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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由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它经过历代人民的传承与创新至今，

已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传承方式。文章以鄱阳渔歌为对象，分析了鄱阳渔歌的文化背景、艺术价值以

及传承传播现状，阐述了数字化时代非遗传承和传播的挑战与机遇，对非遗的传承与传播的主要模式——
媒体融合、社区参与——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力图为构建新时代的非遗传承与传播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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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CH”) is a traditional culture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y the people,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and innovat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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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for generations, and has formed its own inheritance mod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article takes Poyang fishing song as the object, analyz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rtistic valu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Poyang fishing song, explains the chal-
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ICH in the digital era, explores 
the main modes of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ICH in two aspects, namely media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ri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ICH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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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 年至今已经过去 20 年，在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非遗的传承保护与传播

工作已经最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历史和时代原因所带来的缺憾。但是，跟国外相比较依然有较大差距，

因此，非遗传承传播工作如何在续接历史、传播发展、利用转化中找到新的突破口，已是当下这项工作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

以中国江西省的鄱阳湖地区的渔歌为例，探讨数字时代媒介融合、社区参与对鄱阳渔歌传承与传播和所

带来的积极影响，促进非遗的转化、创新与传播。通过探究，可为探讨其他区域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2. 鄱阳渔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 

鄱阳湖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最后注入长江，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被誉为

“长江之肾”[2]。正是这种连接江西主要水系和长江的特殊地理位置，鄱湖地区承接长江南北，地处中

国南北语言交汇处，也已成为周边一些国家级非遗的源头，比如：安徽宿松“文南词”等，使鄱阳湖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发展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鄱阳渔歌是江西鄱阳湖的传统民歌，又称彭蠡渔歌。随着社会不断变迁，地域文化、音乐文化也表

现出浓郁的“渔礁”特征。人们将鄱阳渔歌与饶河戏、鄱阳渔鼓并称为鄱阳文艺的三朵金花。其实，其

它两朵金花都是通过“鄱阳渔歌”来镶金边。丰富的渔耕文化使得鄱阳渔歌与其他地方的山歌有很大不

同，在曲艺表现同质化严重的时代，鄱阳渔歌与古代文人诗词、饶河戏、鄱阳渔鼓及莲花落在发展过程

中不断融合，在渔耕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渔耕文化的重要代表。

渔歌原本属于山歌的一种，后来因为其内容丰富，被独立整理出来，并广泛流传。古代渔歌“劳者歌其

事，饥者歌其食”，多是现实主义，鄱阳渔歌也继承了这种现实主义的范畴，语言精练、形象生动、短

小精悍，所描写的内容集中，几句歌词就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或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不少渔歌虽然只有

四句，在内容上却相当完整。鄱湖渔歌节奏自由，声响调高，在宽阔湖面上传得远[3]。渔歌互答，此起

彼伏。 
并且，鄱阳渔歌还保持着民间演出的模式，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传承，研究它的传承与传播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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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音乐类非遗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3. 鄱阳渔歌的传承与传播现状 

“鄱阳渔歌”的传承目前主要借助于“广场舞”多元化互动为载体，传承内容由“广场舞”的舞蹈、

音乐、说唱等声音影像、“广场舞”的服装、道具、剧目等具体实物以及“广场舞”的团体、舞蹈演员、

创作表演等文化行为等内容融合组成[4]。社会的变迁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促使了传统的渔歌表达方

式不断发生变化，其表演场地由特供场地替代了原来的茶馆、酒肆、乡间走唱、泛舟鄱阳等。显然，这

种依附“广场舞”这单一表现路径进行传承，显然无法满足民族文化之瑰宝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之需要。传播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上。传播方式与现代的主流传播手段脱节，传

播内容陈旧、古板，不易被大众所接受，总的来说目前鄱阳渔歌的传播是低效的。 
通过对江西省鄱阳县及周边余干县、万年县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人群对鄱阳渔歌了解程度、喜爱

程度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除个别从事专业相关的或者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对鄱阳渔歌的艺术内容

和表现形式有所了解之外，其余的人员对鄱阳渔歌的认识均停留在“广场舞”的认知当中(见图 1)。年龄

在 10~30 岁区间的受访者没有对渔歌有过多的情绪。30~40 岁区间的受访者接触的机会较少。也可以看

出“鄱阳渔歌宣传力度不够”、“更多注意力放在大众音乐审美上”。值得欣慰的是，50~60 岁区间的

受访者大多表达出对鄱阳渔歌的喜爱，有些退休或务农者将鄱阳渔歌当作丰富生活的业余爱好。那些公

务员或教师类中文化程度较高者，表达出了对鄱阳渔歌的热爱与兴趣(见图 2)。在这一年龄区间的少年、

青年时代由于休闲娱乐条件有限，鄱阳渔歌的演奏成为他们为数不多可供选择的休闲活动之一，这一年

龄的人们对于鄱阳渔歌抱有很深的执念。 
 

 
Figure 1. Cross-sectional histogram of the attitud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owards Poyang fishing songs in Poyang area 
图 1. 鄱阳地区不同年龄段群体对鄱阳渔歌的态度横向柱状图 

 

 
Figure 2. Histogram of attitudes towards Poyang fishing songs among different occupational 
groups in Poyang area 
图 2. 鄱阳地区不同职业群体对鄱阳渔歌的态度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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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渔歌的演出活动，有民间性质的婚礼、迎宾、宗教活动，也有政府性质的文化、学术活动，同

时也有政、民协同举办的庆典、社火活动等等。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两点不足，一是演出活动均是带

有目的性的，并且需要有人在现场参加才能达成目的，这种目的性不能完全适用于如今所流行的自媒体

传播方式。二是这些活动有较强的地域文化性，而活动本身没有扩大传播范围的需求，单纯的数字化音

视频是难以吸引地域外群众的关注，致使演出的数字化信息数量稀少。近年来，鄱阳渔歌数字化也仅仅

是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平面化形式采集传统音乐数据，缺少对数据的溯源和深度开发，无法形

成结构化数据有效地为社会服务。长期以来，年长的非遗传承人对数字技术接触较少，数字非遗传播技

能和传播意识较弱，社会群体传承数字化参与度较低，数字化传播面还非常局限。 
当前，江西省传统音乐非遗保护和发展工作可谓机遇与困境并存。一方面，由于国家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和正确指引，新时代、新举措、现代科技的引领和助推，使非遗保护与传承处于

大好机遇期。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叙事语境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的改变，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亦遭遇发展瓶颈和方向的选择。因此，如何让鄱阳渔歌非遗实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影响力显得尤为关键。 

4. 媒介融合与社区参与 

4.1. 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指不同媒介形式之间互相结合，共同呈现信息和内容的过程[5]。在数字化时代，媒介融

合越来越成为非遗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媒介融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是多媒体形式的，不

同的媒介形式可以相互补充和增强。其次，它是互动的，观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平台与内容进行互动。

最后，它是个性化的，可以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和喜好进行定制。 

4.2.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在非遗保护和传播中参与其中，共同建设、传承、发展非遗文化的过程[6]。
社区参与对于非遗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社区参与可以促进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社区居

民作为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参与其中可以增加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其次，社区参与可以增

强非遗文化的活力和创新性。社区居民在传承过程中可以对非遗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和创新，为非遗文化

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力。 

4.3. 媒介融合与社区参与对非遗传承和传播的作用 

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在非遗传承和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媒介融合可以增强社区参与的方式

和手段[7]。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非遗文化传播方式，从

而增加其参与意愿和积极性。其次，社区参与可以为媒介融合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容和资源。社区

居民在传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非遗文化信息和资源，通过其参与和贡献，可以为媒介融合提供更加优

质和丰富的内容和资源。最后，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的结合可以增强非遗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和效果。通

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社区居民的参与，非遗文化传播可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示和传播，从而增

加其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例如在传统节日活动中，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将非遗文化呈现为多媒体形式，例如结合音

乐、视频、VR 等多种形式，为游客和观众呈现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非遗文化体验。以中国的端午节为例，

2019 年江西省婺源县举办的端午龙舟文化节就采用了数字化技术进行媒介融合，通过 VR 技术为游客呈

现了古代龙舟比赛的场景，让观众深入了解端午节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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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方面，例如在传统手工艺传承中，社区居民可以作为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参与其中，

共同建设、传承、发展非遗文化。以中国的刺绣为例，2019 年江西省瑞金市在非遗传承中开展了“亲情

绣·寻根记”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共同参与非遗文化传承，通过教授刺绣技艺和传授家族刺绣文化等方

式，增强社区居民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的结合方面，例如在非遗文化传播中，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与和贡献为媒介融

合提供更加优质和丰富的内容和资源。以中国的京剧为例，2019 年湖南省张家界市举办的京剧艺术展演

活动就采用了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剧目创作和舞台布置等工作，为展

演活动提供更加优质和多元化的内容和资源。通过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该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得到了增强。 

5. 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在鄱阳渔歌传承与传播中的具体实践 

鄱阳渔歌作为中国传统非遗，在数字化时代通过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实现了多样化的数字化传播。

传统的音频、视频媒介与新兴的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数字媒介形式相结合，使鄱阳渔歌的传播方式更加

多样化、丰富化。同时，社区参与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等方式，

鄱阳渔歌得以深入当地社区，促进传承和保护工作。 

5.1. 媒介融合 

1) 数字化平台。鄱阳渔歌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使全球范围内的人了解到这一传统文

化。以杨赤宇老师敲击石钟石表演为例，游客们将他表演的渔歌作品上传至音乐流媒体平台，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听众都能够轻松访问和欣赏。通过数字化平台，鄱阳渔歌能够跨越时空和地理的限制，让更多

人能够接触和欣赏到这一珍贵的传统艺术。 
2) 在线媒体。数字化传播方式使信息传播速度变得更加迅捷[8]。艺术家们可以通过音频、视频等在

线媒体形式将鄱阳渔歌作品发布到网络上，观众可以即时收听和观赏。例如，一位鄱阳渔歌广场舞爱好

者在“抖音”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一段渔歌广场舞表演的视频，该视频迅速获得了大量转发和点赞，

使更多人迅速了解到这一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方式的高效性使得鄱阳渔歌能够更快地传达给广大观众，

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和效果。 
3) 虚拟社群。数字化传播方式具有更高的互动性，使得鄱阳渔歌传播过程中更多的互动和交流[9]。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观众可以评论、分享和转发鄱阳渔歌的作品，与艺术家和其他爱好者进行互动和交

流。对某类非遗产生共同兴趣的群体在互联网平台形成虚拟社群。例如，在一个鄱阳渔歌爱好者的社区

论坛上，人们可以分享自己对渔歌的理解和演唱版本，与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和互动。这种互动性不仅增

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为鄱阳渔歌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创作和合作机会。艺术家和爱好

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远程合作，共同创作新的渔歌作品，使鄱阳渔歌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4) 非遗 + 直播。直播可以让非遗传承人与观众实时双向互动，可以创建非遗 + 直播打赏、非遗 +

竞拍直播、非遗 + 电商直播等消费模式，为非遗实现经济效益提供新路径。比如，阿里巴巴等各大网络

平台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八成成交来自商家自播。可见，分享、互动、消费已经成为非遗在新媒

体平台的主要形式。 
此外，云演绎、数字文旅等都属于媒介融合的表现形式。媒介融合为鄱阳渔歌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

新的途径和手段。通过数字化媒介的记录和保存，鄱阳渔歌得以留存并延续其传统特色。音频、视频等

数字化形式的保存使得渔歌作品能够在时间上得到永久性的保存，不受时间和环境的影响。这对于研究

者和文化传承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可以通过对数字化资料的研究和整理，了解鄱阳渔歌的历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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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多样性。 
然而，媒介融合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版权保护、信息过载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和社区共同努力，

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确保数字化传播对鄱阳渔歌的长远发展和非遗保护产生积极影响。 

5.2.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非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模式，它强调了社区的参与和共同创造。在非遗保护

传承中，社区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区是非遗传承的场所，也是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力量。

社区参与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如社区活动、社区学习、社区传承、社区策展等。 
1) 社区活动。社区居民可以积极组织非遗文化传承活动，以定期举办鄱阳渔歌的演出和比赛为例，

提供平台和机会，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此外，可以组织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如鄱阳渔歌工作坊，让社区

居民了解鄱阳渔歌的历史和意义，亲身参与到鄱阳渔歌的创作和传承中。在特定的时间还可以建设鄱阳

渔歌文化节或非遗文化周，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庆祝和展示非遗文化。为了增强社区活动的效果和影

响力，可以与相关机构合作，引入专业的导演、编舞师和音乐指导，提高鄱阳渔歌演出的艺术水平。同

时，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直播、网络平台等方式，将社区活动的精彩内容传播出去，吸引更多观

众的关注和参与。 
2) 社区学习。社区居民可以组织非遗文化学习活动，为鄱阳渔歌的二次创作和改编提供机会。活动

内容具体包括开设非遗文化课程，教授鄱阳渔歌的演唱、舞蹈和乐器等技艺，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学习。

同时，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和社交媒体，提供远程学习的机会，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在学习

内容上可以录制非遗传承人的讲座和示范，制作教学视频，使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还可以开发手

机应用程序或在线平台，提供交流和互动的机会，促进非遗传承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此外，

可以邀请鄱阳渔歌非遗传承人作为指导教师，亲自传授技艺，确保传统知识和技能得到有效传承。 
3) 社区传承。为了确保鄱阳渔歌非遗文化得以延续，社区居民可以组织传统技艺的培训班、学校课

程或者社区工作坊，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年轻一代。这样的传承活动可以提供系统性的学习环境，培养

年轻人对鄱阳渔歌的兴趣和热爱，并进一步激发他们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责任感。此外，为了确

保社区传承的有效性和长远性，政府应建立非遗传承基地或中心等基础设施，提供专业资源，为社区居

民提供学习和实践的物理空间。这些基地可以包括传统技艺工作室、展览馆和图书馆，以便社区居民深

入了解鄱阳渔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邀请资深的非遗传承人担任指导角色，传授技艺并提供指导。他们

可以与年轻一代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传递非遗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观。 
4) 社区策展。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策展活动将鄱阳渔歌的非遗文化展示给更广大的公众，推动非遗文

化的传播和认知。为了丰富策展形式，可以结合数字化媒体和互动技术，创造更具参与性和沉浸感的展

览体验[10]。例如，社区居民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鄱阳渔歌的表演和环境。他

们还可以利用数字展示屏和触摸屏，提供多媒体资料和互动游戏，让观众参与其中，深入了解鄱阳渔歌

的历史、传统和技艺。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与当地的博物馆、艺术馆和文化机构合作，举办联合策展

活动，共同展示鄱阳渔歌的非遗价值和独特魅力。 
因此，重视社区参与实践和应用，为鄱阳渔歌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提供更好的保障。 

6. 结语 

本研究以鄱阳渔歌为例，探讨了数字化时代非遗传承和传播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媒介融合和社区参

与对非遗传承和传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条件下的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是非遗传承和传

播的主要模式。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媒介融合和社区参与在非遗传承和传播中的理论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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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价值，推动非遗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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