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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

□ 刘新利

【摘  要】现代性和全球化导致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危机，而大众传媒是现代化的催化剂，所以，大众

传媒使少数民族传统被解构、断裂和碎片化，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诱因之一。但是，大众传媒也可

以修补、重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对于少数民族产生积极的传统文化认同也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大众传媒；传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问题是近几年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

认同问题，更是民族学、心理学、人类

学、哲学学者研究的重点。而新闻学与

传播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如凤毛麟角。事

实上大众传媒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比如大众传媒传播的异文化对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影响

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同时大众

传媒又可以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

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进而能够加

深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总之，大

众传媒与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在文化认同的研究领域，新

闻传播学不能缺位。

一、相关概念界定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

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

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

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是文化认同的依据。”①

传统文化就是指在历史上形成、

发展并传承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民族文

化。“传统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

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

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既是

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

现，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历史的基础。”②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指少数民族在历

史上形成、发展并传承下来的比较稳定

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

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并积淀的文明成果，

是一个民族生存、繁衍、发展和繁荣的

“内核”，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特征，

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

的传统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的智慧、情

感、意志和追求，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

文化消失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离消亡

不远了。

二、大众传媒是导致少数民族产生

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诱因之一

一般地说，现代性是对人的个性的

肯定，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现代性导

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回归。按照弗洛伊德的

定义，认同是个人与他人在感情上、心理

上趋同的过程。也就是说认同是人的一种

心理活动，而且这种心理活动存在的前提

是个人要对自我身份有自觉意识。从这个

意义说，现代性问题和人的认同问题也就

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现代性肯

定了人的主体性，激活了存在于人的内

心深处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的自我意识

必须知道自己是谁，这就产生了认同问

题，当然，现代性只是认同问题出现的

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差异的出现，而

全球化使人们有机会和能力广泛地接触

差异文化，感受差异文化。“全球化进

程就是一方面消解民族差异，另一方面

又激发了民族文化特性的自觉。在这个

意义上，全球交往与其说锉平了文化差

异，不如说使这些差异更加凸显出来，

现代性不承认特殊性，因而使许多民族

文化出现了认同危机。”③

传统和现代是相对的，有的学者甚

至认为现代性是反传统的，所以，现代

性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得出的

结论是负面的。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和

现代性的发展正强烈地冲击着少数民族

的传统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

承出现断裂，由于对现代性的过度认同

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被解构，最终

呈现出碎片化，从而使少数民族产生传

统文化认同危机。

而大众传媒因为是现代化的催化

剂，所以它也就自然地被纳入导致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被解构、断裂、碎片化的重要

诱因之中，同时也成为导致少数民族产生

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众传媒是现代化的催化剂，它

本身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是均质化传

播，是拒绝特殊性的。但是，大众传媒

传播的异质文化使少数民族看到了文化

的差异性，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由大众传

媒传播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一方面又不愿意看着本民族的传统

文化消失，所以也会产生认同危机。

现代性、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少数民

族的文化发生了变迁，少数民族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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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现被解构、断裂和碎片化，少数民

族出现了认同危机，这些结论大多是研

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

笔者丝毫不怀疑这些结论的可信

性，但是现代性果真如有的学者说的是

反传统的吗？现代性和大众传媒对传统

文化难道只有破坏吗？随着全球化进

程、现代性的到来以及大众传媒的普

及，少数民族确实产生了认同危机，那

么，这种认同危机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

化保护一定是有害的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

三、大众传媒也可以促使少数民族

对其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认同

因为认同危机使少数民族认识到本

民族传统文化所处的危险境地并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前途担忧，这种文化的焦虑

使他们产生了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然

而，逝去的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由于文

化变迁的不可逆性，所以，那些处于文

化认同危机中的人们，又会自觉地对断

裂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小心翼翼的

“修补”或“重构”，这种行为对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很有意义的。

李元元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在现

代化汹涌而至的今天保护自己的民族传

统文化，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传统

文化代表着民族的根本和归属。对于民

族文化传统的保护也就是对民族身份的

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的不是事

件本身，重构的是对‘我是谁’的认同

情感。”④

文化变迁实际上就是由碎片化到重

构的过程。所谓的“碎片化”就是在社

会变迁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被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替代，原

有的文化在新的文化冲击下失去了赖以

生存的母体，变成了碎片，许多旧的文

化形态被打碎了，新的文化形态还没有

成型，这就是“碎片化”。

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在移

民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这些移民

大多是因为响应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

从比较偏远的地方迁入城镇。他们能更

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是如何被解构而

呈碎片化的。比如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

是两个生活在东北林区的以狩猎为生的

民族，为了响应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从

东北大兴安岭林区迁往城镇生活，随

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原

有的民族文化不断碎片化，这两个民族

的人面对传统文化的逝去和对新的文化

的难以适应表现出了迷惘和焦虑。有的

人大量酗酒，《神鹿啊，神鹿》中的女

主人公就是因为酗酒而导致死亡。据统

计，这两个民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了

相当大的比例。面对这种状况，政府、

学者和民族精英共同努力，帮助当地人

唤回狩猎文化的记忆，并把这些记忆用

书籍、影像资料记录下来，并借助大众

媒介进行广泛传播。这样对这些告别传

统狩猎文化的人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两个民族，了解他们

曾经拥有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对传统文

化的重构过程。

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

极易使传统文化“碎片化”，但现代社

会的高科技也使其具备了把“碎片化”

的文化进行重构的能力。

李元元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

迁过程分析——以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

治县蒙古族牧民定居点为例》，通过民

族志的研究方法给我们展现了蒙古族牧

民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是如何

“碎片化”的，又是如何在政府权力和

民族精英的合力下被重构的过程。

在李元元的文章中，提到了当地

政府和精英人物在传统文化重构中的作

用。笔者要强调的是大众传媒是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受冲击和被解构的重要因

素。那么，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重构”，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修

复”或“修补”，大众传媒的作用又是

什么呢？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接触最多的大

众媒介就是电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少

数民族社区封闭的状态，给当地少数民

族群众带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使

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异质

文化。

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民族

志研究，证明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重构了他们对日常

生活的想象，同时打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

关联，对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文化、建筑文

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传统艺术、价

值观念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许多少数民族除了民族节日的特定

场合已不再穿民族服装，传统建筑和传

统艺术正在消失，许多少数民族的年轻

人已不会讲本民族语言，对流行音乐的

追逐使许多年轻人已不会本民族歌舞，

许多年轻人不信仰本民族宗教，不认同

本民族的价值观。

当然，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大众传媒却是不可

小视的因素。总的来说，大众传媒带来

的异质文化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

了很大的冲击，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碎片

化，解构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

学界在研究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的研究者得出的大体一致的结论。

有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就有什么样的

研究结论。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

响难道只有破坏吗？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

的传统文化认同难道只有负面作用吗？

张瑞倩在《电视对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的“修补”》一文中，提出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文化修

补”。她认为：“文化修补是指大众

媒介对因社会变迁而断裂、缺失的传

统文化的弥补，这也是传统社会的受

众通过大众媒介空间对断裂的传统文

化进行再发现的过程。”⑤

搬迁至格尔木后，长江源村生态

移民绝大多数有了电视，可以收到五十

多个频道，电视加快了移民的现代化进

程，也解构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并使其

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但是，这些移

民在现代化的洪流中并没有迷失自我，

产生了文化自觉的人们也利用电视对已

经断裂的，碎片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修

补”，通过记录和重现使得传统文化得

以保护。

张瑞倩提出的“文化修补”理论，

以及她的民族志研究确实为大众传媒与

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

角。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但

有解构功能，同时也有修复、修补、重

构甚至建构功能。当然，修复、修补，

重构、建构之后的文化还是原来的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吗？经过修补、重构后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否能为其成员所认

同？将是我们进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张瑞倩做民族志研究的长江源村的

居民从唐古拉镇迁往离格尔木市中心12

公里的郊区，他们经历的民族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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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1页）也更倾向于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观点；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功力，用质朴的口语深

入浅出直达人心。

（四）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与央

视评论节目的差异

有句俗话叫做“内事看中央，外事

看凤凰”。央视新闻注重导向性，关注

评论问题的视角更注重新闻舆论的社会

效应；凤凰资讯更多是传递给观众客观

资讯，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更大一些，

它选取题材时可能更倾向于经济效益。 

（五）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不足

1. 评论题材过分集中，观点选题重

复。凤凰卫视评论节目过多也有着它的

弊端，一天当中，一星期当中，一个月

当中，全球能称之为大新闻事件的毕竟

有限，而每个独立的节目也不会说顾及

到别的节目已经选了某个话题而转去挑

选那些剩下没有多少评论价值的残渣。

这必将导致多个节目选题重复，让观众

在同时看了几个评论节目后，对一些节

目产生腻烦的感觉。

观点即使可以不同，但是凤凰一向

强调它的客观，所以每次也会提出多个

观点进行分析。每个节目都拥有多个观

点，多个观点重合难免有重复，所以无

法保证观众不产生厌恶感。

2. 工作人员分工不明确，没有明

确的专业分化。分工不明确也是观点选

题重复的原因之一。比方说，胡玲可以

是《新闻今日谈》的主持人，又可以是

记者。同样是《新闻今日谈》，阮次山

今天是嘉宾，明天可能会是主持人。姜

声扬是《时事开讲》的主持，又是《午

间特快》的资讯播音员，而《时事辩论

会》的嘉宾都有可能是该节目的幕后策

划。一个嘉宾同时上了这个节目又上那

个节目，在节目间选题相似的情况下难

免不能保证节目观点的不重复。

（作者简介：赵晓婧，华中科技

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新闻教研

室；孙玉凤，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

闻与法学学院新闻教研室讲师）

和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定居

点有着相似的经历，即都经历了在保留

传统文化和接受现代化之间做出选择的

阵痛，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文化

自觉，进而对断裂的传统文化进行“修

补”或“重构”，不同的是蒙古族人借

助了民族精英和政府的力量，而长江源

村的藏族居民则主要是利用了电视。

差异产生认同，长江源村在移民

之后，在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频繁交往

中，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增强了。对传

统文化的维护是民族认同的一种重要途

径，但是，传统文化已被消解，正在渐

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电视通过对传统

文化的再现帮助人们唤回即将逝去的记

忆。另外，电视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唤

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激发了人们保护

传统文化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电

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

同时对少数民族产生积极的传统文化认

同也是有益的。

当然，张瑞倩的研究只是个案，她

的“文化修补”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能否用来解释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大众

传媒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这还需要做更

多的民族志研究。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

同，笔者认为经历了从消极的认同到积

极的认同过程。

首先是全球化、现代性及大众传媒

的普及使少数民族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开始视现代文化

为先进，而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为落后，

从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消极的

认同。但是随着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

的深入学习，主要依靠学校和大众传

媒，随着知识的增加，少数民族能够更

加理性地看待现代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

化，再加上媒体呈现的本民族传统文化

消亡的报道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保

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开始觉醒，对传

统文化表现出积极的认同。这种积极的

认同促使他们投入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的实践中去。

2004年，浙江电视台《亚妮专访》

的一期节目，讲述了一位叫王安江的苗

族老农为收集苗族古歌资料四处奔走求

救的感人故事。在现代文化的不断渗透

和影响之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苗族古歌

正面临严峻的断层和消失的危险，但仅

凭一人之力却难以复兴。浙江电视台

《亚妮专访》栏目深入苗乡，对苗族古

歌的全面报道和全力支持，让人们看到

了正在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升腾而起的

希望。

杨丽萍编制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

南映像》将云南彝、藏、佤、哈尼等10

多个民族的民族歌舞、服装、乐器、民

俗等民族文化形态搬上了现代艺术舞

台。在舞台上，粗犷奔放的肢体动作、

绚丽唯美的画面、空灵的音乐、略带野

性的山歌把人们渴望心灵的回归，灵魂

的升腾演绎得淋漓尽致。《云南映像》

虽然是通过舞台来演绎，但是，它的广

泛传播以至于家喻户晓，却是通过大众

传媒来完成的。所以，可以说《云南映

像》是民族文化和现代传媒结合的成功

之作，也是增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

同的成功之作。

小 结

大众传媒传播大量的异质文化，使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断裂、被解构和

碎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

威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由此

产生。但是，大众传媒的现代性使少数

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面对日益消失的

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产生了文化自觉，

产生了文化自觉的少数民族开始利用大

众传媒对濒临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

修补、重构。具体的做法就是对正在消

失的传统文化进行报道，并利用各种方

式再现传统文化，帮助人们寻找已经濒

临消失的民族文化记忆，这对于增强少

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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