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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羌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其有着悠

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现代羌族则是从古羌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是古羌族中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好，历史文

化传承未断层的重要分支，羌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传承

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独特的风俗习惯。目前，

羌族主要居住在我国四川西部茂汶地区，部分羌族人民

散居于汶川、理县、黑水等地区，羌族虽然没有属于自

己的民族文字，其通用的是汉字，但是羌族有着自己的

语言，羌族文化多以世代口口相传而得以传承，而这一

传承形式也为羌族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相比于有自身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

而言，羌族这一类缺失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

工作难度极大。

一、互联网 + 在羌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中的应用必要性分析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从其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各领

域学者的广泛关注，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技术以及在

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延伸技术已经成了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深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军事、

医疗、教育等等领域中均得到了有效应用。自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了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后，互联网技术也开始被应用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文

化遗产的保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羌族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拥有着丰厚的民

族文化，但是羌族由于文化传承人较少、传承人的断代等等

因素影响，导致了羌族文化传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互联网 +

技术的应用可通过有效将羌族文化成果网络化来实现对文化

的传承与保护。通过互联网技术可更好地收集、了解、整合

羌族文化资源。如通过与老一辈文化传承人来进行对接，利

用羌族语言文化与中国汉字相结合编辑成羌族的文化资源库，

利用网络来上传这一数据，实现对羌族文化成果的网络化，

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将羌族文化进行储存。羌族作为一个能歌

善舞的有着多项优秀文化成果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种类繁多，

比如在高山丛林中生存而发展出来的特色体育文化，这就是

当下众多民族所没有的文化之一，然而这一文化又难以通过

语言来进行描述，此时就需要通过互联网的介入来实现对体

育文化的储存，通过视频拍摄的方式，对基于丛林生存中由

采摘、种植、养殖等等形式而形成的独特的体育文化进行记录，

并通过网络进行上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羌族这一特色文化，

做好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又比如，羌族为了庆祝丰收、

胜利而互相围绕在一起的篝火舞蹈、饮酒文化等等，这些同

样无法用语言来进行描述，且这也直接体现出了羌族文化的

集体性，有着多类文化载体共同构成。而羌绣、羌笛以及其

他的一些富有民族色彩的装饰、美术、刺绣等等也可通过互

联网的形式来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羌族特色文化，

进而也能吸引更多的人学习、认知羌族文化，而这样一来，

也有利于真正做好对羌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二、互联网 + 背景下羌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难点

要想以互联网形式来做好羌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就必须要明确羌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具体难点，并解读互

联网技术实现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优势。

1、传承与保护文化呈现出代际分层

羌族在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着一个重大难点，由于

羌族只有羌族语言但是却没有羌族文字，因而在多数时候，

羌族文化传承的形式都停留于语言传授，通过口口相传的形

式来记录并传承上一代羌族人民的历史与记忆，在羌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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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中不断融入羌族文化。但是由于缺失文字的影响，羌

族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就存在着一定的流失率，若上一代

羌族人民流失了一部分羌族记忆与文化，那么下一代羌族青

年也难以传承这一部分羌族文化。而新一代羌族青年受到流

行文化的影响，导致了对以往的口口相传的一套文化形式失

去了兴趣，反而是追求当下的一些流行文化的传承形式，羌

族年长者与羌族年轻一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而更为严

重的是，老年一代的传承人极为注重文化传承的各类规矩、

习俗，对于一些民间艺术、音乐等的传承极为重视。然而羌

族青年一代由于受到义务教育的影响，其从小受到汉族文化

的影响，且汉化的程度较高，因而这部分年轻人并没有民族

文化的传承意识，且这部分羌族年轻人群在对待文化传承这

一事宜的时候往往并不会表现得过于积极。

2、传承人断代的风险

传承人断代问题是当下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中都会遇到的，且难以避免的共性问题，若无法解决这一难题，

将会使得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当下受到严重阻

碍。羌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其人口较少，在我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中指出了羌族人民仅仅只有 30 余万人，男女比例

基本一致，羌族人民数量较少，将会直接导致在文化保护与

传承中缺失主体地位。而老一辈的传承人年龄较大，受到身

体素质的影响，其在传承羌族文化的过程中也将处于不利地

位。当下受到流行文化的冲击，我国越来越多的羌族年轻群

体学习流行文化，通过网络或者其他形式接触到流行文化，

而对于流行文化的喜爱程度明显高于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喜爱

程度，这就表现出了文化不自信的问题。羌族文化传承人的

年龄较大，而年轻一代或因为生计，或因为其他种种原因所致，

导致其无法传承羌族文化。

3、羌族传承观念与新时代、新技术之间的冲突

羌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中还面临着文化传承观念与新时代、

新技术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主要指的就是羌族所固有的文

化传承模式与当下互联网为代表的文化以及传承技术之间的

冲突。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来进行

的，羌族人民并无专属的民族文字，使得其在文化保护与传

承中只得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展开具体的传承与保护活动，而

羌族以及羌族文化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发展了 3000 多年。互联

网技术的出现、流行文化等都是在短时间内所诞生的新鲜事

物，其对于羌族人民的生活虽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却未深

入到羌族人民的骨子里，尤其是在文化传承方面，传承人更

多的沿用着老一辈所传下来的传承方法而并非借助于互联网

或者其他新传承技术，这就对当下我国政府关于做好羌族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三、互联网 + 背景下做好羌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措施分析

1、借助互联网思维引导青年群体重视羌族文化传承工作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每一个少数民族区分于其他少数民族

的标志，其是每一个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需要引起每

一个少数民族人民的重视。羌族文化传承以及保护工作中，

青年一代作为未来的文化传承接班人，需要重视对自身民族

文化的认可，做好传承工作。新一代羌族青年确实由于从小

受到了义务教育的影响，导致其汉化程度较高，而在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背景下，又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通过手机、电

脑等媒体接收到来自网络中的各类信息，其对于自身民族文

化的认可度越来越低，也越来越不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

对此，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发挥互联网的作用，通过互联网来

做好对青少年的引导工作，尤其是要通过互联网宣传习总书

记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方面的重要会议内容与讲话，通过强调并借助

互联网来宣传羌族文化传承工作对于国家文化建

设的重要性，引导羌族青年群体提升传承与保护

意识，而对于老一代的传承人同样需要借助互联

网思维来更新其传承观念，实现与青年群体之间

传承方式的协同，避免代际分层。

2、以互联网 +为依托，扩充传承队伍

要想解决传承人断代的这一问题，除了政府

部门鼓励羌族青年一代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以及出

台一系列相关的帮扶措施之外，还需要以互联网

+技术为依托，扩充传承队伍。根据我国第六次

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羌族人口仅仅只有 30 万

左右，而其中还需要算上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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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部分儿童，因而，当下羌族文化传承人数量

极少，仅仅靠羌族人民自身来实现对文化的传承

是不符合现实的。互联网 +背景下，互联网技术

在各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且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羌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同样可积极利用互

联网 +技术。通过以视频拍摄的方法来记录羌族

特有的文化，如拍摄基于丛林生存中由采摘、种

植、养殖等等形式而形成的独特的体育文化，并

通过网络进行上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羌族这一

特色文化。通过拍摄记录羌族为了庆祝丰收、胜

利而互相围绕在一起的篝火舞蹈、饮酒文化，然

后上传到各个视频网站中，吸引受众，让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重视对羌族文化的保护，参与到文化传承与保护

工作中来，且以互联网 +的形式来展开教学工作，也直接避

免了这部分人群由于语言不通而造成传承问题。互联网 +旅

游的形式也可更好地为大众展现羌族人民的生活，使得旅游

与羌族文化真正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利益驱使下使得羌族人

民丧失了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初心。因而借助互联网技术可扩

充传承队伍，避免了传承人断代的问题。

3、政府主导推动互联网 +与羌族文化传承、保护的融合

互联网 +技术的应用虽然为羌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

了平台，大师受到老一辈传承人思想的影响，互联网 +技术

并不能深入到文化传承中去。此时，就需要政府作为推动力，

政府颁布相应的政策来推动互联网 +与羌族文化传承工作的

深度融合。首先是要通过多渠道来宣传羌族文化传承与保护

的重要性，让羌族轻一代认识到自身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其

次则是通过宣传教育，让老一代传承人了解到互联网的优势，

引入互联网后，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可从哪些方面来做好。

最后则是更新老一辈传承人的观念，让其认识到互联网虽然

还是一项新兴技术，互联网在文化传承与保护中能发挥积极

作用，与羌族人民传统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形式不一致，但却

并不冲突，互联网以及以其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帮助羌族人

民更好地做好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政府必须要作为文化保

护与传承中的主导者，实现羌族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与互联

网 +的深度融合。

四、结语

总而言之，当下国家极为重视文化建设工作，重视提升

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而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文化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我国文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羌

族又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更是国家需要重视的事宜。互联网 +背景下，羌族文

化传承与保护可通过积极发挥互联网优势来实现，而这就需

要政府在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中做好深入调查，以期推动互

联网 +与文化传承、保护的深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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