处理主要是实现营造氛围、塑造形
象的目的，让整体的影像效果更有表现力，比如
说在拍摄中国传统戏曲表演场景时，运用舞台上
的聚光灯，将光线聚焦在演员的面部和关键动作
上，突出演员细腻的表情和精湛的技艺，同时通
过调节灯光的明暗和色彩，营造出欢快、悲伤、
紧张等多种氛围，使观众更体会戏曲表演所蕴含
的独特魅力。

（三）听觉元素的运用
1. 背景音乐与音效
基于跨文化视野下，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影像叙述来实现传播，需要注意影像中背景音乐
和音效的融入，主要是为整体的影像迅速增添丰
富的情感。很多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着
较为强烈的节奏感，在我国，传统锣鼓艺术分布
广泛，因地区不同而风格各异。如山西威风锣鼓，
节奏雄浑壮阔、刚劲有力，配合激昂的鼓点，瞬
间点燃气氛，彰显北方人豪爽奔放；而江南十番
锣鼓，节奏细腻多变，乐器搭配丰富，更显江南
水乡温婉灵秀。影像叙述中融入这些极具特色的
锣鼓音乐，能生动展现出传统锣鼓艺术的独特魅
力与深厚底蕴；而在展示与自然环境相关的非遗
时，比如说在呈现北欧的萨米族驯鹿文化时，就
可以加入鹿鸣声这种自然的音效，给观众一种更
强的体验感和代入感。

2. 人物语言与方言
在非遗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必然离不开人

物语言的使用，影像中非遗传承人或者是文化专
家所做出的一些重要的讲解，有助于阐述非遗文
化的独特内涵和记忆要点，与此同时，保留当地
方言也是体现非遗文化特色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例如在闽南地区的某些南音影像作品中可以保留
南音艺人用闽南语演唱和讲解的部分，这样可以
让观众感受到南音和闽南文化的紧密联系，体会
其魅力所在。

三、提高跨文化传播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
叙述效果的策略

（一）深入文化研究与跨文化合作
跨文化视野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要

先深入的做文化研究创作者对于不同文化的价值
观以及审美偏好和组成内涵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应
该做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以昆曲为例，这项中
国古老的戏曲艺术有着 600 多年的历史，在做昆
曲影像叙述时，就是要全面剖析昆曲的昆山腔起
源历经多代带音乐家改革，逐渐形成了细腻婉转
的表演风格，可以从《牡丹亭》和《长生殿》这
些经典曲目中感受昆曲词藻的优美、情感的细腻
以及对于哲学的思考，探究昆曲生旦净末丑各行
当的身段、手势、眼神、肢体语言以及昆腔的演
唱技巧，从中获得其文化底蕴。与此同时，在明
清时期，昆曲有有着不同的发展情况，在园林文
化以及文人雅集的场景中也有着不同的呈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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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之间问题进行的探索都能反映出昆曲这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节奏和价值，可作为非遗
影像叙述中的完美呈现。

跨文化合作在拓展中国非遗影像的国际视野
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和国外的研究者
合作，有助于为昆曲影像的叙事结构提供更加新
颖的思路，在其中融入西方戏剧理论体系和观众
审美偏好，比如说西方戏剧注重冲突的塑造以及
人物内心的挖掘，拍摄昆曲影像可以借鉴这种叙
事的手法，强化在昆曲中人物情感冲突和内心挣
扎的刻画。例如在《牡丹亭》的杜丽娘情感表达中，
借助于场景营造和镜头的特写来体现出他的在封
建礼教束缚下对于爱情的渴求，也更容易让西方
观众理解剧情背后的主题 [5]。此外，中国非遗研
究组织和国际知名的影视制作团队合作时也能在
影视拍摄技术和视觉呈现方面获得新的突破，通
过多机位拍摄和高速摄影捕捉演员瞬间的动作细
节和微表情，用特效还原昆曲中一些虚拟的意境
场景，例如《长生殿》的月宫仙境，都能让昆曲
影像塑造更上一个台阶，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昆
曲的独特影响力。

（二）文化适应性改编与创新
对文化所做的适应性改变和创新需要始终坚

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文化内核，融合目标受众
的需求，借助于受众易于接受的元素和形式来进行
改编。比如说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的皮影戏艺术
可以进行巧妙的创新式影像呈现，从叙事方式的角
度可以突破传统的指以表演剧目为顺序的讲述模
式，而是构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故事框架。比如说
一位西方的戏剧导演到中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时，
被中国皮影戏的光影艺术效果深深的震撼，之后他
就深入到其中去探索皮影戏背后所蕴含的技术奥秘
和文化精髓，还将其中的部分元素融入到了自己的
戏剧创设中。将此作为基础展开皮影戏艺术的特色
介绍，快速搭建和国际观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使其
好奇心得到激发。从视觉风格呈现方面则可以适当
参考西方的现代舞台艺术抽象简约风格，对于皮影
戏的展示画面进行优化设计，比如说借助于简单的、
有层次感、的背景布置，让皮影人物在光影之下的
轮廓和动态表现得到强化，借助于高清摄影技术以
及特效处理，实现皮影表演场景的立体感和奇幻感
的增强，与此同时保证皮影戏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客观存在，包括经典的人物造型、传统的色彩
象征和独特的操作工艺；而从听觉元素的呈现方面
则应该将中国戏曲音乐以及西方交响乐元素适当做
融合，让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同时迎合东方和西方观
众的听觉习惯，这样能有力的消除文化隔阂，促使
皮影戏在全球文化语境中有更强劲的传播动能。

（三）精准的传播渠道选择与受众分析
跨文化视野下，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

事体系需要对传播的渠道做精准的选择。以社交
媒体平台为例，抖音的短视频形式以及算法推荐
机制备受青年用户群体的喜爱，其用户活跃于全
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其
中交流交融，分享有创意而新奇的短视频内容，
对于流行文化和时尚潮流有一定的敏感性。小红
书更注重生活方式、时尚美妆和旅游美食这些领

域的内容分享，其中的群体更多的是年轻女性，
有较强的消费引导力和文化传播力。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传播中，如果是有着
一定视觉冲击力和时尚创意元素的非遗项目，比
如说现代创意陶瓷制作工艺，可以优先选择抖音
平台进行传播，通过精美的短视频来展示陶瓷制
作的工艺技法和独特设计，吸引用户的点赞和关
注。而如果是有着深厚文化内涵，又和生活美学
相关联的非遗项目，例如中国传统茶艺文化，可
以考虑用小红书平台进行传播，在其中发布图文
并茂并且富有诗意的茶艺文化影像笔记和茶叶种
类、冲泡技巧、茶具选择等多个方面的信息介绍，
迎合女性用户群体的需求。例如一位茶艺博主分
享了关于中国宋代点茶技巧的小红书笔记配套精
美的点茶过程图片视频，也深入解读了点茶背后
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引来了很多用户的
收藏点赞，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国外用户对于中国
茶艺文化的目光和兴趣，让中国茶艺文化在国际
层面得以实现交流和传播。

除此之外，面对一些有着较高学术研究价值
的非遗项目，比如说中国的甲骨文研究与传承文
化，就可以选择在国内知名的学术研究网站和专
业记录片频道来进行传播，这些平台的传播范围
相对来说更加广泛，面向的人群结构也更加丰富，
可吸引全球范围内对于考古学和历史文化研究等
领域有兴趣的专业人士和学者的目光，为甲骨文
文化在全球专业文化研究领域的传播和交流奠定
坚实的基础，提高甲骨文影像迅速在跨文化传播
中的影响力。

四、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野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叙
述进行研究有其独特价值，这种模式给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发扬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铺设了广阔的道路，实践中借助于多
元化的叙事策略、精心的视觉表达和巧妙的听觉
呈现，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最大化彰显。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迅速有效实施的多元化
方式能帮助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顺利解决文
化解读错误以及传播渠道局限等多方面的问题，
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和谐而包容的全球文化生态环
境，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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