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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传统民间艺术到现在利用新媒介进行艺术的传播呈现，本文通过对东北的文化形式进行调研，挖掘东

北的传统文化形式，考虑到东北的民俗文化如二人转、小品、民间艺术、萨满文化、影视文化等。通过

对东北的自然以及人文调研，集中于研究考察东北的民间艺术，旨在研究及传播东北民间艺术如剪纸、

皮影、刺绣、陶艺、大花布等形式，深度挖掘、提取东北民间艺术的元素、符号。随着新媒介的发展，

出现了互联网等形式的新媒介传播方式，影视的形式从之前通过电视播放，到现在更多人通过网络、手

机平台运用短视频、自媒体等方式进行传播。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东北民间艺术在短视频平台进行品牌

推广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在当下非常流行、传播快速的短视频中更深刻地传播沉淀的东北民间艺术，

以及对其如何进行更优质的宣传，并对品牌推广传播提出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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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 to the present use of new media for art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ltural forms of the northeas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forms of the northeas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olk culture of the northeast, such as duet, 
skits, folk art, shamanic culture,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ity in Northeast China, it focuses on th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of folk art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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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ing at the study and dissemination of northeast folk art such as paper cutting, shadow play, embroi-
dery, pottery, large pattern cloth and other forms, and deeply digging and extracting the elements and 
symbols of folk art in Northeast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Internet and other 
forms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have emerged. The form of film and television has changed 
from TV in the past to short video, we-media and other forms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Inter-
net and mobile phone platforms. This paper tentative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brand 
promotion of Northeast folk art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discusses how to spread the northeast 
folk art more deeply in the short video, which is very popular and fast at present, and how to publi-
cize it in a better qual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research on brand promotion and commu-
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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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意义 

东北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东北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

剂。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的振兴，不仅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物质因素，还需

要强大的思想文化力量支撑。文化、人文环境、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的“软力量”，是东北振兴的有力的

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该项目通过试图对辽宁传统文化及短视频方式进行深度挖掘，试图寻找解决东北传统文化的沉淀性

与短视频时长短、快速传播之间问题的结合点。从东北民间艺术设计内容及文化中提取元素，以及对如

何利用新媒介平台尤其是通过短视频如抖音等平台进行品牌宣传推广进行探讨。对东北民间艺术进一步

优化及深度、广度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教育界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媒介在市场中的规范都具有一

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调研及实证研究等，将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实

践应用开展，先从东北民间艺术的剪纸艺术开始着手研究，之后延展到其他艺术形式。通过研究探索，

提取传统文化因素，在短视频平台中能够以新的品牌形式、更优质的设计，并且快速、广泛地传播出去，

补充完善构建的理论，激发民众爱家乡、爱国家、爱传统文化的情怀及创新的人文思想导向，提升民众

自身素质，优化新媒介平台。 

2. 东北民间艺术 

2.1. 东北民间艺术背景 

东北地区属于我国气候条件相对寒冷的地方。东北地区形成了包括长白文化、龙江文化、辽海文化

及边外文化在内的地域特征。 
东北民间文化不仅包括东北民俗、东北饮食等，还包括东北音乐、舞蹈、技艺、民间传说、东北大秧

歌、东北二人转、满族说部、东北小品、东北大鼓、冰雕农民画、桦树皮制作技艺等。 
东北民间艺术与东北民间文化中的东北地理位置、东北风俗、东北方言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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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艺术如大花布、剪纸、皮影、农民画、刺绣、陶艺等。以东北剪纸为例，不同的地区如辽宁省与黑龙江

省的剪纸从艺术视觉上会有区别。这是从剪纸呈现出来试着观察到的，辽宁省的剪纸疏密节奏感更强。

而黑龙江省的剪纸实形更多，虚形更少。辽宁剪纸包括大连庄河剪纸、鞍山岫岩剪纸、大连瓦房店剪纸、

阜新朱月岚剪纸等[1]。东北影视艺术有《刘老根》《马大帅》《圣水湖畔》《希望的田野》《美丽的田

野》《种啥得啥》《都市外乡人》《插树岭》《乡村爱情》《闯关东》《东北一家人》等，具有东北特色

的东北影视艺术逐渐被大众所认可。 

2.2. 东北民间艺术元素提取与品牌传播 

以传统媒介为载体进行艺术设计传播。首先需要提取所需表达不同东北民间艺术样态的设计元素。

例如东北民间剪纸从东北民间艺术形式故事、样态等中提取要素，进行原创设计。用传统媒介的形式如

手绘、卡通设计、明信片、手提袋、包装、书籍设计、笔记本、杯子、3D 立体作品、办公用品设计进行

品牌形象的推广宣传。或探索创意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的多维模块创意文化产品设计，将二维平面创意

文化产品和三维立体的创意文化产品进行创新性结合等，进行民间艺术品牌研究、探索和推广宣传。 
以新媒介为载体进行艺术设计传播。例如东北民间艺术提取，经过调研，试着进行文化艺术形式提

取，之后试着进行创意设计，再试着建立品牌视觉形象塑造。在新媒介互联网、手机上进行视觉、听觉、

触觉等传播[2]。 
通过对东北民间艺术进行研究，对东北不同民间艺术试着进行提取，创意设计，逐步塑造品牌形象。

以传统媒介以及新媒介为载体进行宣传，充分发挥短视频具有视、听效果，传播力度广，传播速度快，

平民百姓都可以上传等优势进行传播。东北民间艺术通过短视频进行品牌传播。 

3. 短视频 

3.1. 短视频概念与分类 

不同的研究者对短视频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或提议。王军和赵雪薇(2018) [3]在研究中提出短视频具有

立体式的内容、动态的场景、互动的方式等特点，可以让用户在视频中花费的垃圾时间更少，视频时间

相对文字时间更多。袁瑶瑶(2018) [4]在对短视频营销模式的研究中指出，短视频是指用户在短视频平台

中上传半分钟以内的短视频，符合当前用户将时间碎片化、重在倡导“短”的理念。刘姿麟(2018) [5]对
中国短视频行业现状进行探究得出，短视频即短片视频，通过移动终端快速拍摄出融合文字、音乐、语

言等视频内容，在互联网媒介上传播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满足用户表达自我和社交的需求。宁尚峰

(2019) [6]提出，短视频以其视频时间短、制作过程简单、内容和形式多样化，以及短视频可以充实人们

的生活、让人们在闲暇碎片的时间中便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等特点才能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殷俊和周

梦洁(2020) [7]对短视频提出更新的概念，认为短视频是一种播放时长在五分钟之内，用来在互联网上传

播和承载信息的视频内容。总的来说，众多研究者对短视频的定义都离不开短视频最主要的特点——“短”

[8]，围绕着短视频的核心特点将短视频概念不断精细化的定义和理解。 
短视频按类型视频内容分类分为短纪录片如一条、二更；网红 IP 型如 Papi 酱、回忆专用小马甲等网

络形象；草根恶搞型以快手为代表；情景短剧如套路砖家、陈翔六点半、万万没想到等团队制作内容大

多偏向该类视频短剧，多以搞笑创意为主；技能分享类，街头采访型，创意剪辑等利用剪辑技巧和创意，

或制作精美震撼的短视频内容，或搞笑鬼畜的短视频内容，有的加入解说、评论等元素[9]。 

3.2. 东北短视频发展历程 

东北属于我国气候条件相对寒冷的地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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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豪爽的性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以及淳朴的地方文化。东北影视剧将东北文化中的地方特色、

乡土风情带到观众/听众视野中。东北物产的丰富，促就了闯关东精神的生成。《闯关东》展现了面对困

境东北人及之后融入东北社会生活的新生东北人勇于承担、开拓进取的精神。由于该地域战略的重要性，

使日俄等国外文化因素融入到东北人文精神中。1990 年前后，东北影视《篱笆、女人和狗》《辘护、女

人和井》等以东北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得到了众多观众/听
众的共鸣。20 世纪以后，《刘老根》《马大帅》《圣水湖畔》《希望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种啥得

啥》《都市外乡人》《乡村爱情》《东北一家人》等以东北乡村为题材的影视剧再一次出现在荧屏上并轰

动全国，具有东北特色的东北影视文化被大众所认可。伴随着当今各种影视剧的盛行，东北影视剧把角

色和风格都试着更加精益求精地演绎出来。像具有都市风格的《贫民张大嘴的幸福生活》叙述了普通老

百姓的生活方式，叙述了现在社会中伦理道德存在的问题和人们对自我修养的追逐。之后短视频逐渐发

展起来。在 2004 年之前，短视频还未成型，人们通常制作“微视频”在各种网站上播放，以其时间短、

内容丰富为特点，代表作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2004~2012 年是短视频平台的探索期，初建一些短

视频 App 平台、短视频网站和手机 App 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使得视频平台的价值逐渐凸显出来。2012~2016
年是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崛起期，业界称 2016 年是“短视频元年”，各大短视频网站及手机 App 从上线到

发展壮大用时极短，更是有很多网红达人在此时走红。如 Papi 酱等。2016~2017 年是短视频发展的黄金

期，资本的大量进入使短视频的红利逐渐凸显，短视频用户规模和使用时间迅速增长。2017~2018 年是短

视频发展的成熟期，此时短视频市场渐趋稳定，头条视频、土豆视频等进行转型升级。 

4. 东北民间艺术的短视频品牌传播与案例分析 

以传统媒介为载体进行艺术设计传播。首先需要提取所需表达不同东北民间艺术样态的设计元素。

例如东北民间剪纸从东北民间艺术形式故事、样态等中提取要素，进行原创设计。用传统媒介的形式进

行品牌形象的推广宣传。或探索多维模块创意文化产品设计，将二维平面创意文化产品和三维立体的创

意文化产品进行创新性结合等，进行民间艺术品牌研究、探索和推广宣传。 
以新媒介为载体进行艺术设计传播。例如东北民间艺术提取，经过调研，试着进行文化艺术形式提

取，之后试着进行创意设计，再试着建立品牌视觉形象塑造。在新媒介互联网、手机上进行多感官的传播。 
通过对东北民间艺术进行研究，对东北不同民间艺术试着进行提取，创意设计，逐步塑造品牌形象。

以传统媒介以及新媒介为载体进行宣传，充分发挥短视频具有视、听效果，传播力度广，传播速度快，

平民百姓都可以上传等优势进行传播。东北民间艺术通过短视频进行品牌传播。 
短视频平台包括抖音、快手、秒拍、土豆网、美拍、哔哩哔哩、小影、56 视频、腾讯微视、西瓜视

频等。这些不同的短视频平台有区分但区分并不明显。 
笔者尝试性地对诸多有代表性的短视频平台进行了操作、体验。抖音在手机端的显示是竖着下拉式

的菜单，里面有不同的主题，但是从主题的分布来看感觉会有些散。快手在手机端的显示也是上下滑动

短视频，上面有几个主要的菜单按键，下面主要是短视频，有的短视频显示流量上万。秒拍在手机端的

界面显示相比于其他的 App 更有设计感，上下滑动，上下有菜单按键，但笔者感觉每个短视频粉丝量没

有前面 App 粉丝量多。如搜集东北二人转，就几个视频。土豆网的口号是主张优秀短视频。网络里面的

视频既有长视频，又有短视频。在手机端也看到有土豆网，有介绍说土豆网和优酷虽然合并，但是主张

要分开。但是笔者看土豆网上面的菜单栏电视剧、剧场、电影，下面的首页、动态等选项和网络端的差

不多。美拍在手机端的显示，美拍里有的视频流量 1000 左右，功能性并不多。有的短视频播放在 10 秒

之内，有的视频播放不只是 10 秒。很短的视频，这些视频绝大多数是介绍故事情节的视频，目前看到有

的一些博主是上千的流量。里面有跟拍、圈子、vlog 等。哔哩哔哩在手机端的显示，我的体验，正常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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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短视频在 2~3 分钟。最长的视频在 17~18 分钟。该 App 手机端里面上面下面都有菜单栏，该界面上面

的菜单栏有热门、追番、影视、建党百年。小影在手机端的显示，笔者试着对该 App 进行体验。它是一

款剪辑的手机 App。该手机 App 一打开，就引导你剪辑了。界面下面的菜单是剪辑和模板的功能键。里

面上传的小短片，笔者觉得它对人们上传视频没有“门槛”要求，谁都可以试着上传。56 视频在手机端

的显示，笔者大体地使用体验了这款视频 App。该 App 分类包括了 6 大类，版块似乎不多，该 App 手机

界面下面有 3 个菜单选项，其中从左到右依次是首页，中间是上传视频的，右边的菜单选项是“我的”。

中间的视频也是可以上下滑动的，一个版面 3 个视频，与其他视频 App 相比每个视频版面大一些。笔者

感觉除此以外该款 App 功能性不多，不如上面几个视频 App 在手机中显示的功能更详细些。腾讯微视在

手机端的显示，上面的菜单栏有电影、电视剧、长剧、短剧、直播、电商。手机界面由一些大版块、小版

块组成。西瓜视频在手机端的体验，目前笔者体验的也是竖版往下拉，好多个横条的视频。上面的菜单

栏有电影、电视剧、vlog、抗疫、视频等。由一些大界面和小界面组成。这个短视频平台里既有长视频，

也有短视频。抖音、土豆网、哔哩哔哩(bilibili)、小影等短视频平台与中国、国外诸多企业都有合作，并

举办过诸多活动[9]。 
笔者也是尝试性地对东北民间艺术如剪纸、影视艺术的作品等在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了操作、

体验。这些东北民间艺术作品有的是以介绍某作品的形式进行展现，有的是以一个片段或一段表演进行

呈现。作品受短视频短时长短的限制有很大的影响，视频也有能将内容呈现完整的，但很多艺术内容展

现得不充分、不完整。观众得到的信息通俗易懂，但并不全面，内容捕捉到的也相对浅显些。我们在短

视频平台上对东北民间艺术视频品牌的传播体验，试着提出以下的问题。 

5. 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品牌传播的问题与策略 

5.1. 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品牌传播的问题 

5.1.1. 短视频信息碎片化和东北民间艺术内容浅层化 
各种媒介技术广泛且快速地发展，信息快速海量地进行传播，传播者身份趋于平民化，观众可以在

短视频平台上上传发送自己的各种短视频，短视频内容五花八门，信息量杂甚至可能传播一些低俗的信

息。信息内容来源的碎片化、叙事内容的碎片化。受众接受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播的碎片化。短视频

平台的客观属性，短视频传播时长短，造成了短视频内容传播的不完整性，也给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品

牌传播在很有限时间内进行充分展示，给受众者更全面地了解信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通过借用短视频

平台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传播，诸多不同内容中的东北民间艺术获得了新的传播途径，但是短视频在有

限的时间内进行传统艺术内容的传播，内容就会变得很浅层。虽然东北民间传统艺术原本深厚的内容变

得通俗易懂，易于得到人们的追捧，但是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人们被浅层化的内容所吸引，无法获取

其有内涵的、深度的，甚至是东北民间艺术原有的完整的“样貌”。受众对内容浅显地接受，造成“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短视频平台基于“浅层化”、通俗易懂地传播东北民间艺术内容时，虽然广

泛地、快速地宣传了东北民间艺术，但本身也丧失了全面的、实质的、更深层的内容，较难地会有好的

短视频品牌被塑造、推广出来。短视频平台受短视频自身的限定，受众接受内容的浅层化，大量短视频

存在恶搞、低俗的内容，短视频作为中国最为流行的主流媒介之一，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社会主流价值

导向。而东北民间艺术想要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品牌塑造并传播出去，从而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学习了

解，以及东北民间艺术更深层、更有积淀的文化内容通过短视频平台的短视频更深入、全面地推广，这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5.1.2. 如何通过广泛且快速传播的诸多短视频平台更准确、更全面地传播沉淀的东北民间艺术 
这一点儿是在上面第一点儿的基础上逐步深入探究试着提出的。由于短视频传播时长短的特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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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质量，这一小点儿尤为重要，短视频平台中的短视频整体质量的提高，环

境会引导民众的意识与行为，会对其他的媒介等社会生活要素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东北民间艺术在短

平台的宣传上也会起到更优质的推广作用。这也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

指出的我们要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的精神[10]的体现。2) 东北民间艺术

深层内容、多方面不同类型的东北民间艺术形式如何能更全面、快速、原创、高水平地打造、传播出

去。这一点儿对民众更客观、更全面、更优质地了解短视频的作品，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东北民间艺

术，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当下最主流的媒介形式对短视频平台进行该内容艺术形式的品牌传播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我们所试着提出的上述问题，我们试着探究策略。 

5.2. 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品牌传播的策略 

针对上述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品牌传播存在的问题，为了东北民间艺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规范化、

更优质、准确且全面地进行品牌传播，我们试着探究了如下策略。 

5.2.1. 对短视频信息碎片化和东北民间艺术内容呈现浅层化提出尝试性的策略探讨 
1) 需要提高民众素质，增强使命感。民众需要增强原创意识、版权意识，有更多的科学知识、美学

素养等，从而产生更多高质量的作品。民众需要增强对本土文化艺术保护与传承的意识等，以及民众需

要具备对国家、对本土文化艺术的探究精神。在这儿也体现了亟需努力发展多维度、高质量的中国教育

体系，以及中国体系的其他系统对民众进行文化普及以及更优质的东北民间艺术品牌传播的重要性。2) 
对编导提出更高的要求。创作短视频的编导需要有比如真实客观呈现作品、产品，卖货等多方位的考虑，

需要有对作品、商品各种信息的前期调研，有对商品、作品、产品的发展过程的展示，或从美学角度上

的策划、拍摄、后期设计等[11]，在社会应用性或市场价值等不同层面呈现的考虑，才能提高短视频的创

作质量。当然，更进一步而言，如希望有更多的更优质的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品牌的呈现，编导需要对

东北民间艺术有更广泛、更有文化内涵深度的知识储备积累以及原创地、更专业地提取东北民间艺术设

计元素的能力、品牌整合包装推广的能力以及创作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其他方面能力等使东北民间艺术进

行广度与深度内容上的传播。3) 主要对短视频平台提出了要求。短视频平台时长短的性质没法改变，但

是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短视频平台作品的优质度，短视频的规章制度需要给民众良好的版权引导，引导民

众提高短视频创作、制作的质量，又能积极鼓励民众自由地上传、发布、运营短视频。短视频平台需要

对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东北民间艺术品牌宣传有一些引导、推广的倾向。短视频平台的规定需要与中国政

府的法律尽可能一致。在法律规定的执行与否和民众的适应性上，需适当把握这个“度”。如何把握这

个“度”对短视频平台有一定的挑战。亟需努力发展、完善更优质的短视频平台环境，其对东北民间艺

术品牌塑造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4) 对中国政府需出台政策进行短视频规范提出要求。政府需领导不同

层级的法律规范的一致性。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有待于更加完善。如既要考虑版权问题又要考虑公民权益

时，法律规范在关于版权问题的执行上与在考虑民众共享资源上，需把握一个“度”。如何把握这个“度”，

不仅对中国政府各级领导下的监管、指导以及对短视频平台的更加规范与良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挑战。

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更加完善法制建设，也需要努力发展多维度、高质量的中国教育体系以及中国体系建

设的其他系统，加强对民众进行东北民间艺术内容的宣传与普及，加强意识引导以及支持在短视频平台

上更优质的东北民间艺术品牌的传播与推广。 

5.2.2. 针对东北民间艺术不同的艺术类型，与短视频的短，或可与一集一集播放的特征相契合 
为了使东北民间艺术的深层内容、多方面文化能更快速、原创地、高水平制作地传播出去，我们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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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提出策略研究。东北民间艺术有不同的种类，比如二人转舞台表现的形式风趣、幽默、轻松。短视频

时长短的特性，能够被更多人快速地关注。短视频平台门槛低，老百姓能任意上传短视频，新媒介网站、

手机的短视频形式与二人转这种叙事内容比较契合。二人转通常唱的是一个曲段，时长不会很长，能够

与短视频平台短视频时长短的特性相契合。在短视频平台如果快速传播的是东北民间艺术如剪纸，如果

是剪纸作品的制作过程，一般所用时长也不会太长，与短视频的特性能够相契合，而如果需要介绍东北

民间剪纸不同地区剪纸纹样、手法以及背后的故事，展现的不仅是剪纸外在的视觉设计，还具有一定的

叙事性、文化性，有沉淀的地域文化历史背景在里面，试图优质地并且尽可能接近真实地还原不同内容

的东北民间艺术。在推广一个品牌时，在短视频播放中更适合一集一集地介绍、播放、推广传播。它给

人们带来的整体的视听感受(信息)能通过中国当下最流行的新媒介之一短视频平台试着更准确、更全面

地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内容相对浅显，不需要长时间展现的东北民间艺术选用短视频形式播放，观众

能大致地学习了解该文化形式，而有积淀的东北民间艺术，它在一个短视频中不一定能把想要表达地呈

现出来，就更适合用短视频平台的短视频一集一集地介绍，进行品牌包装与宣传。这与马歇尔·麦克卢

汉理论中政商界人士如肯尼迪、尼克松等领导人竞选总统时选用不同的冷、热媒介包装自己类似[12]。
这一点儿对民众更客观、更全面、更优质地了解短视频的作品，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东北民间艺术，

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当下最主流的媒介形式对短视频平台进行该内容艺术形式的品牌传播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6. 结语 

该项目通过对东北民间艺术、短视频进行调研，对东北民间艺术要素进行提取，对东北民间艺术的

视频传播进行实证体验，尝试性地探讨了东北民间艺术品牌传播中的问题。1) 短视频信息碎片化和东北

民间艺术内容呈现浅层化。2) 广泛且快速传播的诸多短视频平台如何更准确、全面地传播沉淀的东北民

间艺术。针对上面 2 个问题，我们分别尝试性地对问题进行了策略探讨。1) 对短视频信息碎片化和东北

民间艺术内容呈现浅层化提出尝试性的策略探讨。2) 针对东北民间艺术不同的艺术类型，与短视频的短，

或可与一集一集播放的特征相契合，以试着解决通过广泛且快速传播的诸多短视频平台更准确、更全面

地传播沉淀的东北民间艺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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