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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民间文学作为其关键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

也对目前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意义非凡。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民间文学的现代化传

播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传统传播模式遭受冲击，文化生态被侵蚀，过度商业化影响其本真性与内涵。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聚焦民间文学当代传播，深入探讨保护与创新策略，重视其核心价值，积极推动

与现代社会融合，促进文化生态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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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heritage, and folklore, as a key part of it, 
not only carries rich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ocial education. At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oder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lklore fac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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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mpacted, the cul-
tural ecology has been eroded, and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has affected its authenticity and 
connot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mporary dissemination of folk-
lore, discusses in-depth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emphasizes its core values, actively 
promotes its integration with modern society, and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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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钟敬文提出“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学，它研究的资料主要是现代社会中采集来的。[1] [2]”钟老对民俗

学性质的定义是出于学术的社会关怀而言的，无论是进行民俗文化的历史研究还是关注到现代正在发生

的民俗文化，归根到底是探讨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然而，在新

时期背景下，全球化发展程度加深，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民间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生态

与之前明显不同。这些变化除了使民间文学的传统传播模式面临挑战之外，也造成其内容断层，传承机

制的功能降低等情况。民间文学的传承之所以在当代面临较多问题，源于传播媒介的改变，导致传统的口头

传播方式无法继续应用。一方面，年轻一代更加热衷于短平快的内容消费形式，另一方面，文化断层问题越

来越明显，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失去原有状态，不再体现出民间文学的原生语境。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在保护其核心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推动其与当代社会的融合，成为当代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2. 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现状 

2.1. 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定位 

民间文学在民族文化中占据着关键性位置，其价值在很多层面有所体现，如文化传承、民族认同、

社会教育等。但社会发展促使文化语境快速变迁，传统传承模式逐渐被淘汰，新语境成为各界焦点。 
首先，城市化进程加速，极大压缩了民间文学生存空间。传统乡村社区曾是传播民间文学的重要载

体，其口头传承依赖日常集体活动和人际交流。但在城市化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乡村逐渐被向外延伸的

城市吞没，传统的社区结构正在瓦解，许多与农业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活动被迫中断。民间文学传播路

径断裂，生存土壤遭受破坏。 
其次，新媒体成为主流信息渠道，人们获取知识、信息和文化内容的方式有了明显改变。民间文学

故事叙述对直接的情感表达有一定要求，与快节奏的信息消费模式不符。当娱乐性更强的现代媒介环境

出现后，年轻一代对传统口述文学的独特性选择漠视。 
再次，全球化浪潮对民间文学的存在构成挑战。在跨文化交流愈发频繁的当下，以西方流行文化为主的

全球文化形式显然更受瞩目，民间文学由于本身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在文化霸权主义背景下发展受阻，很多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内容不仅无法广泛传播，甚至在冲击下消亡，原本多样的文化生态陷入困境之中。 
最后，尽管面临困境，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仍具重要地位，于信息化进程中衍生新表现形式，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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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娱乐等领域紧密相连，重新评估与发掘其价值对满足当代文化需求意义重大。 

2.2. 民间文学在当代语境中的功能转型 

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民间文学急需功能多元转型，深度融入文化实践各领域。 
首先，在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方面，民间文学作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艺术形式，可以通过神话故事、

歌谣、民间传说等帮助民众强化文化印象，树立正确文化观。在多元文化时代，守护本土文化精华，抵御全

球文化冲击，防止青年一代文化迷失与不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民间文学，凭借传统智慧与情感纽带连接着历

史与未来，是文化延续的心理根基。民间文学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大门类中位居首位，国务院先

后于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2021 年公布了五批国家级 13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共计 1557 个国家级项目。在这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民间文学项目共占 251
项[3]，包括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谜语等几大类，涉及 26 个民族，31 个省(区、市)。 

其次，在历史记录与经验传承维度，民间文学作为口述历史的重要部分，生动展现民众社会活动、

文化生活与情感状态，填补官方历史记录，聚焦社会底层声音，拓宽文化发展脉络。其以寓言和象征手

法寄托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对自然秩序的敬重，在当代仍是启迪思维与创造力的源泉。但功能转型

过程中，民间文学需精准剖析传统特色与现代语境异同，探寻协调发展路径；创新传播方式，保障年轻

群体持续关注度，从而完成对民族文化的保育与开拓。 

3. 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现实困境 

3.1. 传播媒介的改变 

当代社会传播媒介变革深刻影响民间文学传承。民间文学的口述特性依赖现实社交场景，当下新媒

体崛起，网络移动端主导传播领域，民间文学在虚拟场景中渐趋边缘化。现代传播媒介节奏快、娱乐性

强、可视化突出，相比之下民间文学则是情节复杂、情感细腻和内涵深厚，这都是与新型传播媒介难以

兼容的点。传统长篇叙事内容在虚拟化、碎片化信息交换环境中传播受限，并在数字化呈现中简化为表

面符号，丧失原本的情感与文化深度。 
在跨媒体传播与数字化展示方面，以《黑神话：悟空》为例，其在融合民间文学与民俗元素方面表

现突出。游戏里的所有古建筑建模基本来自于山西、四川、浙江、河北等多个省区，游戏开发团队通过

实地考察、实景扫描并在游戏中进行了高度还原，融入了中国神话故事和陕北说书等非遗文化。据统计，

《黑神话：悟空》在各省市 36 个取景地里，山西省占了 27 个[4]。角色塑造上，对悟空这一形象进行了

游戏化改编，黑灰色的外貌，凶狠的神态，与游戏本身的冒险性、竞技性相呼应，配合背景的色调充满

玄幻、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对孙悟空形象的代性重构，符合 Z 世代年轻人的大胆和先锋，在尊重

传统的基础上诠释时代精神。随着游戏的上线，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作为游戏取景地迎来了史无前例的

旅游流量。山西文旅与游戏开发团队也早有合作，游戏上线当日就在公众号发布文章《久等了!让我们一

同跟着悟空游山西》，完美诠释了游戏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对此我们不禁要反思，山西云冈石窟佛像

和临汾小西天的彩塑，这些艺术瑰宝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民俗文化，它们本应是民间文学传播的重要载

体。但以往其传播主要依赖实地参观和简单的文字说明，形式极为单一。受地域、时间等因素限制，能

够亲身体验和了解其背后民间文学故事的受众数量有限，很多精彩的故事难以广泛传播开来。而《黑神

话：悟空》这样的现代文化产品，却能突破时空限制，将民间文学元素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推向大众，

这无疑凸显了传统民间文学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局限性，迫切需要探索新的传播路径，让传统民间文学

在现代社会中重焕生机。 
年轻一代娱乐偏好加剧民间文学传播困境。短视频和在线游戏盛行，其追求快速直观体验，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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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特质相悖。即便民间文学以短视频或动画形式呈现，文化价值常被削弱，叙事深度不足。现代技术

虽助力民间文学保护传播，但也引发“失真”问题。数字化记录使民间文学脱离原生语境，如民歌转录

后失去地域风情，沦为单纯旋律；口述文学转录后即时性与互动性衰减。传播媒介变革虽指明方向，但

对民间文学完整性和传承效果提出严峻挑战。 

3.2. 文化断层的加剧 

文化断层的加剧是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面临的另一重大困境。刘铁梁提出村落可以实现

精神自给自足，“表现村落互动关系上”。这种自足“本质上就是对于共同知识体系的拥有”。交流互

动，是群体强化共同知识和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5]。民间文学本就是根植于乡村社会和人口的，其内

涵、发展形式等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仪式。在城市化的影响下，这些曾保障民间文学的稳定流

传和文化特性的活动本身难以延续，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文学传承人数量的减少使得许多具有地域性和

个性化的文学形式濒临消失。老一代传承人作为民间文学的主要传播者，肩负着口耳相传的重任。然而，

随着这些传承人逐渐老去甚至去世，许多未被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内容将不可避免地随之消失。同时，

民间文学内容与当代社会需求脱节。当代社会注重文化及时性、普遍性与经济价值，民间文学鲜明的地

域特色难以契合，因而社会关注度骤降，在主流文化生态中地位不稳。 
音频新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文学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无法完全弥补文化断层带

来的影响。以喜马拉雅平台上的《山海经》主题节目为例，虽然主播们通过各种创新的讲述方式吸引了

不少青年听众，但与传统的民间文学传承方式相比，这种基于新媒体的传播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

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文化体验。在传统社区中，人们围坐在一起讲述民间故事，这种氛围和情感联系

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评论和弹幕交流难以完全重现，文化断层对民间文学传承的阻碍仍然无法破除。 

3.3. 商业化的过度介入 

目前，文化资源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成为重要经济资产，民间文学的商业化进程也在加速。但商

业开发常剥离民间文学内涵，将其降格为娱乐工具。如某些传统故事改编为影视或旅游产品时，为博眼

球舍弃文化精髓；传统节庆民俗表演在商业化后，文化逻辑出现扭曲。 
以四川宜宾翠屏区为例，在因为电影《哪吒；魔童降世》大火后被授予“中国哪吒文化之乡”，当地

原本的哪吒祭祀等传统民俗活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本庄重且遵循特定仪式流程的

祭祀表演，在旅游项目中被简化为一些片段式的舞台展示。例如，完整的祭祀仪式包含迎神、上香、诵

经、献礼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顺序，而在旅游表演中可能仅选取了其中一两个简

单的动作进行展示，且表演时间大幅缩短，从原本可能持续数小时的完整仪式变成了十几分钟的简短表演。 
同时，为了营造热闹氛围吸引游客，加入了许多与传统仪式无关的现代舞台特效和娱乐元素。在表

演场地周围设置了大量的霓虹灯和音响设备，播放着流行音乐，演员们在表演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些现代

舞蹈动作和搞笑的互动环节。原本祭祀仪式中蕴含的对哪吒的崇敬、祈福等文化内涵被淡化，这种改造

仅仅是为了营造热闹氛围吸引游客，而忽视了传统民俗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和逻辑，使得这些民俗表演

失去了原有的文化韵味，使民间文学孤立于文化语境，损害其文化完整性与传承意义。 

4. 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创新发展 

4.1. 民间文学创新发展的文化需求 

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复杂多变，民间文学走向与时俱进发展方向以满足文化消费需求多元化属于必然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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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间文学需集中注意力在文化适应与更新方面。目前，文化形态的变化速度极快，这对于传

统文化而言属于严峻挑战。倘若民间文学并未做出改变，而是在传统形式方面停滞不前，那么将逐渐被

多元文化的格局淘汰。创新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而是在保持其核心价值与精髓的同时，与现代艺术、

科技手段和传播方式相结合，使其更加贴近当代人的审美与情感需求。 
其次，文化消费需求影响较大，比如古风审美的消费品逐渐受到更多年轻人的青睐，其中汉服占据

非常大的比例。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2019 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规模已达到 356.1 万人，连续 4 年

保持 70%以上高増长。[6]”德国学者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曾提出，当今城市“已经成为生活风尚

的舞台和文化实验场了。[7]”汉服文化消费正是印证着卡舒巴的这种说法，年轻消费者既要超越主流文

化，实现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精英的身份感，又不愿彻底脱离主流，因此以“文化复兴”“华夏

复兴衣冠先行”等名义与主流文化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在城市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生活主张。同样民

间文学兼有生动性和艺术性，因此在市场开发方面有较大前景。随着创新模式的介入，民间文学能够为

文创产业增添新生机，在影视娱乐方面发挥自身作用，解决了商业化和文化传承不平衡的问题。 
再次，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需求也要求民间文学通过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文化对话。作为独特的

民族文化符号，民间文学具有展示民族身份和文化特质的作用。然而，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如果仅依靠

传统的表达方式，民间文学很难突破地域限制并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4.2. 民间文学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民间文学的创新发展是一个不断追求完善的系统工程，要以内容为核心和切入点，并从传播形式和

跨文艺形式结合等多方位进行探索实践，紧密贴合时代语境。 
首先，融合当代艺术形式是关键突破点，可拓展传播途径。追光动画在改编《白蛇传》时，采用了独

特的美术风格，将传统东方美学与现代动画技术相结合，为老故事注入新意。例如在场景设计上，对西

湖、金山寺等经典场景进行了细腻且富有想象力的重构，代表爱情的西湖是烟雨朦胧的、象征秩序的金

山寺则是庄严肃穆，这些场景在动画中被赋予了新的生机与质感，使其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韵味，又

呈现出现代感的视觉效果。在人物塑造方面，赋予白蛇、青蛇等角色更丰富的性格层次和情感变化。白

蛇不再仅仅是传统故事中单纯的报恩形象，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展现出女性个体的勇敢、执着以及面

对困境时的脆弱和挣扎都被细腻地刻画出来；青蛇则更加凸显出其自信、直爽敢于反抗秩序的性格特点。

通过细腻的动画表现手法更多的展现女性个体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以现代的情感叙事和价值逻辑吸引

观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观众情感需求，扩大受众范围。 
其次，跨媒体传播与数字化展示为民间文学开辟广阔空间。以育碧公司的《刺客信条》系列游戏为

例，其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蓝本，构建丰富游戏世界。在《刺客信条：奥德赛》中，巧妙融入古希腊

神话故事为游戏背景，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会遇到美杜莎、独眼巨人等神话角色，并参与到与这些角色相

关的任务和剧情中。游戏公司通过深入研究古希腊文化和民间传说，将其与游戏玩法紧密结合，使玩家

在探索游戏世界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古希腊神话时代和神话故事中。在与美杜莎的剧情中，玩家了解

到她被诅咒的悲惨身世，原来她本是一位美丽的祭祀，因触怒雅典娜而被变成了蛇发女妖，这颠覆了传

统对她作为单纯恶魔形象的认知，引发玩家对神话故事的新思考，从现代视角重新感受古希腊民间文学

的魅力。这种创新理念不仅增加了游戏的文化内涵和趣味性，也让民间文学在新的媒介形式中得以传承

和传播。《荒野大镖客》系列游戏则以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为背景，融入了大量当时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比如游戏中会出现一些关于牛仔英雄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当地社群中口口相传，游戏开发者将其改编成

游戏任务和剧情，玩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能够了解到美国西部民间文学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

貌、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游戏中的场景设计也借鉴了美国西部的自然风光和民俗建筑，进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2169


刘赛男 
 

 

DOI: 10.12677/ass.2025.142169 668 社会科学前沿 
 

一步增强了游戏的文化沉浸感。相比之下，中国在文化遗产商业化转换方面虽资源丰富，但存在转换利

用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如《史记・刺客列传》中众多精彩角色和故事，以及丰富的民间文学

资源，都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开发。 
最后，构建商业与文化共生关系亦是不错的创新动力。如杭州小百花越剧团对于越剧《梁祝》的新

编，在保留经典爱情故事核心的基础上，对舞台表现形式、音乐旋律、服装道具等方面进行创新。在舞

台表现上，运用现代舞台技术打造出美轮美奂的场景，如利用多媒体投影技术营造出梦幻般的蝴蝶纷飞

场景，增强了视觉效果；音乐旋律上，在传统越剧曲调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音乐元素，小提琴曲梁祝，

使其更具多元化；服装道具方面，在传统越剧戏服中加入符合现代审美特点的元素。这些创新使得越剧

《梁祝》吸引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其爆火背后的原因在于成功地将传统民间文学与现代艺术

表现形式相结合，从市场导向满足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和对新颖艺术体验的追求，为民间文学

的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 

4.3. 民间文学创新发展的文化坚守 

新时期背景下，民间文学创新发展需平衡好创新与传承，防范过度商业化侵蚀文化内涵。 
首先，坚守文化核心是根本原则，民间文学魅力源自民族智慧与人文情感，创新应紧扣核心价值观，

确保文化精髓传承。尊重传统语境是创新前提，民间文学价值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创作应兼顾历史文

化保护，维护地域特性，保障其在新传播模式下持续发展。 
其次，合理管控商业化进程不可或缺。商业化虽然能拓展生存空间，但过度逐利会扭曲原本的文化

内涵。应始终持着底线意识，规范商业开发行为，确保经济利益与文化传承协调共进，守护民间文学文

化本真。以迪士尼的《寻梦环游记》为例，其深入挖掘墨西哥亡灵节文化，从一个不起眼的家庭故事引

入对节日的起源、传统习俗、象征意义等多方面的细致呈现。在电影中，通过精美的动画效果展示了亡

灵节期间墨西哥的热闹景象，如色彩斑斓的剪纸、精美的祭坛、欢快的舞蹈等元素，将墨西哥的传统文

化元素与家庭、亲情的主题紧密结合，引起了全球观众的情感共鸣。这种对地域文化的尊重和深度挖掘，

使得电影不仅在墨西哥本土受到高度赞誉，也在东亚地区以及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收获了大量观众

的喜爱，这表明一切文艺作品只要内容质量过硬，深入展现文化内涵，并非一定要刻意迎合市场，也能

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而迪士尼的真人版《花木兰》则是过度商业化侵蚀文化内核的反面案例。在改编

过程中，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和商业利益，对原故事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诸多不恰当改动。例如，电影中木

兰的形象被过度西化，其性格塑造和行为方式偏离了故事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原本木兰代

父从军所体现的孝道、坚韧和对家族荣誉的责任感等核心文化价值在电影中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些

好莱坞式的、电影工业化的美式英雄主义情节。同时，电影在场景设计、服装道具等方面虽然看似华丽，

但却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呈现，导致整体文化氛围的失真。这些问题引发了众多观众的争

议，使得电影在文化传承方面遭到诟病。 

4.4. 民间文学创新发展的保障措施 

首先，建立文创与旅游产业商业开发监管体系，成立专业评估机构；由文化部门牵头，联合高校民

间文学研究专家、文化产业经济学者、资深民间艺人等成立民间文学商业开发文化价值评估中心。制定

详细且科学的评估标准与流程，针对文创产品和旅游项目中的民间文学元素运用进行全方位评估。例如，

在评估以民间传说为主题的文创玩偶时，从玩偶造型对传说角色形象的还原度、色彩搭配是否契合传说

文化氛围、附带的文字说明能否准确传达传说故事及寓意等方面进行考量；对于依托民间文学打造的旅

游景区表演项目，评估表演情节对原故事的忠实度、演员服饰道具是否符合传统风格、表演过程中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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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的讲解深度等。 
其次，开展专业培训与交流活动；定期举办民间文学创新发展培训班，邀请权威学者、文化企业家

和民间文学传承人担任讲师。培训课程涵盖民间文学理论知识强化、创新思维启发、现代技术应用于民

间文学创作与传播的技巧、文化市场需求分析等内容。精选国内外优秀创新案例进行共同分析，如《中

国奇谭》中的《鹅鹅鹅》篇章，其独特的美术风格和叙事手法为民间文学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它采用

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西方素描线条和中式水墨色彩搭配，营造出古朴而神秘的氛围，将观众带入一个充

满奇幻色彩的世界。在叙事上，打破常规节奏，通过角色微妙的表情和动作传递深层寓意。例如，片中

货郎与狐女的互动情节充满了悬念与隐喻。货郎在送鹅途中偶遇狐女，狐女邀请他喝酒，此时货郎心中

既对狐女的美貌有所心动，又担心自身安危和鹅的去向，这便形成了悬念。而从隐喻层面来看，货郎代

表着平凡之人，狐女象征着外界的诱惑，鹅则隐喻着货郎内心的纯真与坚守。当货郎在狐女的诱惑下逐

渐迷失时，他对鹅的忽视便暗示着在面对诱惑时可能会失去自我。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成功地将民间文

学中的神秘、奇幻元素以新颖方式呈现给观众，尤其是吸引了年轻观众群体。再例如抖音用户“钱丢丢”

的系列神话视频，涉及东皇太一、云中君、瑶姬、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大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

系列神祇构成的上古巫文化体系[8]。这些神话谱系化实践，与茅盾、袁珂、钟毓龙等人的神话谱系化工

作是相承接的。因此在看到短视频解构神话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用户重铸上古神话体系的努力，这种基

于传统的神话重述恰好体现了民间文学的“未完成性”特征深入分析其成功之处，可为创作者提供直观、

具体的借鉴范例。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曾说：“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渗透到民间世

界的技术给民间文化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改变。[9]”视频技术渗透到中国神话传统的情境，正是自然

而然的过程，这些神话短视频的制作和接受者——用户也在无意识间把神话挪用到了视频世界，在作为

古老文化话语的神话与高新技术之间搭起了桥梁。 

5. 结论 

综上所述，民间文学作为历史发展道路上的瑰宝，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其

传统传承模式因丧失原生场景和传播环境面临挑战，但数字技术与跨媒体传播为其提供创新契机。遵循

历史与现代融合原则，坚守文化核心，创新传播形式与商业模式，建立有效保障措施，民间文学定能在

现代社会焕发生机，保育民族文化基因，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中展现独特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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