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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不仅具有重要的

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而且代表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形象和意义，是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像传播作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为民族民俗的传承与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当今社会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传播方式，它具有直观、生动、真实的特

点，在传播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像与民俗的交汇也是对相隔千年的两种艺术形式的

探索和碰撞。影像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少数民族民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将从少数

民族民俗影像的价值内涵出发，探讨了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少数民族

民俗影像更好地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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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n outward expression of ethnic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spirit,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not only has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and research signi-
ficance, but also represents various images and meanings of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and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promo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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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 and protect ethnic minority folk culture, the video transmission of ethnic folklore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folklore. It is also the 
most dynamic and vit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today’s society. It is intuitive, vivid and realis-
tic,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preading ethnic culture,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image and 
folklore is also an exploration and collision of two art forms separated by a thousand years. The 
intersection of image and folklore is also an exploration and collision of two art forms separated 
by a thousand year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mag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pro-
vided a new path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thnic minority folkl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the value of mi-
nority folklore imag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better dissemi-
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folklor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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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民俗

影像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新媒体时代下，民俗影像为更好地传播民俗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民俗的

独特场景为影像传播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视觉背景，影像的千变万化提升了民族民俗传播的质感与广度，

同时影像作品也为少数民族民俗的传播与传承构建了良好的桥梁。但是，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民俗影像

在内容、发展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本文将以影像传播为视角，对少数民族民俗影像进行

研究，旨在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民俗的传播与传承。 

2. 少数民族民俗 

2.1. 少数民族民俗的概念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生活方式、行为方

式以及精神风貌等，主要包括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两个方面。它是集大众智慧、为民而生、为民所用的

文化活动集合体，在民间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它又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既是对古代民俗文化的一种继承，又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肯定。 

2.2. 少数民族民俗的社会功能 

少数民族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用于祭祀祖先、庆祝节

庆、展现民风的重要方式，也是让更多人认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了解少数民族生存发展情况的珍贵证

明，具有极高的研究与探索价值。少数民族民俗活动往往以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为己任，它不

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对民族民俗进行保护、

传承和普及，对于继承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丰富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

是联系各种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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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数民族影像传播概述 

3.1. 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像中对于民俗影响的界定 

少数民族的民俗是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之一，由于历史、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俗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于

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响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首先，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响是区域性的。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俗

之间存在着差异。比如，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婚礼、葬礼等方面的习俗与东北的鄂伦春

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有明显的不同，这些差异表现出了地域性的影响。其次，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响

是人文性的。少数民族民俗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群环境中形成和传承的，它们反映了民俗学、社会

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人群在传承少数民族民俗的过程中，也会对其进行不同的诠释和传

承，因此，人文性的影响使得少数民族民俗的表现具有了多变和多样性的特征。其三，少数民族民俗的

影响是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民俗并不仅仅涉及到宗教、婚丧嫁娶等特定领域，它们还包括了文学、艺术、

语言、饮食等多个方面。其中，语言、音乐、服饰等都是反映少数民族特色的重要手段，它们的影响也

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民俗领域。最后，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响也是跨文化的。少数民族民俗过程中，

和汉族、回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随之发生。这种影响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形成了许多

与汉族相似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符号，表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而促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理解。 
在总体上，少数民族民俗是一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且具有独特性的文化衍生物，它具有区域性、

人文性、综合性和跨文化性等多个方面的影响。然而，少数民族民俗传承和保护的问题是务实的，需要

通过政府、国家和个人共同努力，落实相关制度和政策，以保障不同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 

3.2. 民族民俗影像传播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民俗的传播中，影像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将民族文化的内涵以直观、真实的方式呈

现出来，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好的途径和平台。同时，影像传播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有效手段[1]。随着影像设备的不断发展，影像技术在少数民族民俗传播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影像拍

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新兴数码技术，拍摄出了大量高质量、高水平的民俗影像作品，少数民族民俗影

像传播也逐渐向多元化、现代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3.3. 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特色 

少数民族民俗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

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民族民俗生活中，特有

的服饰，语言，物品，风俗等都是一个稳定的象征体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如《最

后的山神》中对最后的萨满祭祀山神的场景进行记录。这种“陌生化”的内容有别于主流文化，是民俗

影像中独一无二的亮点。 
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在以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基础的同时，在精神内核上仍带有深厚的本土化

色彩，含有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保留少数民族民俗的原生态景象，展现民族风情与特色文化。与此同

时，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传播也深化了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探究和文化的深入思考，使作品具有更多的独

特文化内涵，并暗含着导演对于当下社会的思考。从宏观上来看，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在传播少数民族文

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影像传播，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民俗，这也是对我国各民族

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和传承。从微观上来看，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具有重要的传播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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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3.4. 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像传播和艺术风格 

影像是一种主观性的艺术创作产物，也是民俗传播的重要媒介手段，将影像技术与民俗活动相结合，

将更具有感染力和亲和力，是当前推动民族民俗传承和传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少数民族文化通过

影像进行表达与传播，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表述范式[2]。 
把民俗内容与各种新兴媒体平台结合起来，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来传承和传播民俗，是当前信息时代

的必由之路。而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作为一种新形式，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拍摄手法也具有较强的

艺术风格。运用数字化时代的先进科技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表现具体画面、声音、内容和主题, 综合运

用画面的表现元素和镜头的造型功能[3]。同时借助新媒体独特的传播优势，将这些故事传播到社会的每

个角落，使这些故事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推动少数民族民俗的传播和传承。 

3.5. 少数民族民俗的影像传播内涵与重要性 

少数民族文化影像是指用数码设备拍摄下来的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涉及

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传承[4]。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在传播少数民族民俗的过程中，不仅

可以对民俗文化进行记录和保存，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少数民族民俗的发展。这些影像作品，在

叙事结构、色彩展现等表现形式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并且不同的创作者针对不同的类型、题材影像

所掌握的风格，可以将不同的思想情感表现得更加明显，充分发挥了影像表现的直观性，给观众带来启

发，同时也能向观众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在这些作品中，民俗影像始终是一种文化表现的载体，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活动影像展现形式。因此民俗影像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轨迹、人文历史，其具有

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借助影像的传播，让观众领略到民族民俗文化的多姿多彩，弘扬民族精

神，散发出无可取代的独特魅力。 

4.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现状 

4.1. 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的基本情况 

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是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通过影像的形式向公众传递。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就开始有了初步的探索。此后，国家对民俗文化影片的拍摄与传播给予了

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目前，我国已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作品，有些是由专业影像机构拍摄，

也有许多是由民间爱好者自发制作。这些影像作品涵盖了少数民族各种民俗活动和文化表现，包括宗教

仪式、民间婚嫁、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在影像制作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化单位和个人采用了

数码技术和制作软件，其制作的作品质量和效果也越来越好。 
在传播方面，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认可和推广。一方面，影像机构通过电视、

网络等多种媒介，将影像作品传播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举办民族民俗影像展览和艺术节等活动，吸

引了大量观众的欣赏和参与。在学术界，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成为民族学、

文化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对象。同时，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传播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4.2.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的优势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而是转向

了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少数民族民俗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其中以影像传播为代表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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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民族民俗的保护、传承与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影像技术以其高度可视化，易于保存等

优点，更易于对民俗文化进行传承与传播。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传播方法，影像化技术有着无可比拟的

优越性。将民俗影像化之后，能够将民俗活动的整个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观众在观看影像时，不会花

费太多的时间来解读文本，也不需要对活动的真实画面进行想象，并能够更快更直观地了解相关的活动

流程，这也是相对于以前的文字传播方式而言，影像传播更具实用性的原因。 

4.3.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面临的挑战 

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具有一定的优势，它能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

文化。但是，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这是国内民俗影像创作所面临的一个

普遍难题，另一方面，也是由民族民俗题材的影像本身所带来的困境。首先，少数民族民俗影像自身存

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数的民族民俗影像流于形式，而不会从一个真实现代人视角去观察他们的生活

状态。同时，在摄制过程中，我们要以一种现代的眼光，客观地观察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而

不仅仅是一种表层的记录，从而克服模式化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刻画等缺陷。同时由于受到时间空间、

语言文字等因素的限制，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不能完全地将民俗生活景象展现出来，不利于观众更好地了

解少数民族民俗。再者，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表现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单一，也导致了少数民族民俗影像

发展遇到瓶颈。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比较传统，虽然可以展现出少数民族的奇异风土人情，但是它却很难

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观众几乎不能从它中获得少数民族人们的现代化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就使得它

看起来略显单调，对于现代观众而言没有强烈的吸引力。 
其次，由于受到了多元化艺术潮流的冲击，民俗影像的市场发展空间很小，所以它逐渐出现了被边

缘化的趋势。相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对少数民族民俗中复杂、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民族形象的接受度较低，

同时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也导致了民俗影像在走向大众市场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创意化

人才的匮乏，专业技术岗位的匮乏，这些都显示出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的欠缺，以及行业规范的不完

善，这就导致了民俗影像的传播与制作存在着诸多缺陷。 
目前，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的法律保障不健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工作开展需要以完善的传

播保护制度为基础[5]。但我国仍没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相关的保护法规，影视文化领域对于

少数民族民俗保护的力度也不够。在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更好

地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仍然面临着发展

困境。在新时代中，传统的影视文化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目前我国影像作品中对于少数民族民俗文

化的呈现主要集中在纪录片和影视剧中，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大众传媒对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播

力度还不够，缺乏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影像传播的支持，导致民族民俗影像传播发展缓慢。 

5. 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的问题和建议 

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活动，能够向公众展示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

文化。尽管这项传播活动在我国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支持，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影像呈现的质量不一。由于传统的拍摄技术受到限制，一些影像制作质量并不高，降低了观

众的观赏体验和影像本身的价值。影像制作者应该加强技术水平的提升，通过更先进的拍摄技术和制作

软件提高影像的制作质量。 
其次，影像传播的受众面狭窄。很多影像只在民族地区展示过，其他地方的观众很难发现和了解。

为了扩大影像的受众面，我们应该加强网络推广、跨平台传播、组织展览等宣传方式，提高观众的关注

度。 
第三，影像制作者的传播理念有待升级。一些影像制作者在传播影像时只追求热点，过度渲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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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失去了真实记录的价值。我们应该注重民俗文化的真实性、价值性和艺术性，用正确的传播理

念和方法来记录和传播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最后，影像传播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一些影像的制作和传播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侵犯少数民族文化的权益。为了防止非法内容的传播和涉及的负面影响，政府和文化单位应建立健

全的监管机制。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健康发展，我们需要通过提高制作质量、拓展受众、升级传播理念、

建立监管机制等多方面的方法，全方位地促进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传播，实现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

传承和弘扬。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传播是对少数民族民俗的一种记录和再现，在对少数民

族民俗影像进行传播时，应从其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保持民族民俗艺术形象，

还本真，传情感，表精神，让影像内容与民俗文化相互融合，激发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因此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创作者们，更应该积极地担负起记录和传播民族精神和民俗文化的责任，使它

们在影像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以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创作者

应该紧紧跟随着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最新发展趋势，将技术创新与视听语言表现手段相结合，将重点放

在多元化的表现内容上，精确而灵活地选取表现形式和风格，并与当今影像拍摄的特点相结合，以更丰

富、更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影像作品，为观众带来更具观赏性的视听享受和体验。 
同时还要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将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化社会

发展的需要。此外还要重视对民俗影像进行科学规划的商业化运作，将艺术与市场化相结合，将重点

放在对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商业化宣传和营销等具体的商业经营操作细节上。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能

力。同时加强对民俗影像的传播力度，加强专业化的投入和指导，与影视制作机构合作，加强市场营

销观念，积极扩大市场营销方式和渠道，运用多种形式、多种媒介进行传播。另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

络、电视等平台进行传播，使受众更容易接收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信息，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的传承与保护。 
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少数民族民俗影像传播上的主导作用，为其提供人才培养和资金扶持、政策支

持等优惠条件，使其不仅能为受众带来娱乐，还能担负起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建设的战略重任。同时，要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民俗影像的创作和传播。 

6. 结语 

从单纯的记录，到现代的多媒体时代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民族民俗影像始终肩负着重大的文化使命。

利用影像媒介的传播途径，少数民族民俗内容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既能给受众带来愉悦的文化体

验，又能开阔大众的视野，提供新的文化知识。但是，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

表达方式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民俗影像传播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而在新媒体时代下，影像传播也对

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促进少数民族民俗影像发展的同时，选择合适的表现形式与

风格，注意将技术与视听语言表现手法相结合，用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观点表达民俗内容，引发人们的共

鸣。通过影像来保护并传播少数民族民俗，对少数民族民俗影像的内容进行创新，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俗的

传承与发展有所帮助，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少数民族影像在传播上的真正价值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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