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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短视频传播凉山彝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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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已悄然进入大众生活。传播媒介迭代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社交媒体的移动短视频，

以简便性、趣味性、碎片化、多感官性与强交互性等特征，迅速被大众接受。新媒体环境下，短视频创作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潮

流，短视频的创作既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可以限制原有文化的传播。通过分析移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特点，剖析其对

凉山彝族文化传播带来的问题与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探讨这种变化对彝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性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移动短视频；彝族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7.71;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2）04⁃0091⁃05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of Liangshan Yi Culture by
Short Video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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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digital age has quietly entered the public life. As a new
type of social media，the mobile short video is quickl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with its simplicity，entertainingness，frag⁃
mentation，multi-sensuality and strong interactivit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short video creation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Short video creation，on the one hand，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limits the spread of original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short
video platforms，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problems and impacts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Liangshan Yi culture，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fter sorting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hange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commu⁃
nication of Yi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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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与方式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尤其是以 vlog、
短视频等为代表的信息获取与传播方式，更满足当

前人们生活节奏较快、习惯于碎片化阅读等文娱消

费需求。由此，新媒体短视频平台也就成了当前文

化创作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以“抖音”“快手”

“火山小视频”等为代表的移动端视频平台尤其受

青年人欢迎与喜爱。对于文化传播来说，一方面，

新媒体短视频形成具体表达，直观地向人们展示文

化内容，形成文化理解继而进一步传播与继承；另

一方面，新媒体环境的开放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

空间。

但是在当前监管体系不完善、用户传播意识不

强烈，以及新媒体开放的环境和较低的进入门槛，

对于文化传播仍然还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正确看待

和利用，以推动彝族文化的持续性发展。

一、新媒体短视频创作概述

（一）创作形式的多样性

新媒体短视频突破了传统文本形式的限制，可 以实现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的同时输出，由此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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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当前新媒体短视频的

创作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用户原创新媒体短

视频，这类短视频的创作形式往往没有固定的框架

和统一的形式，其内容和表现手法也较主观随意，

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创作

形式，其创作往往只是为了展示，没有特定传播意

图；二是新闻报道、真实事件及推荐类新媒体短视

频的创作形式，这类新媒体短视频属于用户的二次

编辑再传播，往往基于原传播内容进行特定方向的

编辑加工和处理，进而转化为新的创作内容，在新

媒体平台上进行传播。其创作往往是基于既有的

内容材料，选取特定视角，进行指向性创作。这类

创作往往容易发生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三是以特定

主题进行的创作，其主体可能是官方媒体或用户，

在创作形式上遵循一定要求或呈现出鲜明的风格。

这类创作形式通常会带有相应标签，与话题相关

联，主要创作目的在于推动主题的传播。除此之

外，当前新媒体短视频创作形式还被扩宽到手绘、

动画格式、立体三维模型格式等文本内容的视频化

创作，内容主题与表现形式都充满了创新，极大扩

宽了新媒体与短视频应用范畴，与传统媒体相比能

够承载和表现更多的内容。

（二）创作内容的持续性

由于新媒体短视频的翻阅仅仅只需要用户在

移动端进行滑动，同时大数据会根据用户浏览内容

进行相关推荐，因此新媒体短视频的创作者在创作

时也能够进行持续性创作。这里的持续性主要包

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同一主题创作的连续性，给

用户带来的专题、系列报道的持续感，能够让用户

充分认知和理解传播内容；二是创作者创作的持续

性，带来的个人特色创作内容的持续性。当前不同

新媒体短视频创作者都特别注意自身创作内容的

持续性，往往会集中和有规律地进行内容创作与发

布，同时倾向于采用相同风格的表现。首先，以形

成自身鲜明的特色，继而培育属于自己的用户群

体，树立自身品牌形象。其次，由于新媒体短视频

平台是开放的进行视频内容展示，只要一个短视频

内容火爆，紧接着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相关主题的创

作内容，保证了这一主题创作的持续性。相较于传

统媒体创作来说，新媒体短视频的创作内容来源广

泛，且创作角度多样，给了创作者更宽的创意发挥

空间，而持续性的创作内容也更能不断满足和延续

当前受众的猎奇心、好奇心，保证用户黏性。

二、新媒体短视频的特征

（一）互动性较强

依托互联网和移动端，新媒体短视频具有鲜明

的互动性特征。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催生了弹幕、

评论、转发和点赞等互动功能，当前新媒体短视频

基本都能迅速、便捷满足用户的互动需求；另一方

面，新媒体短视频能够在移动端竖屏、多屏播放，且

体量轻巧占用流量与空间都较小，用户可以随时随

地进行评论、转载和点赞、收藏等。传统媒体无论

如何发展进步，在信息传递上都只能以单向的形式

向人们单方面输送信息，而难以得到用户的及时反

馈，更难以捉摸用户的心理与想法。这样被动和机

械的信息获取方式难以满足对于用户的互动需求

与表达需求，长此以往也将极大降低用户的积极性

与黏性。相较于长视频作品，短视频作品更符合人

们当前碎片化使用习惯，互动成本都更低，互动性

更强。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方面受众可以实时就某

一个画面、某一句表达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在评论

区与其他受众群体进行实时交流，随时互动；另一

方面，新媒体短视频平台还开辟了受众直接与创作

者进行交流沟通渠道。只要双方有意愿，就可以通

过平台自带的私信、评论等方式进行双向的沟通交

流，操作简便，受众也更愿意主动进行互动。整个

互动特征比较明显，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受众群体在

传统媒体传播过程中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

（二）受众主体性突出

新媒体出现后受到广泛追捧的重要原因就在

于——新媒体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得到加强。受众可以选择自己接收、阅览、传播及

加工的内容、时间与方式，而不再是被动接收与读

取。新媒体短视频操作简便、功能齐全，受众可以

自行上传、编辑和发布，同时声音、文字、画面及剪

辑特效都可以依据自身喜好进行选取，受众可以完

全剪辑属于自己的短视频作品。如用户在朋友圈

或者是抖音账号上发布自己原创的观点视频，朋友

圈好友或抖音账户在观看后可以即时进行评论、转

发和点赞等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及是否对这一内容

进行再传播。视频话题的热门程度是由平台用户

的转发关注程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受众具有权

威发言权。可以看到目前很多草根网红，就是因为

其在自身新媒体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具有个性特

征的视频内容后，被受众主动关注到，进行转发推

广，走进广泛大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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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获取便捷

当前新媒体短视频中的内容都是公开可再编

辑，比如说视频文本可以编辑、复制和粘贴，视频画

面可以随时截取等。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断能够快

速从短视频内容中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简单操作

后，根据自身的信息需求，借助搜索引擎对信息进

行精准性定位，并在互联网各平台中进行广泛检

索，在尽可能简短的时间投入与较低的精力投入下

获取尽可能更多更广的信息。另外，包括超链接、

跨平台转发等技术的投入使用，算法和大数据技术

在不同平台中的镶嵌，用户信息获取的便捷性相较

于传统媒体时代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新媒体短视频对凉山彝族文化传播的

影响

（一）拓展凉山彝族文化传播途径

利用新媒体短视频传播凉山彝族文化，则是在

为凉山彝族文化的传播建立和塑造一套全新的传

播体系：一方面这一传播形式具有低成本、高参与

的显著性优势，能够引导更多受众主动、自发传播，

符合当前传播特性；另一方面，将凉山彝族文化搬

进新媒体短视频中，使其表现形式与展示内容贴合

人类发展实际、贴近现代人类生活，以大众喜闻乐

见的轻快形式来进行潜意识的传播和引导。

（二）丰富凉山彝族文化传播样式

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边界延伸，推进多

媒体化、融媒体化发展已经成为了行业内外的共

识，其中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发展，突出表现了现代

传播范式的短平快、可视化转向。新媒体短视频形

式多样，可以集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介

文本一体，同时不同剪辑手法、剪辑方式、编排方式

等能够创造不同风格视频，不论是严肃新闻报道，

纪实史料或文娱短片，都能够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的

形式来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不同内容的传播样

式。凉山彝族文化作为凉山地区文化的典型代表，

更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媒介

相融合，用迎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思路逻辑对传播

样式进行创新和转型，不仅可以充分有效地弥补凉

山彝族文化传播渠道单一的缺陷，同时也能够从横

向与纵向多个维度深入拓宽凉山彝族文化内容的

传播，提升其趣味性和多样性，形成凉山彝族文化

传播新格局。

（三）加大凉山彝族文化传播力度

凉山彝族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长期积

淀下的地方文化传统鲜明地反映着本土的人文气

息。但是当前社会对凉山彝族的认知普遍比较低，

甚至年轻一代都只知道它是少数民族中的一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我国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我国网民仍以 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 72.1%：

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 29.7%。

可以看到，年轻人作为当代网络主要使用与消费群

体，也是新媒体短视频的主要受众主体，通过新媒

体短视频调动其主动性与积极性，实现凉山彝族文

化的更广泛传播，获得更为有效的传播结果。

（四）篇幅局限了凉山彝族文化内涵表达

短视频的创作与传播在一定程度推动彝族文

化进行时代性继承与更广泛受众市场中的传播推

广，但在实际运用中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局限性。这

主要是由于在新媒体短视频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能

够一次性、广泛性传播的内容是非常浅显的，缺乏

广度和深度。虽然用户能够随时通过平台来进行

视频的观看，但是短视频的篇幅较小，所能承载的

内容有限，且用户观看和学习习惯尚未系统性保

持，尤其是对于丰厚凉山彝族文化内涵来说，短视

频的长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内容的深度。

（五）监管不到位影响了凉山彝族文化正面导向

新媒体短视频发展时间较短、发展速度较快，

我国尚未形成系监管体系，其监管力度也稍显不

足。一些新媒体短视频借机宣传低俗内容、重复负

面内容等，导致新媒体短视频中消极文化泛滥，直

接影响了受众群体信息接收的正面效果。凉山彝

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但在某些负面新

媒体短视频的传播下，就可能变成地方闭塞落后文

化，与传播推广初衷相背离，严重时会误导受众群

体的思想观念，文化传播大受局限与负面影响。

四、彝族文化借助新媒体短视频传播策略

（一）以趣味短视频，丰富直观的文化体验

新媒体短视频结合彝族非物质文化，能够从形

式和内容上都给受众带来既有趣味、又耳目一新的

丰富文化体验。从趣味短视频文化体验的角度来

看，可以从凉山彝族文化中自有的新奇性、趣味性

文化着手进行创新。比如彝族的年节，庆祝活动除

了常见的房间打扫、年货置办、祭祖走亲等，还有许

多当地娱乐活动，比如赛马、摔跤、跷跷板等，这些

活动受限于场景与道具，在许多城市里都是没有办

法开展的，城市里的人们自然也就无法感受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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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味；另外，彝族的小孩们还要进行集体分食

——彝语称为“窝希拉古格”。这些节庆文化表现

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只要拍摄活动即时场景，

就具有一定观赏性。火把节则是彝族最隆重盛大

的传统节日庆典，同时也是被列入中国十大民俗节

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文化典型代表，其

活动庆祝形式在每年农历六月 24日前后，彝族人民

欢聚进行延续三天的祭祀活动，众人围聚篝火载歌

载舞的场面盛大壮观，人们以饱满的情绪和诚挚的

祝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将年节与火把节的

本土庆祝方式以短视频的形式传播，直观易理解，

画面冲击力十足，能够第一时间让受众体验到凉山

彝族文化的特别之处，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通过

新媒体短视频，对彝族火把节中独特的活动形式进

行展示，让受众犹如亲身经历并能大开眼界。短视

频更符合当前人们碎片化的生活习惯，在空闲时间

接受趣味文化熏陶，不易产生对文化的抗拒心理，

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距离。

（二）以艺术创新，打造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的形式，创新演绎增强艺术

的体验性，重建受众对凉山彝族文化的印象和认

知，在现代人既有的文化知识与理解上，强化年轻

人的认知体验与个性喜爱。凉山彝族著名的史诗

《梅葛》，既包含了神话元素，也体现了彝族先民对

天地形成、人类产生、文化成形的丰富想象与细致

思考，传统的文本阅读和图片赏鉴不仅耗时耗力，

还难以让受众真正感受其深远的文化魅力；著名的

道德训世诗《玛牧特依》在专业的文化品鉴指导与

沉浸式的现场体验下，方能真正走进人心。通过新

媒体短视频的形式，创新分解艺术文本，以当代年

轻人适合的形式重新编组打造，成为既有时代特

征、也有文化内核，以及专业审美指导的新文化盛

宴，其传播效果将事半功倍。

可以利用网络视频形式并结合名人“为你读

诗”，主动创新创造文化新流行，参考凤凰文化频道

发起的《春天读诗》形式，围绕艺术文本打造沉浸式

体验场景，从听觉到视觉展现诗歌之美，为凉山彝

族诗歌文化的网络视频打开一些新的思路。此外，

在凉山本地还有许多优秀的彝族歌手和舞者，通过

网络短视频将彝族歌舞与大众流行歌舞融合创新，

如彝族歌手海来阿木，他的每首歌曲在抖音上，几

乎都有 500万以上的点击，有的视频甚至上亿，“彝

族歌手”的标签也深入人心。这样的视频内容会形

成更为立体全面的视听盛宴，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通过艺术形式创新，不仅能够提升当代受众对凉山

彝族文化的兴趣，还能打造彝族文化 IP，带动相关

文化旅游消费，既做到了文化传播，也反哺了地方

经济发展，同时随着周边产品的流通，向更广泛受

众传递凉山彝族文化内核，给受众带去全新认知，

留下后续持久的深刻印象。

（三）以深度挖掘，讲好个性文化故事

凉山彝族文化源远流长，如餐饮文化、服饰文

化、漆器文化等，其背后都有着感人的发展背景与

传承故事。在深度挖掘的基础之上，借由新媒体短

视频载体介质展示其内涵外延，让受众切实地了解

到彝族文化所特有的生活体验与文化魅力。在尊

重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解读与表达。而尊重文化

的本质就在于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与发自内心的

崇敬。短视频创作上可以邀请凉山彝族厨师或美

食传承人烹饪传统凉山彝族食物并加以介绍，以地

方发展环境为背景，讲述当地人民的饮食智慧与饮

食观念，这与当今倡导的健康绿色饮食相呼应。还

可以结合教学视频形式，对传统彝族美食进行创意

料理，寓教于乐，实现文化的传播与交互，不知不觉

中推广和传扬了凉山彝族文化。又如凉山彝族服

饰种类繁多，款式和纹样独具特色，异彩纷呈，其中

既有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表现，也有彝族民

族活态文化和历史的记载，是十分典型的传颂型故

事灵感来源。通过新媒体短视频讲解其中各个元

素的历史与寓意，既能生动形象丰富人们对于古老

民族文化的想象，又能使之与现代服饰潮流文化进

行碰撞与结合，引导受众主动了解彝族地方文化，

并身体力行参与传播与推广。

通过创作专题短视频、系列化短视频，借用传

说故事、本土轶事，或者联合有一定名气的本地短

视频平台用户，围绕着凉山彝族文化内核续写现代

故事，参考《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这类文化

节目形式，以“讲故事”的形式深入挖掘文化，借由

新媒体短视频向现代人传播，富有创意与吸引力。

五、结语

新媒体短视频的出现和应用为传统文化的传

播与推广带来了全新的传播思路与传播渠道，结合

传统地方文化特色内容与新媒体短视频载体形式，

不仅能够提高文化活力与文化影响力，还能拉近传

统文化与现代受众的距离，对文化的继承发展意义

重大。凉山彝族文化拥有着悠久的历史，蕴含着深

刻的文化内涵，在新媒体短视频的加持下，定能以

更加丰富直观的文化体验、别开生面的艺术创新表

达，以及深度个性文化故事与新时代青少年见面，

··94



第 4期 米忠美：新媒体背景下短视频传播凉山彝族文化研究

真正让以凉山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走得更

好更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民族文化的传播

与推广，以更深入的文化实践和理论总结来制定系

统的民族文化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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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情形中，电商经营者主观上并不想实行“砍单”

行为，但却客观上的原因而必须实行“砍单”行为，

并无主观的恶意，也无过错。即使“砍单”行为侵犯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因此

电商平台不应当对此类经营者实行处罚。

五、结语

电商经营者的“砍单”行为虽并非是新鲜概念，

现实生活中也时常能碰到，但在实务中会出现对要

约邀请、要约、承诺认定不统一的问题，理论上对

“砍单”行为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空白。在《电子商务

法》已经实行两周年并准备进行修改的背景下，“砍

单”行为成因与规制路径的研究，需要得到更多理

论上的回应。“砍单”行为带来的消费者权益救济方

式和途径，亦值得实体法学者和程序法学者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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