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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环境下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

——以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例

□ 陈艳花

【摘  要】随着互联网、手机等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将信息传播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于

少数民族窥望他民族形象，展示本民族形象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为

例，梳理新媒介环境下少数民族聚居区大众传播新格局，分析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的影响，并就如

何运用大众传播有效促进重庆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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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人类电子通

讯技术水平的提高，全球化时代也随之

而来。世界日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现代性演变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

象。对于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生活贫困

的少数民族而言，现代化是其发展的必

由之路。而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现

代性形象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

认为，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是指少

数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适应社会发

展及现代生存环境而进行的自我形象改

造与重构过程。“现代社会电子技术的

飞速发展，促成了媒介的极大丰富和体

外化信息系统的发达”，①一方面，以

报纸、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介

不断进行数字化革新，另一方面，以网

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发展迅猛，并

以无孔不入之势迅速进入人们生活。麦

克卢汉说，媒介即人的延伸，任何一种

媒介对我们来说都是外在化的客观事

物，它们会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以自

己的独特方式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人类社

会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改

变人类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不仅传统媒

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都力图

通过大众传播发挥其强大的信息传播优

势和功能，为人们“放眼看世界”和

“向世界展示自己”提供技术条件和

现实可能，这对长期以来生活在边远

地区或内陆腹地、对外交往不便的少

数民族窥望他民族形象，展示本民族

形象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是一种挑战。本文以重庆少数民族

聚居区为例，指出新媒介环境下少数

民族大众传播出现新格局，大众传播

对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具有积极

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就如何运用大众

传播有效促进重庆少数民族现代性形

象建构提出具体建议。

一、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大众传播

新格局

重庆是我国唯一辖有少数民族自治

地方的直辖市，全市现有少数民族成分

54个，黔江、酉阳、秀山、石柱、彭水

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共有少数民

族人口183万，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

的92.7%。②长期以来，重庆少数民族

由于居住在中国内陆腹地，山高沟深，

交通不便，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少之又

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重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等各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尤其是直

辖十多年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大好

形势，整个重庆大发展、城市形象大提

升的同时，重庆少数民族的自我形象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

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众

传播的发展与使用。

从大众传播的发展来看，以黔江区

和酉阳县为例，2010年，黔江区互联网

用户为2万户，手机用户为24.41万户，广

播覆盖率为96.8%，电视覆盖率为97%；

酉阳县互联网用户为1.2万户，手机用户

为19.95万户，广播覆盖率为62.4%，电视

覆盖率为90.5%。③这表明，重庆少数民

族聚居区传统媒介继续发展的同时，新

媒介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从大众传播的使用来看，截至目

前，黔江、酉阳、秀山、石柱、彭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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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了各自的门户网站，包括黔江区

人民政府网、彭水新闻网、秀山网等；

有的还建立了多个网站，例如酉阳还建

立了酉阳新闻网、酉阳在线等网站；彭

水还建立了中国彭水网、彭水生活网；

有的还在其门户网站中嵌入当地电视台

新闻、当地政府机关报或手机报新闻、

当地广播电台新闻。

上述现状表明，现阶段重庆少数

民族聚居区大众传播已经一改过去广

播电视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呈现出

以电视为主、网络为辅，传统媒介与

新媒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融合发

展的新格局。

二、大众传播对重庆少数民族现代

性形象建构的影响

1 9 2 2年，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

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人们

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

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

境和众多事件都保持直接接触，对超

出自己亲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们大多

通过大众传播去了解认识，于是在人与

现实世界之间就插入了由大众传播构建

的“拟态环境”——它并非对现实环境

“镜子式”的再现，而是新闻传播媒介通

过对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

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这说明，

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不可

避免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大众传播

对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既具有积极影

响，也具有消极影响；运用得当，会收到

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运用不当，其传播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一）大众传播对重庆少数民族现

代性形象建构具有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

对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习惯性报道，给

大量受众造成了少数民族举止野蛮、不

讲卫生、文化素养低等刻板印象。事实

上，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党和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系列优惠

与扶持政策，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生活

与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重

庆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例，2010年5月28

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政

府在县城休闲广场举办了首届土家民族

服饰展演活动。主办方首先选派优秀的

设计师设计出了款式新颖充满时尚元素

而又不失民族特色的土家族服饰，然后

邀请石柱嘉钦纺织科技公司和县职教中

心喜洋洋服饰公司近百名模特模仿电视

新闻中所看到的时装秀，进行了土家族

服饰展演。模特们身着土家族盛装，充

满自信地展示了旅游、酒店、厂矿、窗

口、舞台、公务员等带有民族元素的土

家服饰。活动画面通过当地电视新闻以

及中国民族新闻网、中国民族宗教网、

水易华龙博客等网站和个人网页，以大

量新闻图片配解说文字的形式传播后，

激起不少关注家乡发展的本民族人士的

自豪感。通过网络新闻传播，土家族服

饰还引来许多他民族人士关注的目光和

由衷的赞叹。可以说，正是现场感极强

的电视新闻传播，尤其是受众面广、不

受时空限制的网络新闻传播，使土家族

服饰文化受到了广泛关注。通过自信时

尚的服饰展演，当地土家族儿女与时俱

进、清新时尚、自信大方的现代性形象

成功改变了外界以往对他们落后、土

气、不合时宜形象的认识，在这个过程

中，大众传播对重庆少数民族现代性形

象建构起到了积极影响。

（二）大众传播对重庆少数民族现

代性形象建构具有消极影响

大众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

用不当，对重庆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

构将起到消极影响。“在现代生产条件

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

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

一个表现”。④新媒介环境下，电子技

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报刊、电视

等传统媒介也日益呈现出数字化发展态

势，并与网络、手机相融合。这就使得

无论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都越来越表

现出视觉化传播特点和趋势，在此情况

下，大众传播给大众带来的，更多的是

视觉化的景观社会。黔江、酉阳、秀

山、石柱、彭水作为拥有丰富少数民族

文化资源的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独

特民风民俗、地域文化，越来越多地通

过报刊、电视、网络、手机等大众传播

媒介视觉化的镜头，进入本地和异地广

大受众视野。例如，有的新闻记者为帮

助宣传当地旅游景点，专门邀请了当地

人穿着少数民族盛装，以旅游景点为背

景摆拍了“富有民族风情”的旅游推介

照片；有的传媒机构或个人拍摄制作了

当地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土家摆手舞视

频或土家民歌、苗族歌谣MTV，这些照

相机或摄像机镜头中的土家少男少女、

苗家阿哥阿妹，身穿色彩鲜艳、花纹独

特的民族服装，头戴造型独特的民族头

饰，或在青山绿水之中曼妙起舞，或在

田间地头浪漫对唱，其欢快甜蜜的现代

性形象令受众感到神往。然而身临其

境，其景象大相径庭——有网友曾对此

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搞旅游才穿着少

数民族服装，造假得很！”⑤是什么原

因让受众对大众传播所精心建构的少数

民族现代性形象如此反感？究其根本，

大众传播提供给受众的少数民族视觉化

现代性形象固然生动，可是一旦失去客

观性及真实性，其精心建构的当地少数

民族现代性形象再美好也不过是浮云。

三、运用大众传播有效促进重庆少

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的对策

如前所述，在新媒介环境下，同样

是运用大众传播建构少数民族现代性形

象，有的取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有的

取得了适得其反的传播效果，可见，运

用好大众传播这把双刃剑，有效促进重

庆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是要讲求策

略的，如何才能行之有效呢？这里提出

如下几点对策：

（一）推行全新的传播理念

传播者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既

包括少数民族个体或群体、组织，也包

括大众传播记者、编辑乃至于传媒机构

本身。在新媒介环境下，要改变人们头

脑中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首先少数

民族个体或群体、组织应充分认识和发

掘本民族文化精髓，围绕时代所需、社

会所需精心建构本民族文化形象，避免

盲目进行与急功近利，并选择适宜的、

具有权威性的传播媒介向外界传达和展

示其现代性形象。其次大众传播作为职

业传播者，要重视民族文化传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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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有关传播的专业知识，还应对民族

文化，特别是对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

土家族、苗族的社会心理结构、生活习

惯、历史文化传统等有足够深刻的了

解，在新闻采写、编辑和对外传播各个

环节认真对待，精心选择那些最能体现

少数民族自身特点的人、事、景、物进

行客观、真实、原生态的记录和深度报

道，传达出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精髓，才

能激发包括民族地区受众在内的广泛人

群的关注、认同和行动。受传者是信息

的接收者和反应者，包括少数民族个

人、群体或组织，也包括他民族个人、

群体或组织。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受传

者自身的知识文化素养、媒介素养，

尤其是对于传播与文化的认识，存在很

大的差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受传者，受

客观条件的限制，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

普遍不高，对信息的解读和认知能力有

限，尤其是伴随着新媒介成长起来的少

数民族新生代，他们接触网络大多就是

为了了解一些信息甚至满足娱乐需求，

主动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和分析的能力

尚未形成，他们很难对自身民族文化进

行积极传播和有效传播。因此，强化民

族文化传播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普通受

传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受传者文化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需要说明的是，传播者

与受传者并非固定不变的角色，在大众

传播中，尤其是在互动性极强的网络传

播中，这两者能够发生角色互换或交

替。文化作为“具有意义的现实世俗，

它在社会上的建立和巩固是通过传播来

达到的。”⑥文化和传播的关联如此紧

密，增强传受双方对传播与文化的认

识，有利于运用大众传播有效促进重庆

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

（二）采用恰当的传播手段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

书中预测：如今最有价值的不是信息

本身，而是信息中的信息。⑦在信息社

会，人们需要的是高度整合、实用性与

时效性、真实性与生动性俱佳的信息。

所谓“内容为王”，意在强调信息内容

的重要性，它是信息传播的中心环节，

无论是以文字、图片，还是影像、声音

的形式，内容都是人们了解信息，解读

信息的第一途径。新媒介环境下，重庆

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区县除了拥有比较完

善的广播电视系统，还拥有自己的门户

网站和多家特色鲜明的私营网站，随

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

提高，有条件上网和使用手机的民众越

来越多，因此当地人在“瞭望世界的同

时，也有了更多机会向外界传达自身信

息”。⑧他民族或外地人对当地的民风

民俗、美景美食的好奇与品味也越来越

强烈，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民族文化新

闻的传受双方，都应注重内容的传播技

巧和方式。例如，将当地热情好客的土

家族、苗族儿女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

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活动等特别能够体

现当地少数民族新生活、新风貌、新精

神的人、事、景、物拍摄制作成为纪实

图片或纪实视频，配上简洁的文字和优

美的音乐，上传到各大网站、论坛、博

客、播客甚至QQ空间、百度空间等网

站和个人网页，以这种方式传播的内

容，比之单调的文字传播，或者声音传

播，既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也不会因

为夸大和虚假，遭致受众的质疑、反

感、抵制，有利于实现传播者所预期和

追求的传播效果。因此，采用恰当的传

播手段，生动逼真而又不失原汁原味展

现当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及生活风貌，

有利于运用大众传播有效促进重庆少数

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

（三）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

反馈是受传者对接收到的信息作

出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

的反作用。新媒介环境下，反馈是体现

新闻传播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

随着人们对传播效果的日益重视，反馈

越来越成为新闻传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因素。作为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的

重要途径，大众传播的反馈环节必须得

到足够重视。重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很

快，但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有网

友所说的“伪少数民族文化”、“假苗

族”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

不畅，传播者普遍没有给受传者提供反

馈渠道，或者提供了反馈渠道，但对受

众的反馈意见视而不见。例如，华龙

网、大渝网，以及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

各区县门户网站，很多网站的新闻网页

没有开通网络评论通道或者网络评论通

道被强行关闭。可以说，对于重庆少数

民族聚居区而言，即使是在新媒介环境

下，该地区长期以来以单向直线性传播

为主的传播模式并没有得到改变。忽略

反馈就是忽略受传者或者普通人对信息

的能动反应和主动传播能力，这会直接

导致受传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的话

语权被剥夺，觉得不受尊重，从而冷淡

甚至放弃对该网站新闻的关注，或者对

自己的满腔感怀无从表达与宣泄而产生

不满、抗拒甚至逆反心理。从另一方面

来看，忽略反馈也不利于传播者认识和

改进自身传播缺陷，对少数民族传播者

来说，反馈机制的缺乏或不健全，将十

分不利于自身现代性形象建构，最终会

阻碍自身发展。因此，建立健全反馈机

制，有利于有关各方运用大众传播有效

促进重庆少数民族现代性形象建构。

▲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

年项目“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与重庆少数

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0QNRW48）研究成果以及乌江流域社会

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乌江流域

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从传播学视阈

看民族文化解构与建构》（项目批准号：

2012Y 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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