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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贵州省龙潭古寨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新媒体营销在民族服饰旅拍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

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深入探讨了短视频营销、社交媒体传播、直播带货等新型营销模式对传统民族文

化的创新传播路径。研究发现，新媒体营销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直播等形式，显著提升了龙潭

古寨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推动了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同时，本文也指出当前面临的同质化竞争、文化

失真等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为民族地区文旅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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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Longtan Ancient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the pivotal role of new media marke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ostume travel 
photography industry.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case study analysis, it delves into innova-
tive communication pathways facilitated by emerging marketing models—including short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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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social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live-streaming commerce—for traditional ethnic cul-
tur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new media marketing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Longtan Ancient 
Village’s visibility and appeal through platforms such as short video apps, social media, and live 
broadcasts, thereby promoting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currently, 
the study identifies prevail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homogenized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distor-
tion, while propos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o infor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
gions’ cultural tourism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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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内推进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务川县政府积极响应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突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对文化和

旅游工作作出重要部署[1]。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社交媒体(如小红

书、微信)以及直播成为旅游营销的重要工具。龙潭古寨作为贵州省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寨，近年来通过新

媒体营销手段，成功将民族服饰旅拍打造为旅游亮点。民族服饰旅拍不仅是旅游经济的增长点，更是仡

佬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在新媒体传播下，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被赋予现代审美表达，实现

了“传统与时尚”的融合，并且旅拍业为龙潭古寨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带动

了周边产业的发展。龙潭旅拍成为游客与仡佬族文化互动的桥梁。游客通过穿戴民族服饰、参与仪式拍

摄，从“旁观者”变为“体验者”，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而本地居民则在交流中重新审视自身文

化价值，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从新媒体营销的角度，分析龙潭古寨旅拍业的发展路径、成效与挑战，探

讨如何通过创新营销策略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双赢。 

2. 龙潭旅拍店发展的背景 

2.1. 国家政策支持，政府积极推行 

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进可持续性旅游发展，促进偏远乡村脱贫致富。2007 年务川仡佬族苗族自

治县开始提出挖掘和保护仡佬文化，2008 年正式开始落实。自 2014 年开始实施“文旅引领”发展战略，

打造“仡佬之源，乐活务川”文旅品牌，构建“快旅慢游”体系。龙潭作为主战场，其规划总面积 30 平

方公里，主要有公路建设、景区绿化、丹砂文化打造、龙潭荷花池扩建、九天母石祭祀建设、百合花海、

翁溪吊桥改造、申祐祠堂建设等。在国内推行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务川县人民政府积极响应 2017 年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继续推进可持续性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此后，龙潭古寨先后被评

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首批民族传统特色古村落”、“贵州省 20
个重点保护民族村寨”。随着国家对文旅融合发展的强调，龙潭更加积极挖掘当地仡佬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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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地原始的旅游发展经济 

龙潭自 2007 年挖掘仡佬文化推进可持续性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到家

乡投入龙潭的旅游服务行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旅游业的推进往往会伴随着同一地方其他产业的

兴起及发展。龙潭旅游体验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人文景观类和传统民俗类。人文景观类指的是龙潭在发

展旅游过程中规划、建造的多个景点，包括睦福门、鼓楼和号楼、归源殿和百合宫、龙潭荷花池、九天母

石祭祀区、百合花海、翁溪吊桥、申祐祠堂、申佑雕像等。传统民俗类就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如传统

节日“吃新节”、传统美食套餐“三幺台”、空中绝活“高台舞狮”、传统体育“打篾鸡蛋”、濮乐遗音

“仡佬吹打”、民间戏剧“仡佬傩戏”、娱乐技艺“大贰纸牌”等，极具仡佬族特色民族风情。 
民族旅游村寨既是村民的生活生产空间，又承载着一定的游客量和公共服务功能。村寨景观一方面

具有“乡土”“地域”及“家园”的特质，同时，因发展旅游的需要，在保持整体原生形态的基础上，又

进行了一定的艺术提炼和升华[2]。原来龙潭村民依托旅游发展起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龙潭的自然风光

景点讲解、表演民族传统文化节目、经营民族文化主题客栈和特色传统美食、建造草莓基地、经营民族

服饰旅拍店等。其中龙潭古寨的民族服饰旅拍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逐渐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新特色。民

族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极其显著的符号象征，可以让他者直观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是民族

成员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核心。这些显性的文化事项就是“民族文化的关键符号”，它蕴含民族特殊

精神和价值观的文化表意系统[3]。从新媒体营销的角度，了解分析龙潭古寨旅拍业的多重发展路径、成

效与挑战，探讨民族服饰旅拍业对当地的影响。 

3. 新媒体营销在龙潭旅拍中的应用 

3.1. 短视频平台的引流效应 

龙潭旅拍之所以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短视频的引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是通过短视频

将民族旅拍引进龙潭。如当地一家旅拍店“余音”的由来。“余音”的老板自 2019 年返回家乡创办“余

音”，正是因为他在刷“抖音”和“小红书”时，多次刷到有关千户苗寨的苗服旅拍照片及视频，又遇到

龙潭推行文旅融合，受到启发，开始经营民族服饰旅拍店。其次，已经发展起来的龙潭民族旅拍通过短

视频向外界传播民族服饰，寨民们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宣传当地的民族旅拍店。前往龙

潭旅游的游客也自发分享旅拍的短视频、服饰展示、龙潭山水风光等内容吸引流量，形成“打卡”效应。

此外，旅投公司与当地的旅拍店开设官方账号，定期发布高质量视频及图片，强化本地品牌。近年来，

务川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将丰富的文旅资源作为突围破局的“底蕴”和“王牌”。结合县情实际，谋

划推出“村光大道”《我要上村晚》等具有创新性、互动性、趣味性的文体活动，全力构建“场景 + 住
宿 + 多业态”旅游生态圈，持续提升务川的知名度。 

3.2. 社交媒体的特色推荐 

通过“网红”博主或游客的图文分享，推荐龙潭当地别具一格的山水风光、民族服饰文化、旅拍视

频吸引各方游客。比如《我要上村晚》的众多嘉宾携“流量”而来，受聘成为“务川文旅推荐官”，还借

助网络直播、小视频、图文等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地推介务川美食、美景、文化、民俗，吸引观众热情

参与。借助嘉宾选手的强大号召力与直播的广泛传播效应，仅 2024 年 7 月~10 月，景区共接待游客 112.32
万人次，完成综合性旅游收入 12.17 亿元[4]。还有当地人的朋友圈和旅投公司在相关媒体公众号上的推

文，利用地域、民族特色定向投放，吸引周边省市的游客。借助各种活动的举办，如三八妇女节、清明节

仡佬族的祭祀活动等，旅投公司会剪辑往年的照片和视频推送到“抖音”、“小红书”和公众号上提前进

行宣传，吸引各地游客前往龙潭参观祭祀大典。在祭祀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人、工作人员，还是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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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学生或围观群众，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身份、地位、表演的节目和穿着的服饰都蕴藏着

民族文化的内涵，民族的集体记忆及神秘的地方性知识。旅投公司通过自己的多种途径推广古寨民族文

化，“余音”也一直致力于发挥其创新力，在保留传统仡佬服元素的基础上，经过改良、混搭，引进其他

民族服饰等方式丰富着服饰的数量及类别。 

3.3. 直播平台的直接销售 

直播营销可以让网友实时了解龙潭民族旅拍特点。当地一家名叫“容艺创响传媒”的旅拍店，主要

就是通过实时直播展示民族旅拍的特点，支持民族婚礼拍摄，并且能让网友在线上购买。它更多地借助

了新媒体途径，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旅拍店”，也就是通过网上直播平台介绍本店的特色，包括店里

主营的婚纱摄影和些许民族服饰摄影，引起网友和游客的兴趣，吸引游客来到龙潭古寨旅游，拍摄照片

和短视频，再通过游客的短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吸引更多游客前往。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节庆上的

活动直播，像仡佬族的“吃新节”直播，也能展示当地寨民的民族文化习俗与服饰特点。这除了能在经

济上获取收益，还能推广仡佬文化，促进仡佬文化的传播及发展。 

3.4. 公私合营的整合营销 

像初步发展的“余音”，因规模较小，服饰种类少，起初并不提供拍摄服务。经过一年多的经营，老

板选择与旅投公司合作，扩大经营规模。旅投公司与当地政府有联系，借助旅投公司的宣传手段，能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往。旅投公司通过拍摄表演视频、公众号推文、节日做活动多方面的宣传等方式，使“余

音”的传播途径多样化、产业链得到提升，打开龙潭民族服饰旅拍的知名度，让更多人看到仡佬服饰文

化的特色。现在的“余音”是由从传统的民族服饰租借店转向与旅投公司合作经营的公私合营的民族服

饰旅拍店。与以前相比，其更具条理性和规模性。首先在服饰种类上更加多元，店里除了仡佬族服饰、

苗族服饰，还有土家族服饰、藏族服饰、彝族服饰和汉服等；价格上也有具体区别，短款的儿童装民族

服饰、各种类型的成人民族服饰、汉服等价格都是不同的。此外，如在拍摄中有特殊要求还可以与专业

的摄影机构合作，提高品质。 

4. 新媒体营销背景下龙潭民族服饰旅拍店面临的困境 

4.1. 文化保护与商业化的矛盾 

1) 文化失真风险。过度商业化可能导致民族服饰、仪式、习俗等被简化或表演化，失去原有文化内

涵，变成“快餐式”消费。龙潭古寨近年来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借助民族文化旅游助推当地经济的快速

发展，从以下两个方面增加了文化失真的风险：1) 盲目举办节日仪式。本来龙潭古寨较为大型的传统节

日与仪式仅包括“清明节祭祀大典”“三幺台”“吃新节”等，但随着旅游发展的需要，“三八妇女节”

“泼水节”等节日也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在龙潭接连举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频繁地举办各种

节日庆典能够引起更多游客的兴趣，并且通过新媒体的引流增加龙潭古寨的曝光度，进一步促进当地的

些许经济发展，但较为频繁地举办相关活动会引起当地民众和游客的疲乏，从而失去对传统节日、仪式

的敬畏感。2) 简化传统节庆仪式。“旅游舞台的性质直接影响到旅游者表演行为，而舞台性质也随着旅

游者表演而发生改变”[5]，为追求更高效的经济效益，传统的节庆仪式会被进一步简化，可能会在民族

服饰、仪式、习俗等方面上会有所偏差，使得民族文化符号和涵义的丢失与欠缺。 
2) 同质化问题。为迎合大众审美，旅拍内容可能趋于雷同，如千篇一律的“网红造型”，削弱少数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1) 民族服饰的同质化。笔者曾前往广西柳州，到过一个民族服饰旅拍小镇，

那里的发展相对于龙潭古寨就更为“网红化”，每个店铺都具备大同小异的直播设备，虽然民族服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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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较多，如苗服、傣服、藏服等，但不一样的店铺却都是千篇一律的衣服款式。2) 妆容、造型的同质

化。除了各家店铺衣服的同质化严重外，游客们体验民族服饰的妆容、造型和配件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傣族姑娘”和“苗族阿妹”似乎只有衣服服饰上的区别，晚上拍夜景，必定都会搭配小夜灯进行拍摄。

龙潭古寨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利用新媒体发展服饰旅拍，从目前的情景看来，还保留有部分的民族特色，

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龙潭民族服饰旅拍的快速发展最终可能也会有同质化的问题。 

4.2. 基础设施与服务短板 

在交通与场地上有所限制，龙潭古寨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作为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虽然近

几年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在交通和基础设施上已经改善良多，对于周边省、市、县的外来游客来说已经

较为便利，但对距离较远的外来游客，还是有较大限制。在专业服务上也有所缺失，相比凯里的西江千

户苗寨，龙潭古寨缺乏成熟的旅拍产业链，如化妆师、摄影师、导游等专业人员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且受季节性限制，部分地区受气候或节庆时间限制，旅游淡旺季明显，导致旅拍业务难以持续运营。 

4.3. 市场竞争与品牌弱势 

随着龙潭古寨旅拍店的发展，更多的从业者会投入旅拍行业，导致低端的价格竞争，通过低价竞争

挤压利润空间，降低整体服务质量。并且，龙潭古寨缺乏品牌影响力，少数民族地区旅拍多依赖局部口

碑，难以形成如“大理婚纱照”“西双版纳傣装写真”“西江千户苗寨”等全国性品牌与影响力。虽说龙

潭的旅拍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新媒体的营销，但相对来说渠道较为单一过度依赖短视频平台、社交

APP，内容同质化严重，难以触达高端客户。 

5. 龙潭旅拍再发展的主要措施 

5.1. 文化保护与创新平衡 

1) 设立文化保护基金。由政府或旅投公司可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族服饰的传统工艺保护与创

新设计，确保服饰的文化内涵不被商业化稀释。2) 聘请仡佬族文化学者或非遗传承人作为顾问，指导旅

拍店在服饰设计、仪式表演中保留核心文化元素。可以适当简化被赋予“特殊”意义节日的仪式过程，

能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又不至于让传统节日、仪式受到简化的风险、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3) 创新民

族特色。可以结合当地民族文化特点，推出“仡佬文化深度体验”旅拍套餐，结合传统节日，如“吃新

节”的限定拍摄，避免同质化的“网红造型”。 

5.2. 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 

首先要优化交通，与地方政府合作，增开周边城市至龙潭古寨的旅游专线或接驳车，解决偏远地区

交通不便的问题。再联合职业院校开设短期培训班，培养本地化妆师、摄影师、导游等，提升服务质量；

同时引入外部专业团队进行季节性支援。对于季节性问题，可以策划开发室内文化体验项目，如仡佬服

饰制作工坊、傩戏表演等，弥补气候或节庆限制导致的淡季客流不足。 

5.3. 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 

龙潭古寨本身就极具民族特色，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 IP，设计龙潭独有的旅拍品牌标识，如“仡

佬秘境·龙潭旅拍”，结合仡佬族神话或丹砂文化创作故事性宣传内容，增强记忆点。为吸引高端顾客，

可以针对高端客户推出“非遗传承人全程指导 + 限量版服饰”的高价套餐，提升品牌溢价能力，避免低

价竞争。除短视频平台外，与旅游 KOL、文化类公众号合作，发布深度游记或纪录片；参与国际旅游展

会，吸引海外小众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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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可持续发展实践 

除以上解决措施外，可持续性发展是龙潭民族旅拍再文旅融合背景下，借助新媒体传播的重要目标。

可以推广可重复使用的服饰材质，减少一次性装饰品；拍摄场景避开生态脆弱区，倡导“无痕旅拍”。还

要建立文旅融合评价体系，定期评估旅拍业对文化传承、经济收益、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时调整策略。 

6. 结论 

张晓萍等人在编著的《旅游人类学》中提到：“旅游是跨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跨文化交流是

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程，不仅会引起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化，也通过对旅游者的影响来引起客

源地文化的变化。”[6]民族地区利用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面向的群体不只是本省人或邻省人，而是

面向全国各地的游客。民族服饰旅拍作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一种新形式，通过照片、短视频、直播等

方式快速传播，能够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不远千里前往民族地区，感受民族文化，体验地方特色。在此

基础上，民族地区作为主体，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宣扬了民族文化；游客作为客体，既享受了旅游的

欢愉也深刻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就像龙潭古寨与游客两者之间文化的沟通交流，无论是游客们对

龙潭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感受，都是双向的作用，都会对龙潭的本土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促进不同民

族、不同种族间的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龙潭古寨的民族服饰旅拍业是文旅融合在新媒体运行下的成功

实践，既推动了地方经济，又弘扬了仡佬族文化。文化层面上，它激活传统，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播

与认同；经济层面上，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形成产业链联动；社会层面上，搭建跨民族对话平台，增

强文化包容性。未来，龙潭需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求平衡，通过政策引导、社区参与和科技赋能，将旅

拍业发展为兼具文化深度与经济活力的可持续模式，为民族地区文旅融合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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