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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正快速推进，依托新媒体网络化时代化发展与文化全球化

发展的大背景，乡村文化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以云南民族村为代表的乡村文旅景区正逐步向“新媒体 + 
乡村文化”转型，当地古村落文化留存完整，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等产业发展基础良好，还利用假期

推出“安心‘云’上游”活动，展现民俗文化的独特风味。然而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些许问题，包括推

广传播形式单一，对外传播效果不显著，传播内容缺乏人文价值等。本文以云南民族村为例，通过个案

研究分析乡村文化传播存在不足与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乡村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对外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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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in China is 
advancing rapid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era and cultural globa-
lization, rural culture has begun to enter thousands of people’s homes. The rural cultural tourism 
scenic spots represented by Yunnan Ethnic Village ar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o the pattern of 
“new media plus rural culture”. The local ancient village culture remains intact, the cultural re-
sources are rich, and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tourism and other industries have a soun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It also makes use of the holiday to launch “virtual tourism” activities 
to show the unique flavor of folk cultur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single form of promotion and spread, the effect of overseas publicity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content lacks humanistic value. This paper takes Yunnan Ethnic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publicity through a case study and works out the strategies for overseas publicity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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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 21 世纪的关键词，乡村文化传播是促进乡村振兴重要的工具，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

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源泉。乡村要“富起来”离不开文化“走出去”。然而我国乡村文化的对外传

播与其他主流领域相比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仅仅依靠传统传播媒介难以为其提供内生动力，助力其转

型发展以顺应互联网时代新趋势。Web2.0 时代赋予大众更多参与内容创作与传播的机会，迅猛发展的新

媒体可以为乡村文化传播提供媒介和平台，助力乡村文化均衡化、当地化发展，提高传播主体话语权。

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农村地区文化传播效力受限，受众群体局限，因此，提高乡村文化对

外传播效能仍需依托新媒体平台，破除当前传播壁垒，扩大乡村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 

2. 乡村文化对外传播现状 

自 2016 年起，各类新媒体平台逐步在中国兴起，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许多短视频平台在大众生活

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2023 年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中显示，截至 2023 年，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12
亿，占到整体网民规模的 94.8%，人均使用时长在 3 小时以上。由此可见，新媒体作为新兴行业，在信

息传播以及影响力方面都优于传统媒体平台。各类短视频平台用户数据中均显示出，与美食、娱乐、地

方特色文化相关题材用户偏好位列前 3 名。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群体中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视频创作者来自中国的四线及以下城市，占总创作人

数的 35.87%。农村文化产出的主体应该是当地村民，目前村民缺乏发言权和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的

能力是较为突出的问题。据此，以乡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业文化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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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起，云南民族村陆续推出“村民新媒体抖音活动”，贡献作品近千条，累计获赞 22.4 万。

通过展示特色节日活动，如白族“三月街”、彝族“火把节”、傈僳族“刀杆节”等等，越来越多游客

慕名而来，实地感受民俗风情，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通过游客打卡拍照等方式，

当地的乡村文化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向外传播。 
然而，目前中国乡村文化传播领域仍存在内容创新性不强，传统文化底蕴缺失的现状，民族村落逐

步改造为旅游景点带来经济增收的同时对当地文化资源也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面对千篇一律的古城景

观、民族村落，唯有破旧立新，调整传播方向，找准传播媒介，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1]。 
总体上看，新媒体具有及时性强、交互性强、精准性强等优势。基于网络技术和互联网平台，通过

大量的网络渠道进行传播，有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传播。然而在传播过程中，尤其是乡村

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化“本土化”特点突出，融合发展困难。中国乡村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本土化

特征根深蒂固，海外受众黏性不足。这也是中国乡村文化相关的视频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热度较高，而

在 Youtube、INS 等海外平台上吸引力不足的原因。 

3. 新媒体视域下中国乡村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探究 

3.1. 促进新媒体平台内容“当地化”发展 

由于中国农村文化与海外农村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文化的适应需要经过传播中介

的协调，加之当前我国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过程中鲜少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这也是阻碍中国乡村文化

在海外宣传的原因之一。 
在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以英国为例，英国作为一个拥有灿烂海洋文明的沿海国家，以海运以及对

外贸易为主，因此文明中多凸显开放、冒险的精神。相反，中国传统的大河文明主张“安土重迁”，依

托河流发展农业，人民多形成朴实，勤劳的性格特征，以云南民族村为代表的乡村文旅景区至今仍保留

着淳朴的民风。由于当地少数民族种类众多且数量庞大，文化留存完整且多有相互交融，这份得天独厚

的文化资源赋予了云南民族村多元化的生命力。当地村民也有效利用了这份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特色旅

游产业，创新文化传播途径，还利用假期推出“安心‘云’上游”活动。 
由此看来，在进行中国乡村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应更加注意文化之间差异的平衡，在保持自身文

化特征的前提下追求“目的地”文化适应[2]。要实现新媒体与农村文化的融合，内容和形式要做到“目

的地导向”。 
就新媒体本身而言，国内外平台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短视频应用，例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

等，主要服务于 20~40 岁之间的用户。哔哩哔哩的用户数据库显示其平均用户年龄在 21 岁左右，86%的

活跃用户年龄在 35 岁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新媒体平台受众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相反，

在海外短视频应用的使用人群中，大约 50%的用户年龄在 35 岁以上，中年化特征明显。因此，在文化对

外传播与适应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受众的特征。创作者应有意关注国际热点，了解其文化特色，并与中

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内容相结合，避免形式单一，内容重复，进而要深入分析适合国内外不同年龄段受众

的内容，平衡传播内容“本土化”与“当地化”之间的矛盾[3]。 

3.2. 促进乡村文化区域互补性发展 

中国农村文化在海外宣传的另一障碍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些西部偏远地区传统文化

留存丰富，但其基础设施薄弱，从事新媒体传播存在困难，缺乏技术支持。反之，在沿海发达地区，基

础设施完备，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频繁，为该地区传播我国传统乡村文化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

由于过度城市化，当地的乡村景观已经逐步被摩天大楼所取代，文化底蕴与根基也在逐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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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村虽然在文化资源保存以及宣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其传播广度来看，受众仍然具

有局限性，多为中西部地区农村村民或乡村文化爱好者。目前看来，该村文化距离走出国门向外传播还

有较大差距。对于乡村文化而言，村民是传播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张“名片”，正是由于

这份文化植根于土地，扎根于农村，仅仅依靠当地力量难以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区域互补发展就显得

尤为重要[4]。 
通过与沿海地区企业进行合作，推动云南民族村当地特色文化产品市场化，增加文化产品附加值，

可以进一步宣传推广产品背后的文旅故事，从而使得当地乡村文化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

此外，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力。依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以及多民族融合的独特优势，

与新媒体平台热点挂钩，打造“乡村明信片”。比如今年火遍全网的“淄博烧烤”让众多网友纷纷前去

打卡，带动淄博当地旅游业增长 850%，这份成功之路并非不可复刻。云南民族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找到自身发展特色，以亮点吸引眼球。加之与外部交流合作延长产业链，增强体验感，在信息快速更迭

的时代延长其“生命线”。 
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曾经在建设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时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现

代化，就是乡村的现代化。他还试图构建“以共辅农，工农互动”发展模式。依托区域间的互补发展，

发达地区可以充当连接农村文化与海外受众的桥梁。通过对外广告投放宣传，派谴乡村文化研究团队

到国外进行用户分析与现场调研，可做到扬长避短，使我国的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发展战略实现有机

统一。 

3.3. 促进乡村文化传播主体话语权转变 

根据抖音数据显示，近 5 年来，平台内与乡村相关内容增长了 65%，却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视频创

作者来自中国四级城市，占 35.87%，由此可见乡村文化传播主体话语权正在不断流失、转移。农村文

化产出的主体群体应该是村民，而其缺乏发言权和对外宣传能力是最突出的问题。只有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了几十年的村民自己才最了解当地的文化，将话语权归还乡村村民应是中国农村文化输出的关键

部分。 
除此之外，从云南民族村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乡村文化发展要在以当地村民为主导的前提下，培

育适宜的发展环境。为提高村民主体能力，可成立特别小组来观察和记录当地村民的真实生活。除了当

地的文化资源，村民身上的人文价值也是我国乡村文化输出的重点。为了增强新媒体传播的互动性，提

高海外传播效果，当地村民可以培养一些简单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例如掌握一门外语，使他们能够亲自

阐述当地的乡村文化，将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核向外传播。此外，应当改善当地的网络设施，让当地村民

接触、了解到新媒体，学习如何利用它来分享和传播其文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乡村文化振兴更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和抓手。在网络时代，短视频拥有极其广泛的受众，且用户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传受双方互动性强，为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5]。 

4. 结语 

今天，在新媒体的推动下，中国的媒介环境取得了可喜的变化，理应通过这一新的传播渠道在农村

地区广泛推介现代文明成果，在知识上、观念上、思维方式上尽可能使农村居民拓宽视界，打下新农村

建设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而最终得以完成新农村城镇化。要推动乡村文化传播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必须坚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独特优势，探索领域特色内容，在增强传播效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乡村文

化的影响力，打造乡村特色文化 IP，从乡村文化传播主体入手，促进乡村文化“当地化”与“本土化”

融合发展，为乡村文化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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