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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As China's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Guangdong Chaoan Fenghuang single cluster tea cultural system i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aozhou people. 

However,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lace of Fenghuang single cluster  tea, it is found that the 

single communication channel of Fenghuang single cluster tea culture, the lack of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lack of creative content of emerging media lead to the one-way flow of Fenghuang single cluster tea 

culture, the poor participation channels of local people and the lack of cultural endogenous force, which hinder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aozhou Gongfu tea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form of participatory image communication, so as to provide 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content communication path of Fenghuang single cluster tea culture; Build a new production pattern of local culture in 

Internet space with participatory image content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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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生视角下乡村建设中农业文化遗产的参与式影

像传播研究 
——以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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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驱动力。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

化系统作为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潮州人的集体记忆。然而，通过对凤凰单丛茶生产地的实地考察，发现凤

凰单丛茶文化传播渠道单一、文化的当代重构不足、新兴媒介的创作内容匮乏，导致凤凰单丛茶文化的单向流

动，地方民众参与渠道不畅、文化内生力不足，进而阻碍了潮州工夫茶文化在新媒介中的传播。基于此，本文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53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Arts (SSHA 2022)

Copyright © 2022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695

mailto:825498671@qq.com
mailto:825498671@qq.com


提出以参与式影像传播形式参与乡村建设，为凤凰单丛茶文化的内容传播路径提供一种创新视角;以参与式影

像内容创作构筑地方文化在互联网空间的生产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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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党的十九大文件深刻地指出，目前在我国，新时

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

好生活需要”[1]，对物质层面上的追逐转变为对人的

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是乡村建设的起点；是当下时

代背景、发展趋势下人们认知上的一个转变；也是面

临时代转型时所要做出的选择问题。当下乡村建设最

大的困境，不是物质形态上的难题，而是关涉到文化

的本体性与主体性之间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存续问

题。这就需要激活乡村的内生驱动力，培养当地人的

参与意识和主体认知，引导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多向

思考，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促进文化的创新

性发展的同时，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向“美丽乡村”

计划迈进。 

参与式影像走近乡村文化发展，不仅是新兴媒介

与乡村农业文化遗产内容传播的新尝试，而且是凤凰

单丛茶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再激活，以达到对当地文化

精神的再探索。促进基层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重新探

索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通

过唤醒当地人心中对于自身文化背后所隐含的礼俗

秩序和伦理精神的意识，激发当地人对于文化传播的

主体性和参与性，绵延当地人内心深处对于本地文化

的尊重与维护之情[2]。由此，走出凤凰单丛茶文化内

容传播方面集体失语的困境。 

2. 凤凰单丛茶文化传播的现状 

2.1 潮州地区人们对于单丛茶文化传播的集
体意识 

对于潮州地区的人们而言，茶是他们的另一生命，

当地更有“宁可一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一杯单丛茶，就能唤醒潮州人对家乡文化的身份认同。

凤凰单丛茶文化不仅体现了人与生活、人与文化、人

与历史之间的相依，而且折射出人际关系的交往氛围，

同时也是血脉相承的符号、当地人集体记忆的信念和

根基，以及家族关系的灵魂所在，从而成为承载着广

大潮州人共同信仰的思想载体。由于潮州的地域优势，

这里饮茶和制茶的传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时间的

推移下，单丛茶文化已经逐步融入了潮州人的基因里，

并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随着饮茶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凤凰单丛茶的文化价值在时间的流逝下被逐渐淡

化和日常化，当地人对于茶文化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精

髓认识不深，无法发现隐藏在生活逻辑中的文化道理

和文化魅力，并且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认知模

糊。因此，激活历史文明中留存的乡村魅力和文化价

值，是促进文化传播的重点[3]。值得一提的是，潮州

人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大多以个体家庭的内部相传

为主，暂时无法形成集体性的身份认同，对真正意义

上的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播缺乏共识，造成个体化境况

下公共性的丧失。同时，凤凰单丛茶文化被扁平化为

一种生活现象，而不再是与生命超越性密切关联的地

方图腾。这就导致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只关注到文化的

世俗价值，却没有发现隐藏在世俗表面现象下无形的

文化价值，那些已经消逝了的传统和民俗文化同样存

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缺乏对其文化传播的共同意识，

以至于传播内容和方式上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无法

形成对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的合力保护与传播。为解

决这一困境，需要激活当地内生力量，以及通过这股

力量的实践和努力推动参与式影像加入地方生活，重

构文化传播的集体意识，找回赖以延续的文明，探究

共同的生存价值，恢复应有的文化自信与文明价值，

重建地方民众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情感记忆；重启人与

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探寻乡村中未知的可能性；找

回人与文化之间的无形的自然秩序[4]。 

2.2 凤凰单丛茶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民有获得感和

幸福感。因此，对于文化的弘扬，应由当地农民自觉

地传播。农民在乡村建设的实施计划中处于主体地位，

只有他们的认可和参与，才能赋予乡村建设最大程度

上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生长逻辑，

也有其苏醒的独特方式，任何外力都不能过分干预或

越俎代庖。凤凰单丛茶文化是潮州人的文化遗产，他

们对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最有发言权。内生力量的参

与与否，是决定乡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因此，要切实

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保护人的核心价值，培养生

活在既定文化中的农民对其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自觉

意识。在现代化发展迅猛的今日，采用参与式影像传

播的方式找回乡村失落的文明，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

和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凤凰单丛茶文化是潮州地

区一个鲜活的特色标志，见证着当地人们千百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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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变迁和生活习俗的发展历程。地方的内生驱动力

是文化传播和激活乡村文明密码的关键[5]。所以，要

将当地人的文化内容创作作为传播源泉，通过引进参

与式影像传播路径，重塑和转化当地人的文化意识为

主体性的传播力量，从而激发潮州民众对单丛茶文化

的交流和探索，构建文化在地性的时代新意义与新样

态。通过对乡村生活细节的挖掘，了解原住民最真实

的生活方式，从可持续性且贴近日常生活的新媒介出

发，激发每位当地人对家乡文化的创造性表达，主动

去传播家乡的优秀文化，重振乡村的经济活力和文化

魅力，并通过这种新媒介的手段来链接文化的多样性。

基于此，参与式影像不仅能够唤醒当地人对家乡的情

感和自信，唤起他们对于文化传播的热情与参与意识，

而且还能重新唤回当地人生活中的归属感和家园感。

使得他们倾情投入到构建美丽家园的事业中来，激发

和调动当地人的文化自觉性和主体意识，积极且合力

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更快地让凤凰单丛茶

文化的内容传播朝着良性的和系统的方向发展，使凤

凰单丛茶文化的内容传播机制进入一个较为全面的

发展轨道当中。以此，帮助当地人有效地参与到凤凰

单丛茶文化未来的发展前程之中，促进当地产业的发

展，以达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2.3 凤凰单丛茶文化发展中的青春力量 

 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习

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曾说：“每一种

文化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

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依靠的是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

其中，青春力量是文化发展中的关键纽带；是传承的

巨大驱动力；也是传播的重要载体。青春力量是凤凰

单丛茶文化发展的未来，有年轻人在接续传统文化，

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我们的文明就得以传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导致的“离乡”现

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向，大量的乡村年轻人涌入城

市求职打工，以求在城市中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因

此，城市人口密度的激增，城市人口过剩，空间容量

逐步紧张，而乡村的空心化现象则愈发严峻，为乡村

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的疏散和流

动动向成为了社会热门话题。年轻人作为上下两代人

的交流纽带，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传播，以及

为此作出的努力对于文化的延续非常重要。近年来，

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使得乡村的发展获得了更

多的机遇，给年轻人提供发展的机会，促使更多的年

轻人回乡参与乡村建设。年轻人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

需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性，先主动了解自己的文化，

根据其在现代环境下的适应力，取其精华，融会吸收。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

轻一代，大多接受过不同专业的学习，通过不同的网

络平台接触到新媒体的发展，如自媒体直播平台、抖

音短视频 app、微博、网络电视等[6]。青春力量应成

为新时代文化的建设者、传播者和理想者，应高度关

注家乡文化。打破传统的传播方式，基于内生视角下，

以集体参与的行动影像展现被主流文化所忽略或遗

忘的基层文化与社会景观，从而达到文化传承“去遗

产化”的效果；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家乡文化融合思

考，采用与外来艺术家不同的“去艺术化”方式呈现

乡村文明的真实性，增强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参与意识、

责任意识和反思意识，构筑互联网空间的地方文化新

型社区。 

3. 凤凰单丛茶文化面临的传播困境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事业，

需要一个循序渐进、不断优化的过程，潮州人对单丛

茶文化的的认识，大多仅停留在制茶技术、饮茶方式

和销售茶叶的层面上。虽然单丛茶的制作工艺在不断

创新，但是，其传播手段还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跟

随大众消费语境的深入及其对新的观影体验的期待，

大众的观影标准正从声画体验逐渐过渡到综合体验。

然而，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普遍使用的还

是纪录片和专题片等直观的影像记录，这些手段大多

以单向记录和主观叙事为主，故事情节一般采用线性

路径，无法承担起知识启蒙和观念引导的作用，无法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上，

存在着传播速度慢、被动传播和渠道单一与单向的不

足；在传播内容上，存在着同质化与模式化严重的现

象；在传播体验上，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猎奇心理、互

动性差、参与性弱。 

由于单丛茶文化千百年来伴随潮州人的生活、工

作和往来交际，早已融入了潮州人的血液之中，潮州

人本身对于茶的需求量就非常大，导致潮州地区的茶

叶的销售更多倾向于内销，有其固定的销售渠道。基

于稳定的销售规律，商业气息越来越浓郁，正逐步侵

入传统文化领域并使其日益被同质化。因此，传统文

化被同质化而变得世俗化，茶商对于凤凰单丛茶文化

系统被列为农业文化遗产这一荣誉，只看到其带来的

商业销售优势，而没有意识到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价值。

正因如此，潮汕地区的茶业和茶商对于品牌文化价值

的构建以及形成系统传播的方法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造成了凤凰单丛茶文化传播失语的困境。 

4. 在地性的内生力量参与家乡文化传播 

4.1 基层教育的弹性化制定对于培养文化主
体性意识的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的在地性传承与地方基层教育系

统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基于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当

地政府对教育政策进行适当的弹性化制定，有助于从

小培养当地人对于文化传承的主体性认识。譬如，凤

凰单丛茶原产地凤凰镇的中小学生有一个特别的假

期——农忙假。每年到三月份采摘春茶的时候，上至

高中，下至小学，都会放为期一周的农忙假，让学生

在这段期间回归家庭，和家人一起赶制春茶，从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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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茶文化的氛围。在此过程中，能够让孩子们在体验

中链接与家乡自然、土地和文化的亲近感。形成对于

家乡文化氛围下传承的自觉性认知和主人翁意识，以

此了解文化的历史、形成的过程和所具有的文化特色，

以及引发他们对家乡文化未来发展趋向的思考。使新

一代的年轻人更深入地理解乡村文化的内涵，以及乡

村振兴的意义，构建未来自身发展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教育和体验是文明延

续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向前发展的关

键一步。现今大多的教育缺乏对人生的感悟、社会的

关注、文化的思考，以及传统的追寻。基于此，制定

地方文化的弹性化教育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内生力

量在学习和生活中认识本土文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

走向，深入地认识本土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在实

践中形成新的认识和观点，从而激发生活在新世纪的

当地年轻人对于文化价值创新性和超越性的继承与

重构，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型，充分发扬和

传播本土的文化特色，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4.2 数字化时代下激发内生力量的创作积极
性 

在数字化时代下，手机成为每个人的必备品，同

时也是人们获取信息和与外界交流的媒介。基于参与

式影像的传播方式有效地因势利导，激发乡村内生力

量自身的创作潜能，成为乡民身份意识提高的文化资

本。每个人都可以依靠在地文化，基于自身对文化的

认知，创作具有个人思想色彩的作品。每个人都可以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成为自我解放意义

上的生活艺术者。创作不再是艺术家的特权，创作者

身份的转移，激发了当地人的创作主动性，重新审视

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找回乡村灵魂，重构当地人对

乡村文化价值的认知，增强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度和自

主影像生产带来的成就感、自信感和幸福感。以乡村

文化背景为出发点，通过内部的视角的影像展现，重

新审视凤凰单丛茶文化的时代意义，把单丛茶文化作

为潮州地区探索和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通

过内生多主体联动的参与方式来启动地方性文化的

新途径。以平视的目光对准基层人们的生活，尊重每

个人观看世界的角度，构建最真实的大众型文化影像。

通过数码产品等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相应地唤醒和启

发当地人进入艺术世界的显著欲望和创作积极性，探

索生活和文化知识背后的逻辑；感受文明中每一个细

节的历史意义和岁月痕迹；激发人们内心的群体感和

身份归属感，以及地方人们表达情感和与陌生世界建

立沟通的渴望；从而构建凤凰单丛茶文化发展的时代

转型新路径。 

 

 

 

5. 采取参与式影像的手段对凤凰单丛茶文化

进行传播 

5.1 参与式影像传播方式的优势 

当今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互动技

术为影像创作的多样化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和发

展空间。每一个媒介都是社会交流的传播源，参与式

影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为内生力量找到个性化、生

活化的传播方式；打破和重构地方乡民制作的的碎片

式影像，重塑新的交流媒介环境；传播宝贵的历史，

以及被岁月浸透留存下来的文化价值。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需要注入新兴媒介的传播力量[7]，参与式影像

可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表达欲，调动文化创作者

的思想力量；尊重在地主体对于文化经验和文化多样

性的整体性思考，是基层群体相互沟通和自我发展的

途径；激发当地文化的文明价值，而非文物价值。 

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

新的艺术形式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并且受到广大观

众的喜爱和关注。参与式影像具有即时、快捷和全面

的互动特性，观众通过参与式影像能够获得与传统影

像艺术形态不同的感受，突破传统影像的单向性流动，

以全新的影像形态有效地促进文化的传播，改变传统

影像单一的线性叙事模式。参与式影像创作和制作过

程，实现创作者和被拍摄者的身份转换[8]。参与式影

像的到场，是以地方主体性的集体行动为基础的数字

化传播方式，亦是乡村建设中创造群众对话、促进思

考和倾听真实声音的参与过程，对于乡村建设工作具

有重大意义。在人文方面，村民能够通过参与式影像

融入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和诉求，在尊重

传统和村民真实诉求的基础之上，采用影像传播手段

和多主体参与互动的方式，重建地方人们的情感共同

体；在文化方面，能够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魅力，促

使传统的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土壤中延续，并以独特的

参与式影像的传播方式，实现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冲击

下的重生和振兴的经历和成果；在经济发展方面，乡

村文化依托数字化艺术作为载体，推动地方重点产业

和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给地区带来经济效益。通

过参与式影像，为乡村带来全新的传播方式和新民俗

文化理念，将传统观念与新时代理念融入其中，使得

新媒体艺术与乡村之间建立真正的关联，社会生态与

传统文明的生命力得以繁衍和延续。重燃新时代乡村

建设的新火种，使乡村文明在现代社会中复活。 

5.2 参与式影像传播的赋权 

真实是纪录片拍摄的目的，客观是纪录片抱持的

立场，要做到真实与客观并存是新时代纪录片在直面

现实过程中的态度。然而当下大部分纪录片人在拍摄

过程中，与被拍摄者更多的是保持距离的旁观记录，

而后伴随而来的是纪录片人对于自身荣誉的追逐。拍

摄——参赛——成名”这般模式不该成为纪录片的终

极目标。传统纪录片存在着报道方式简单化、宣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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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强、成就性报道普遍的现象，以及对拍摄地区和拍

摄对象了解不深入，仅满足于记录个体的表层生活状

态，而回避被拍摄者生活中更有价值的部分，漠视民

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使得被拍摄的乡民

只能听任拍摄者来再现自己，使得乡民渴望自白的声

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呈现出被动式冷漠的心理表现。

这种因心理疏离而产生的旁观且冷漠的叙事设计，使

得被拍摄者对纪录片的功能产生怀疑，也让纪录片人

对于深度创作深感无力和痛心。为了打破这一僵局，

参与式影像参与纪录片创作，以其对问题的直面和正

视，将影像权利赋予地区乡民，通过这种新的影像制

作和传播的赋权方式，模糊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身份

边界，促进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转换与结合，以及乡

民的内在表达欲的觉醒，建立不同集体的对话平台，

让过去被淹没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形成力量传播独特

地区文化，共同创作为他们服务的影像作品，推动地

区文化在新时代下的转化，赋予地域文化以时代新意

义。 

电影美学家巴拉兹·贝拉说：“每一个影像都有一

个视觉角度，每一个视觉角度都是某种关系，而且不

仅仅是空间的关系，每一次对世界的再现都包含着一

种世界观[9]。”在此，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微观叙事

工具，用内部的视点诉说被宏大叙事遗忘或忽略的边

缘文化景观；是一种赋权文化持有者为本土文化发声

而激发参与欲的自觉理念；是一种通过影像赋予乡民

自白权，为被主流文化淹没的群体发声的行动；是一

种制造平等对话，全视野展示文化氛围的价值体现。

乡民们作为地区文化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守望者，可

以通过参与式影像的创作，进而透过镜头不同的角度

来进行重新思考，使用镜头语言表述自身对于所处文

化境况的感受，重新展示那些对于他们来说既熟悉又

麻木的日常生活，从而构建平等的地区文化宣扬者的

身份，提升对于所处文化的自豪感，帮助其实现自我

肯定感，激发内在主人翁意识的觉醒。 

参与式影像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不同群体对于

所处文化下的不同感知图式，具有在地性、参与性和

贴近性。通过关注地方乡民的切身利益，为乡民构建

舆论的媒介环境，对地方社区生活进行参与，激励当

地人持续的参与影像自白行动，赋权乡民全方位展现

一个时代的丰富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成为解剖地

区的文化标本，以此透视新时代文化洪流下各个群体

记忆的文本缩影、记录社会各群体文化变迁的窗口，

以及乡村文化变迁和都市空间的转型[10]。同时促进

可持续的地区文化内容创作传播和传承，增强社区凝

聚力。 

5.3 参与式影像与凤凰单丛茶文化传播的结
合 

参与式内生性文化影像生产及传播方式是一种

由下至上且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是一种对地方

人们具有培植性的传承方式；也是在面对激变的社会

下寻求归宿感、身份感和群体感的创新型文化传播的

手段，能够彰显地方特色文化在大众时代的文化自信，

以及地方传统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潮流下应保有的文

化自觉。以在地文化的现实处境为前提，尊重每个内

生个体自由表达的声音和个性化的观点，采用开放且

兼顾多面的文化交流方式和传播途径，孵化合理的自

由表达方式，产生积极的互动效果，以此激发地方文

化在历史与文明碰撞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效地带动与

延伸相关的文化产业链。藉由凤凰单丛茶文化传播途

径的革命性改变，带动潮州的经济、文化与生态的发

展，以及生活形式的改变。这不仅是对文化传播方式

的创新，更是连接传统文脉的举措，而且打破受单一

价值体系支配的单向度传播方式，上升为一种多向互

动传播的乡村新文化，以此与时代相衔接，进入更大

的社会空间，形成文化辐射力的良性互动，并有助于

推进潮州的各项产业发展与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

根据已有的技术和社会的需求，形成具有当地独特人

文生态的影像，充分利用影像参与的方式，重构地方

文化的传播途径，发起公平对话的机制，寻求有效的

互动交流方式，激活凤凰单丛茶文化传播的新模式，

使文化传播的渠道变得开放、多样与生动，从而逐步

实现跨文化、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 

由于文化具有多样性，所以，每个当地人对家乡

文化都有自己的理解。以参与式影像为传播形式，由

制作人牵头，或在社区开展选题会，讨论并推选出主

题，主题可以是任何关于地方的话题，当地人都可以

对这个主题进行自己的解读，然后发布以自己的想法

为基础的影像创作。以此类推，不断多向设定主题，

激励当地民众创作出更多的可以表达他们内心最真

实想法的参与式影像作品。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社会

话题设置为传播主题，形成一个完善的内容传播链，

使该地区的文化通过参与式影像的传播方式，呈现一

个完整的内容表达系统，以及构成一个新型的互联网

社区和新民俗文化。基于当地人们对凤凰单丛茶文化

的不同理解，建立当地文化重构的观念，参与当代文

明形态的建构，达到多向互动和交流的目标。根据凤

凰单丛茶文化的社会属性，从茶人生活与现实处境、

文化的活性与美感的营造、在地性知识与民众的真实

诉求出发，创建以多主体为基础的参与式影像传播方

式，基于外来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属于当地人之间不

可言传的深层情感信息，聚合对于自身文化多样性的

理解，防止抹杀地方文化的生动性和差异性，挖掘凤

凰单丛茶文化在日常生活逻辑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精

髓，使得地方文化价值由世俗化向多元化转变，以及

激励全体乡民共同书写聚焦于地方文化的新篇章，从

而汇入历史的书写中。通过新兴的参与式影像传播方

式，链接当地历史以及个人经验和情感世界，成为凝

聚人心和整合地方共同体意识的纽带，激活农业文化

遗产的美学价值，在文明传承的延续中带来全新的意

义和有价值的实践。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53

699



6. 结语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以最大限度保留地方群体

记忆，重构地方文化特色是乡村建设的关键。在农业

文化遗产的传播工作中引进参与式影像的传播方式，

为乡村搭建影像空间的公共表达平台和舆论平台，以

及为弘扬地方文化特色、打造潮州单丛茶的文化品牌

注入新兴的数字化传播力量，使地区文化融入全球化

发展格局之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在乡村建设

过程中，参与式影像的加入，可以为乡村建设基层工

作提供崭新的观察视角，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凤凰单丛

茶文化传播渠道单一、文化的当代重构不足、新兴媒

介的创作内容匮乏等问题；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真

正地了解到基层的真实需求，增强乡民对于地区文化

价值的认知度，同时凝聚地区文化的集体性意识。在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关键是要保证其生命力

的延续，而不是让其原封不动。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断调整对于无形文化的有形化传播方式是实现创

新的关键。因此，从内部产生促进乡村向前发展的推

动性力量，能够最大化地实现以文化振兴带动人才振

兴与生态振兴；以基层文化建设打开产业传播发展新

路径，推动乡村建设，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

提升潮州文化影响力，必须由内生力量主动打开发展

的新局面，才能确保农业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才能让

凤凰单丛茶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中实现创造

性转型和创新性传播，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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