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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宿州民俗文化的推广 

王宁 程思源 胡冰 李澳 陶瑞青 桂圆芳 

（蚌埠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1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出现了显著增

长，同时新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深受公众喜爱，正广泛应用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宿州地区具有悠远的

民俗文化发展历程，和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当下以新媒体环境为背景，以推广宿州民俗文化为目的，探索新媒体

环境下宿州民俗文化的传播策略，对于满足地区人民精神文化层面需求，激发公众对宿州民俗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提升宿州城市知名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俗文化 新媒体 文化内涵 传承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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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州民俗文化资源及其现状 

1.1宿州地理环境与文化底蕴 

宿州市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地处黄淮海平原南端，宿州襟连沿海，背倚中原，素有安徽省北大门之称。同时地处苏、鲁、

豫、皖四省交界处。现辖萧县、砀山、灵璧、泗县和埇桥区。宿州古时也称泗水，物产资源丰富，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不仅

拥有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与南部楚文化、北部的儒学文化以及西南道家文化相互交融。其所辖灵璧县是著名的“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也被称为“钟馗画之乡”，萧县更是被誉为“中国书画之乡”。宿州既有四大观赏名石之一的灵璧石、荡气

回肠的“拉魂腔”泗州戏、还有楚汉争霸的古垓战场、竹林七贤的嵇康，更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花积淀和蕴藏丰富的传统民间工

艺和美术资源。 

1.2宿州民俗文化资源简述 

民俗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宿州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截至到 2020年宿州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4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项。下面是对宿州民俗文化在不同方面的具体描述。 

1.2.1宿州戏曲简述 

宿州戏曲方面，具有浓郁乡土气息、艺术个性化很强的地方戏曲“坠子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安徽戏

曲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宿州市的埇桥区在 2007 年 9 月 27 日，由中国杂技家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授予“中国马戏之

乡”称号，成为我国首个，也是唯一获此荣誉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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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调”也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保护项目。砀山四平调，起源于安徽省砀山县周寨

镇，早在明清时期，砀山境内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百姓迫于生计，以红布包头，身着彩衣，载歌载舞，唱出婉转动听的地方小

调。因此通过四平调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其中它们的许多表演程式都是从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而来

的，具有较强的乡土化色彩，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戏曲剧种。以至于在当地婚、丧、嫁、娶，庙会，或

者其它文化活动中都要表演这些戏曲节目。 

1.2.2宿州民间艺术简述 

在宿州民间艺术方面，宿州地区就先后涌现出一批批以毛窝、剪纸、扎龙、虎头鞋等为代表的多种多样的传统民间工艺。 

“毛窝”是半个多世纪前，宿州城乡内外用来御寒的鞋子，也就是今天的棉鞋，不过不同的是它是用芦苇、蒲草、柳条等

编制的草鞋，里面并没有棉花，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虽然人们已经不在需要毛窝作为御寒的工具了，但是毛

窝作为代表宿州人民智慧和不畏苦难精神的地区文化符号，将会一直印刻在宿州人民的心中。 

“扎龙”是由防水绸子彩布、圆竹和木头等材料制作而成，素有南方的狮子北方的龙，宿州地区在节庆、贺喜、驱邪、庙

会等活动期间都会进行舞龙表演，来烘托节日气氛，驱邪避祸，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宿州地区素有给新生婴儿添置一双虎头鞋的习俗，因为“虎头鞋”在宿州民间向来有驱鬼辟邪、消灾祈福的作用，人们希

望孩子穿上一双虎头鞋，能够辟邪恶、保平安、保护孩子健康成长。一双虎头鞋，一般要经过多道工序，使用多种线条和布料，

才能最终完成，可谓工艺繁杂，正因此也才能成为富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宿州民间工艺的代表之一。 

1.2.3宿州年节习俗简述 

在宿州年节习俗方面，宿州萧县伏羊宴已被纳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萧县羊肉因其烹饪上的独特之处已经享誉盛

名 300 多年。当地人认为，伏天时，羊肉肉质鲜香，汤汁醇而不膻，喝汤吃肉，人容易发汗、排毒，对人体健康有益处，因而

每年伏天吃伏羊的习惯沿袭下来，形成现在的伏羊宴美食节。另外，同被纳入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还有灵璧古庙会。灵

璧五月二十八古会沿承于旧时的城隍庙会，是老百姓庆祝城隍寿诞、祈盼风调雨顺而举办的大型祭祀活动，在农历五月二十八

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的灵璧古会已经发展成为了内含民间风俗、美食传承、商业贸易、文化旅游、历史

传承为一体的蕴含浓郁宿州地区民俗气息的民间艺术节。 

1.2.4宿州特色方言简述——以宿州地名为例 

在宿州地区方言上，宿州话，属汉语北方官话区。天津话源于宿州方言，为淮海平原上有特色的方言。“宿州”地名的发

音就表现出极具代表性的地区方言特色，宿州本地人经常把宿州叫做“虚县”，因为在民国时期，宿州改为宿县，隶属安徽省，

同时“宿”是多音字，也发“X”的音再配上本地的方言，就变成了现在本地人所叫的“虚县”,以至于现在当外地人听到本地

人讲“虚县”时，还以为宿州是个县级城市，实际上早在 1998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就批准，撤销宿县地区和县级宿州市，设

立地级宿州市。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同时也是连接地区人民情感的精神纽带。宿州地区

方言对于增强地方人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当前宿州民俗文化的推广困境 

2.1区域局限性较强，传播方式单一，新媒体传播优势尚未被有效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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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较为落后，而且也没有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加之政府部门不重视，宿州地区人们的民俗文化传承意识也较低，以及受外来文化、流行文化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宿州在推广民俗文化方面的重视力度不够，整体推广效果不明显。宿州地区现有的民俗文化推广途径，

主要是以传统媒体为主，如书籍、报刊、旅游手册等，宣传方式较为单一，区域局限性较强，而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借助新媒体

的推广策略，还没有被很好地发掘。 

2.2传播内容浮于表象，对宿州民俗文化底蕴挖掘不够 

在对外宣传内容方面，对宿州民俗文化的挖掘还仅仅是浮于表象，并没有充分发掘宿州深层次民俗文化底蕴，提炼相关民

俗文化元素和民俗文化符号。一些地区还存在打着弘扬民俗文化的幌子，大肆举办一些所谓的民俗文化活动，实则是想以此为

借口赚取相应的经济利益。这些都对推广宿州民俗文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宿州民俗文化的推广过程中遇到屡屡受挫，

难以吸引公众注意力，区域影响力不足等情况。 

2.3缺乏受众细分和信息的精确推送 

宿州在推广民俗文化方面还缺乏对受众的进一步细化分析，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对外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按照受众

的差异化特征，进行有目的信息推送。还是以一种统一的格式和单一内容进行对外信息传播，没有考虑到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不同人群当中所代表的内涵和意义是不同的。而且面对同一信息，不同人群，因其知识、经历、价值

观等方面的不同，对所接收到的信息，没有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对信息的理解也存在着偏差。因此在推广的过程中会出现，

吸引力不足，关注度较低，影响力甚微等诸多不利的情况。 

3 借助新媒体推广民俗文化的挑战和机遇 

3.1借助新媒体面临的机遇 

新时代下，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给借助新兴媒体传播民俗文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今，新媒体面对多样化的客

户端接触面，拥有更广泛的受众人群，传播也更加便捷，是以往媒体无法比拟的，多客户端的信息传播载体能使宿州地区民俗

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新媒体实现了信息传播与阅读的个人化，基于不同受众的偏好和平时习惯，再借助互联网传播模式，

将民俗文化予以个性化解读，将其与受众的信息媒介接触相结合，推广具有地区特色的个性民俗文化，做到文化认同，才能赋

予地区民俗文化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3.2借助新媒体面临的挑战 

虽然借助新媒体传播民俗文化拥有众多优势和机遇，但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传统民俗的传播必需以现实为基

础，以文化本源为依据，民俗文化必需扎根现实土壤，才能拥有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过度依赖网络传播的虚幻性而忽略宿州

民俗当地的实体文化部分，忽略本土文化的真实性，那么民俗文化就会成为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另外，必需注意避免民俗文

化的过度商业化，单单想要依靠新媒体宣传从中获利，借助新媒体打着文化传承的外衣大肆捞钱，使其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宣

传噱头，就与民俗文化精神食粮的内涵背道而驰。 

4 新媒体环境下宿州民俗文化的推广策略 

4.1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通力合作，借鉴相关文创产业经验,依托新媒体推广技术，打造宿州特色民俗文化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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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因此推广宿州

民俗文化，地区政府也应该依托新媒体大环境，同其他社会组织通力合作，打造宿州特色民俗文化创意产业。 

4.1.1借鉴国内文创产业经验 

在打造宿州文创产业方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做法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打造文化产业上，首先进行品牌

商标注册，为整个产业链和文创产品打上了深深的“故宫”烙印，以区别于其他文创产品，并彰显自身的独特性。而后又严格

把关，通过向社会招标的形式，以此来拓展品牌和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虽然宿州民俗文化同博物馆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差

别，但是究其本质都是挖掘文化底蕴，开发文创产品，打造文化产业。因此宿州地区政府可以从中借鉴一些具体的策略。 

4.1.2打造宿州特色民俗文创产业 

地区政府可以同专业的市场调研机构进行合作，采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充分

挖掘宿州深层次民俗文化底蕴，提炼相关民俗文化元素和民俗文化符号，开发地区特色文创产品。 

可以通过提炼虎头鞋、扎龙、剪纸和毛窝等宿州民间艺术的外在形象，然后将它们的形象同时下火热的插画艺术、创意合

成、三维建模等艺术处理方式相结合，将实物转化成民俗文化符号，即“表象元素借用转化”，这就为后期多元化的文创产品

开发，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比如提炼相关艺术形象，并以此为原稿，然后将这一艺术形象转化成平面元素，将其印刻在手机

壳、头盔、鼠标、水杯、笔记本封面等产品上，开发成一些周边小商品。也可以进一步创新，将这些样式开发成 IP形象，打造

成象征宿州民俗文化的吉祥物，根据吉祥物的形象，又可以延伸出动画片、漫画书、毛绒玩具、卡通贴纸等诸多衍生品，有效

延长文创产业链。宿州民俗文化符号与现代艺术工艺相融合，既可以体现其复古艺术气息，又可以彰显其时尚，实用的特点。

这样就形成了由点到线最后成面的文创产品开发路径。 

4.2利用新媒体优势，增强传播效果,打造宿州城市文化名片 

媒介的选择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人们的关注中，被肯定的得以保留和扩散，被否定的则被摒弃和遗忘，在这

个过程中，传媒成为民俗生活及文化再生的工具和动力。要想很好地传播宿州民俗文化，可利用当今一系列先进的新媒体传播

技术，结合宿州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宿州打造人文、平和、闲适而不张扬的城市文化符号，使得宿州民俗文化可以更好地

传播。 

4.2.1拍摄城市宣传片、开设地方民俗类网络节目 

民俗文化的良好传播依赖于媒介。要想将宿州民俗文化推进大众视野，则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通过拍摄城市宣传片的方

式可以很好的概括总结地区独有的地方魅力，地区文化特色可以清晰明了地传递给受众。宿州同样可以以拍摄城市宣传片为手

段，通过视频、动画制作，结合电视、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推广宣传，给受众留下宿州是个充满民俗艺术气息、旅游

文化发达的良好城市印象。 

开设网络节目可以围绕宿州美食为主，可以尝试打造一款美食类综艺，除介绍宿州当地特色美食之外，宿州当地的民俗文

化、社会风气、人文情怀都可以得到广泛传播。同样的媒体环境下，相信宿州民俗在借助互联网传播的优势下可以得到很好地

推广，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4.2.2推广官方公众号和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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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众号和 APP 的推广是民俗文化与数字化传播巧妙结合的传播新形势。公众号具有语音传播、碎片化的传播内容、情

感联系下的人性化交流的特点，充分利用好微信公众号高校抵达、口碑效应、强交互氛围的传播优势，可以使宿州民俗文化得

到更迅速有效的传播。 

4.3更新信息传播形式，如利用短视频分享，建立文化资源网站的方式，对宿州民俗文化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传播 

互联网是指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联成的庞大网络。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手机等移动设备来获

取信息，通过微信、QQ、微博、抖音等平台进行碎片化的阅读也成为趋势。互联网时代，受众地位提升，要以受众为中心，重

视受众体验，如综合利用网络平台及时与受众进行信息互动交流。 

4.3.1短视频方式进行宣传 

短视频是一种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它所包含信息的呈现方式不会像通篇文字一样，使受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感觉枯燥或者

乏味，同时其也具有更好的交互性。 

目前，抖音平台上有介绍地区特色的短视频，通过这些地区账号我们不难发现，短视频的方式可以让受众参与评论，我们

更能了解受众想法，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结合当下较具代表性的短视频软件——抖音、快手等，在软件中注册官方

账号，定期上传有关宿州民俗的内容，同时我们可以用多个账号分别介绍传统民间工艺、特色美食、习俗等，让受众能够更清

楚了解宿州民俗文化各个方面的特点，提升受众对宿州地区民俗文化的兴趣。 

4.3.2打造宿州民俗资源网站 

按照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情况，想要了解宿州民俗的相关信息通过移动网络查找理应是一种较为简易的方式，但是目

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网站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较为详尽的宿州民俗知识。因此，应该建设宿州专门的民俗文化资源网站

来实现查阅宿州民俗文化资料的便利性。建立宿州文化资源网站，采用文字加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将会更加直观，可以让受众

直接一览宿州的文明。另外，宿州方言我们可以采用 H5 形式，利用 H5 的互动性，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感受宿州地方方言的

特色和魅力。用这些形式打造宿州专门的民俗文化资源网站能够让人们系统的、完整的了解宿州相关民俗知识，增加该网站的

点击率，达到高效的传播效果。（指导老师：程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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