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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新媒体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陈 菲

［
摘要

】
基于新媒体传播 的 高效率 、 即时性 、 受 众广 特点 ，

论 文分析 了 广 府文 化在新媒体传播 中 迎来的机遇 ，
并在全球 化

的 背 景之 下指 出 了 广 府文化的 地域特质 日 趋弱 化的 事 实
，主张通过 对新媒体 的 受众进行精准 定位 ，

结合 广府 文化特 点 定

制视听 、 阅读 内 容 ， 从而 在新媒体 时代 的地域文化传播 中提 高 竞争力 。

［
关键词

］
广府 文化 新媒体 机遇与挑 战

一

、广府文化传播迎来新机遇

基于数字技术 的发展 ，通过计算机 网 络 、无线 通信 网 、

卫星等作 为传播 渠道
，
辅之 以电 脑 、手机 、

数字 电视机等 终

端
，
进而 向 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 的新媒体传播 形态越 来越

成为人们 生活 中不 可或缺的 一环 。 较之传统媒 体 ，新媒 体的

主要特点 是转变 了信息传播的 渠 道 ， 其基于数 字压缩 和无

线 网 络的传 播技 术 ， 使得媒 体传播 实现 了 虚拟 化 、 即时 性 、

交互性 ， 给用户 带来 了卓越 的使用体现 。 到 ２０ １ ９ 年底 ，综合

新闻 资讯行业用 户规 模达 ６ ．２ 亿
，
４３％的 中 国新媒体用 户 年

龄为 ３ １
－４０ 岁 。

随着新媒体技术 的 发展和普及 ，
当 代社会生 活与新媒

体结合得 越来越 紧密 ，新媒体 产品类 型不 断增 多
，
形式也 日

趋丰 富
，
甚至在一些领域还进行 了 人工智能 的尝试 。 不仅如

此 ， 新媒体还不断追求 产品 内 容
、
咨询 广度上 的拓展 ，

从而

尽可能地 满足不 同 的新媒体用户 的兴趣与需求
，
从而提 高

自 身 的覆 盖范围 和影 响 力 。 传播方式 的 变革带 动 了 内 容生

产的活力
， 不少 以广府文 化作为 主要 表现 内容 的新媒体 节

目 不断呈现 出 来 ， 如 《粤 睇 粤正 》 《广府 文化趣谈 》《疯狂 粤

语 》 《文化广州 》 《飘色 》《广府 人间 穿 粤韶华——２０ １ ９ 广 府

文化活动纪 录片 》等成为备受大 众追捧的节 目 。

算法机制 被运用 到 了 内 容的分 发之 中 ， 借此 可以 实 现

新媒体节 目 的个性化定 制和精 准投放 ，
实现 了对于潜在 受

众的大力挖掘
，
从而帮助广府 文化实现 尽可能大 的社会 反

响 。 新媒体 串联 了不 同 的媒介 路径 ， 将数字 电 视 、
互联 网 新

媒体 、户 外新媒 体 、手机终端
（
如微博 、 微信 、新 闻 ＡＰＰ 等

）

加以 沟通
，
可以 实现广府 文化 的多平 台 、同步骤 传播 ， 使 广

府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 化 ， 更适合不 同 受众群 体的趣

味 ，从而最终扩大其 自 身的文化辐射 范围与影响 力 。

二 、广府 文化传播遇 到新挑战

通过新媒体 为广府文化传 播助力 ， 这 是
一

个具有 可行

性的尝试
，
但也面临着许 多新挑战 。 首先 ，

广府文化 借助新

媒体进行传播 ， 需要面对全球 化时代地域文化影响 力削弱

的严峻挑战 。 全球化 是在全球不 同地区 、 国 家之间 相互联系

不断增强 的背景下 全球意识的 崛起 ， 它反映 了全球 在配置

人类生 活所需 的 物质 生产 、经济 交往 、文 化交流
、
政 治合 作

中 的合作程度 日 趋深化 。 在全球化时代 ，
国 家与国 家之间在

政治 、经济 、 文化上互 相依存
，
没有

一

个 国 家可 以 完全脱离

与其它 国 家的联 系 而独立发 展 。
全球化一方面推动 了各 国

之间合作程度 的加 深
，
另
一方面则使得 不同 文化之 间 的趋

同 性不断增加 ，
并对地域 文化的生态 构成压倒性 的 影响 ，从

而使得地域文化 不断地丧失 自 我拓展空 间 ， 文化特 征也不

断模糊 。

其次
，
广府文化借助新媒体文化传播

，
需 要同 时 面对众

多类 似地域文化 的竞 争 。 在 文化搭 台 、
经济 唱戏的 背景下

，

各地都 希望借助地域 文化的开发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 的发

展
，
因 而在眼球至上的视觉 文化中 着力打造 、

推广地域文化 。

当前
，
地域文化的 宣传已 经是各地方政府不约而 同 的选择 。

关东 文化 、燕赵文化 、黄土高原文化 、中 原文化 、 齐鲁文化 、淮

河流域文化 、
巴 蜀文化 、荆楚 文化 、 吴越文化 、

岭南 文化 （包括 广府文化 ）等都在借助 新媒体

传播 自 身文化
，
形成百花 争艳 的局 面

，
在这种

情形下广府文化如何凸 显 自 身特征 、如何在竞

争激烈的文化宣传中胜出
，
是
一个较为复杂的

问题 。

再者
，
广府 文化借助 新媒体 文化传播 ， 要

能够形 成具有 自 身鲜明 特点 的作 品 。

是否 具有有 影响力 的作品
，
是衡 量

一个

地 区 的文化是否形 成标志性产 品 、 是 否具有

生命力 的 重要标准 。 广府 文化作为广 府地 区

的物 质和精神生 产的综合 ， 应提炼 并推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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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域特 色的广府 文学作 品 ，从 而打造具有 自 身创造力
、
传

播 力 的广府 文化品 牌 。 从历史 角 度看
，

广府文学是基于广府

历史文化 传统而形成 的作品 ，具有 鲜明 的传承性 ；
从时代角

度看
，
广府 文学是基 于广府 文化 的具 体社会背 景与文化空

间 而创作 的作品 ，
具有鲜 明 的阶段性 。 广府 文化传播若要增

强 自 身的造血功能 ， 就应该着力 打造 精 品 力作 ．
兼 容并 蓄

，

开放多元
，
广泛 吸取不同 地域文 化的优势 ， 创作 出 具有独特

广府文化韵 味 、表 现广府人 民趣 味 、具 有鲜明地域风味 的经

典作品 。

三
、广府文化新媒体传播的 改进途径

广府 文化 的新媒体传播是
一

个时代课题
，
它涉及到政

治 、
经济 、文 化 、教 育等各方面 的 因 素 ， 需要各界人士共 同努

力
，

以改进其传播过程中 遇到 的
一

系列 问题 。
大体而言 ，

广

府文化新媒体传播 的改进途径主要有 ：

应着力打造
一

支熟悉广 府文化 的新媒体传播 队伍 。 既

然要通过新媒体传播广府文 化 ， 那 么 就必须有
一

支专业化

的广府文化 采写 、 编辑 、制作 团 队 。 这 支团 队不仅应 了 解 、熟

悉广府文化及 其历史脉络 ， 而且还应 对其文化特 质及其可

能的 运用 了然于胸 ，
以此为 基础考虑 如何通 过新媒体进行

广府文化 的有 效传播 。 同时这支广府 文化采写 、
编辑

、
制作

团 队应该吸 收来 自 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 、专 家 、爱 好者
，

以

应对广 府文 化中 的饮食文 化 、建筑文 化 、 历史 文化 、地理文

化
、
商 贸 文化 、 文学 文化等 不同类 型文 化的需 要

，
从 而能够

敏锐地发现不同现象 中 隐藏的文化传播素材 。

第二
，
应充分利用广 府文化 的世俗化 、 生活化特点进行

传播 。 与主流 正统文化相 比
，

岭南文 化历史上长 期偏于
一

隅 ，形 成了 注重 当 下生 活 、
贴 近社会现 实的特点 。 在著名 学

者谢有顺看来 ，

“

在广州
，
你不会对 历史存多 少想象 ，

因 为这

个城市
，

真正强大 的是她的现在 。 早 茶 ， 晚茶
，
老火靓 汤 ，不

可
一

日 食无鲜 ，吃 吃喝喝 ， 汤汤水水
，
关心 的不过是今 天

，
是

一种过 日子 的心情 。 很多人 由 此看轻 广州 ： 是务实
，
也是

一

种世俗
；
是随和 ，也表 明 缺乏 讲究 。

”
１

１
１如果说 主流文化 凸显

的是 国 家政治 、 社会变 革 、 文化传统 等宏大 概念 的话 ，
那 么

广府文化 注重 的是对 日 常生活细节 的追求 ， 是一 种务实 的

经验 。

“

散 步是
一种状态

，
它随 意 ，舒适 、轻盈 ， 而这正是 广州

人所追求 的生 活境 界 。 爱上广 州 的人 ， 多半爱 的就是这种生

活 。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 广府文化
，
必须坚持 以世俗 化 、 生

活化 的角 度进 行采写 、编辑 、制作 ， 切忌 以 刚性的理念 、
政治

的命题 、 文化的崇高 等角 度切人
，
否则很容 易造成不接地

气 、语境不符等 问 题 ，从 而影 响广府 文化 的接受 。

第三 ， 应打造
一

系 列 稳固 的广 府文化传播平 台 。 传播 广

府文化
，

一方面固 然要 借助 于 已有较 大影响 力 的新媒 体平

台
，
合 理地进行包 装 、

推广 ，捕捉 最佳时 机宣 传广府 文化 ， 另

一方面则 又应该建立 自 己 的新媒体 、 电 视台 、期 刊 、报 纸 、出

版社等传播 平台 。 对于后者 的整合与管理 ，地方政府应将 其

视为助力地方 发展 的长期 战略工作 ， 务求真抓实干 ，
做 出 实

效 。 如能假 以 时 日
，

一定可 以在 弘扬广 府文 化 、 打造具有 浓

郁 本土特色文化 的道路上走得 很远
，
使 广府文 化成 为

一

代

又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

“

记忆是人类体验时 间 的一种 模式 。

没 有记忆 ，
就没有 时间 体验

，
就没有 对过 去 的叙事 ， 没 有记

录史实 的可能 ， 也就没有 历史 的可能 。

”

１
３

１习近平 总书记多

次强 调 ， 要讲清 楚 中 华优 秀传统 文化 的 历史 渊 源 、 发 展脉

络 、 基 本走 向
，

讲清楚 中 华 文化 的 独特 创造 、价值理念 、 鲜

明 特色 ，增 强文化 自 信 和 价值观 自 信 。 在 广府 文化新媒体

传 播 中
，
只有建立 了立 足 于广 府 文化 、 努 力传承 广府 文化

的重要 传播平 台
，
广 府 文化才 可 能在 全方位 、长时 间 的传

播 中 形 成凝 聚力 ，成 为生 活于其 中 的广府 民众的认知 观念

和文化 自 觉 。

第四
，
应采取各 种措施确保 广府 文化在新媒体传播 中

形 成特色 。 利用新 媒体宣传地方 文化 成为 当前各地方政府

共 同 的 选择 ， 在这 种情形下应努 力在 广府文 化传播 的 内容

与形式上努 力推 陈出 新
。
广府文化 采写 、 编辑 、

制 作团 队 ，
应

对 广府文化的潜 在受众进行 系统定位 和分析 ，
在此基 础上

针 对 他们 的文化 程 度 、 语言喜好 、 民俗 知识 、
观赏 习 惯

、
娱

乐 时间 等进行 具有 针对性的制作 ，
并基于大数据进行传播

对象的精 准推送 。 在 采写 、 编辑 、 制作 广府文化的传播 内容

时
，

应 同 时 兼顾娱乐 休 闲 与文化价 值 、 思 想 内 涵 与 雅 俗共

赏
，
并 能利用 不 同 时期的社会热 点现 象进行高 效推广 ，

从

而在 较短 的 时期 内 贏 得
一

批潜 在 的广 府 文 化 消费 群 体及

认同 群体 。

从整体上看 ，
新媒体技 术的兴起 为广府 文化传播 创造

了 新契机
，

它不仅 突破了 传统媒体在传播范围 、传播时效性

上的限制
，

而且可 以 根据潜在受众 的兴趣 、 习 惯进行精准推

送 ，
有 利于广府文 化的迅速传播 与社会认 同 。 尽 管全球化时

代 的 到来正在 削弱广府文化的地域特征 ，
但 我们仍然可 以

借助新媒体 的诸多技 术条件 消 解全球化 的不利影 响 ，
弘扬

广府 文化 ， 使之与 民众的生 活 、观念 相妥帖 ，
真正 走近 民众

的价值认同 。

注释 ：

谢有顺 ： 《消 夏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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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吴 志 良 ： 《澳 门 的 历 史 与记 忆 》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２ ００８ 年版

（
广 州 城市职业学院宣传统 战部 ）

新闻 前哨 ２ ０２０年第 ６期５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