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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文化自信思潮日益盛行，传统文化类作品以各种新姿态争相涌现。新媒体与新技术的发展不仅让新

兴文化为世人所知晓，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开始尝试突破原有的圈层，寻找新的内容表达方式与传播路径。

本文基于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以2024春节福建游神“出圈”为切入点，分析其在突破时空限制的基础上，

如何通过仪式性建构实现共通意义空间的对话与共享；并借助其“出圈”原因的探析以总结当下民俗活

动走红的要素，为未来民俗活动创造性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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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rend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increasingly preval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works are emerging in various new way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y not 
only makes the emerging culture known to the world, but also makes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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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original circle and find new ways of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ritual, this paper takes the sudden popularity of Fujian Wan-
dering Spirit in the Spring Festival of 2024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s an entry point, and ana-
lyzes how to realize the dialogue and sharing of common meaning space through ritual construc-
tion on the basi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With the help of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udden rise of its popular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lements of the 
current popularity of folklore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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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的春节，以福建游神为代表的非遗民俗活动持续霸屏，成为年味的代表，也让非遗民俗又“热”

了起来，春节假期共有 3257.47 万游客涌入福建。使得游神民俗打破了地域性。“游神”又被称为“迎

神”“神像出巡”，是人们在年节等喜庆日子，将神像请进神轿，抬出庙宇，或由“挺神将”架着塔骨

扮演神像，在一定地域内巡游、走街祈福的一种贺岁仪式活动，它不仅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更是对“神明”象征的美好品德的崇敬和追随。福建游神民俗活动的出圈是游神文化传承与创新并存的

结果。在传播仪式观的理论框架之下，本文认为福建游神民俗活动短视频的传播具备文化传递功能，并

认为其内容本身就是一种仪式。 

2.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的福建游神民俗活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出版著作《传播研究的文化取向》，他在其中梳理了传播

的概念，将其划分为两类，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1]。“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宗教

仪式，它将人们聚集在一个集体或集体地位上。他以“仪式”为沟通的比喻，以交往为一种文化，以“仪

式”为纽带，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仅仅停留于表层的传达，而成为一种维持人际关系与社交生活的

仪式性行为。譬如，宗教上的献祭，便是一种仪式上的传承。传播的仪式观的概念把交往看作是一种宗

教的群体仪式，它通过把人聚集起来，从而产生群体或群体的认同感。福建游神的民俗活动就是一场群

体仪式。 
从仪式观中传播的两个特征看福建游神活动。其一，传播具有社会性。传播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

对现实的创造与解读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福建游神活动通常由村民自发组织，这一活动在闽、

粤地区最为盛行，也被称为“迎神”、“抬神像”或者“神像出巡”。“游神”活动属于人类实践活动，

打造了共同的意义空间。其二，传播的表征性，即传播是一个符号过程。因此，通过传播形成的符号系

统成了现实的表征。在“游神”这个仪式中，人们相信通过游神活动，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神灵

会降临到人间，保佑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平安幸福。因此在新年或其他喜庆节日，或者众神诞辰之日，

人们会前往神庙，将神像请入装有神轿的庙宇内，然后抬出庙宇，游历各处，接受民众的香火膜拜。这

种仪式不仅是一种集体庆典，也是人们表达对神灵崇敬和信仰的方式。通过参与游神活动，人们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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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团结和共同体的凝聚力，同时也体验到了与神灵的亲近与联系，“神”的虚无性也更加“现实”

化。  

3.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福建游神“出圈”原因 

3.1. 政策支持：传统民俗文化内容 

自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以来，文化事业一直被放到了一个全

局的高度，文化类短视频也呈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和参与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全面认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做好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2]。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到明清时期文人墨客创作的各种诗词，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游神”这一民俗文

化也位于其列。 
游神、迎神是福州乡村正月里举行的一种习俗活动，具有道教色彩。正月里的游神是乡村“做年”(春

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以“塔骨”为例，作为闽东地区特有的神像造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传承。

而游神本身不少就是福建当地的有功之人，人们感念其生前贡献，通过祭拜祈福，以期获得他们的庇佑，

逐渐演化成为本土信仰。每次请神仙都很考究，是有流程的，必须掷杯问过他(她)们，同意才能请出庙或

回庙。 
在文化自信政策的支持下，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是展现地域特色的代表。人们也以文化反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黄土地上的秦

腔、黑土地里的秧歌，是从古至今生活在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文化烙印，也是民俗文化真正的生命源泉。

将家乡的热爱，转化为包容的胸怀，让文明之风吹进心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更好地推动传统

文化的延续发展。民俗文化走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崛起的小小缩影，其本质是我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和文

化自信的逐步增强。 

3.2. 象征符号：构建仪式空间与展演 

象征符号是构成仪式的基本元素。“象征符号”是指某物：它通过与另一些事物有类似的品质或在

事实或思维上有联系，被人们普遍认作另一些事物理所当然的典型或代表物体，或使人们联想起另一些

物体。仪式运用一系列象征性符号进行展示[3]。福建游神活动中汇集大量民俗文化象征符号，福建游神

神仙脸谱、圣杯、游神队伍其他角色、传统的服饰、头饰等，营造祈福氛围。 
传播作为“仪式”，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述戏剧性力量和行动的舞台。游神常以村为单位，

有时数村联合，用敞篷大轿抬着当地供奉的神祗塑像，分别由人顶着，在锣鼓和鞭炮声中结队巡游村境，

百姓夹道观看、迎接，场面热烈。掷圣杯、构建各类神仙形象及服饰头饰、游神队伍其他角色的创建等

都将参与者置于共同构筑的环境空间中，在参与游神活动中，仿佛亲身感受到“神仙下凡，造福人间”

的热闹美好氛围。在仪式化的环境中，游神成为一种神圣而美妙的体验[4]。 
在新媒体时代，大量网民也围绕福建游神这个特定话题，共同参与相关信息的发布及传播，有表达

个人对某位神仙的喜爱、有对神仙服饰、“神像”的赞美、有科普相关民俗文化等，在游神活动中人们

披着神怪的外衣，内里装着的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故乡土地的眷恋，对于亲朋好友的祝愿，朴

素的情感才是串联起每个人的桥梁，也是不论本地外乡、国内海外，放之世界皆通的语言。情感共鸣使得

福建游神活动在社会范围内引起较大的关注度，构建了线上线下仪式空间，为民俗文化传播提供了渠道。 

3.3. 形式创新：视觉修辞呈现适配形式 

视觉修辞，着重于将可视的媒体文本、空间文本和事件文本作为主要的修辞目标，通过战略性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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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视文本和战略性地构建和制造可视文本，实现劝服、对话和交流沟通的实践和方法。在视觉修辞中，

文字客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最根本的视觉形态：一是以广告、影视和绘画为代表的可重复性的视觉客体；

二是以游戏画面、刺青图案、资料新闻等媒体文字客体；三是情感性的视觉客体，如美国中央公园，迪

士尼乐园，美国越南战争纪念馆等、宜家的家具空间，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美术馆，以及其他空间性质的

文本对象。过程可视化客体，表现为仪式、行为艺术和社会抗争等意象事件。 
“游神”它是一代代福建人对世界进行探索和想象的产物，在代际传承和知识演进中逐渐变得丰富

多元。与记忆中严肃庄重不可亵渎的神仙不同，福建游神神仙团有自己独特性格和癖好，甚至神仙形象

也随着时代发展跟着大众审美变化，符合当代美学。也因此，春节期间福建的游神队伍引起了广泛关注。

华光大世子、张世子等传统神像以剑眉星目的形象塑造，神似于古装帅哥“焦恩俊”等人，因其“高颜

值”而受到瞩目。 
在当今数字社交媒体主导的社会中，视觉符号无疑占据了现代文化的重要位置。游神影像通过社交

媒体的传播过程，将受众对神话的想象空间压缩，使得原本抽象的神话文本变得更具体和形象化。视觉

符号在游神活动中的改变不仅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因此，视觉修饰所带来的改变对于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呈现方式对于

传统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 

3.4. 仪式创新：民俗文化的二次创作 

如今，年轻一代已经承担起游神民俗活动的重任。例如，新版神将的形象设计者是一个出生于 2000
年后的年轻人，而扛着七八十斤神将巡游的人大多是回乡青年和在校学生。他们凭借新一代的审美情趣

和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从前辈手中接过了文化传承的接力棒。他们为神明准备了符合现代审美的神像造

型，为神明准备了现代化的娱乐活动。并从神仙形象构建方面进行创新，打造“亲民”形象，拉近了与

大众的距离。比如最近几年问杯，华光大世子很青睐 QQ 糖和棒棒糖(必须是阿尔卑斯的)，于是近几年每

次游神，人们在他的神像身前挂满 QQ 糖和棒棒糖。 
这个春节，福建吸引了各地游客 3257.47 万，其省会福州以 30%的迁入人口同比增幅，打败哈尔滨

等热门城市位列腾讯位置大数据人口迁入热度榜首位。游神火出圈的同时，也为福建迎来一场“泼天富

贵”。不止如此，甘肃的醉关公、潮汕的英歌舞、云南的打跳等民俗活动也随之破壁出圈，吸引了大量

外地游客的热情捧场和无数网友的点赞关注。 
毫无疑问，大量年轻成员的涌入，赋予了民俗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或搞怪有趣，或生气满满。新的

观点和理念，通过现代化的造型和音乐得以彰显，新世代独有的解构能力，对民俗文化进行了二次创作，

更年轻化的表达也直接引发了社交裂变，聚集在各类社交媒体中的年轻人自发传播，促成了狂欢。年轻

一代正以独特的视角对这项延续数百年的民俗文化进行创新。这种文化自信的表现方式展现了年轻一代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创造力，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4. 福建游神“出圈”对传统民俗传播实践的启示 

2024 年新年期间，抖音平台上的福建游神民俗活动从一众年俗活动中崭露头角，通过对我国传统民

俗文化的仪式性演绎，打造出利用短视频呈现民俗活动仪式性内容的特色，其视频传播实践获得了积极

效果。因此，福建游神活动的“出圈”对于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传播实践具有如下启示意义。 

4.1. 注重游客体验，吸引游客参与 

福建游神的独特魅力是其能够迅速走红的关键。与传统的旅游形式相比，福建游神更加注重游客的

体验感。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一次深入了解福建文化、风俗、历史的旅程。游客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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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各种活动，如庙会、民间艺术表演、传统手工艺制作等，亲身体验福建的魅力，感受福建的文化底

蕴。这种深入骨髓的体验感，使得福建游神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趋势。 

4.2. 注入仪式文化，打造特色活动 

福建游神的特色活动也是其能够在短时间内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福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的省份，拥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福建游神正是将这些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融入

到了旅游活动中。无论是福州的三坊七巷，还是泉州的古街古巷，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游客

在参观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到各种特色活动中，如品尝福建的地方小吃、学习福州话、体验泉州的茶文

化等。这些特色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使得福建游神更加具有吸引力。 

4.3. 丰富仪式形式，提升传播效果 

福建游神的成功也离不开其良好的市场推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旅游市场的推广方式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福建游神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优势，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推

广。同时，还与各大旅行社、酒店、景区等进行了深度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种线上线下

的结合，使得福建游神迅速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 

5. 结语 

福建游神民俗活动“出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媒介在社会中具有凝聚集体、传承地域文化和保持

民族文化同一性的重要功能，已成为塑造地域共识和建构文化认同的主要渠道。本文从内容、表达、形

成三个层次分析了福建游神活动的仪式建构，并对于“出圈”原因给出了个人见解，并分析了福建游神

民俗传播的实践进路，对传统民俗活动传播起借鉴意义。同时，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够为民俗传播的相关

研究提供一点小小的贡献，未来随着传统民俗继承与传播的成熟发展，必然会有更多的研究者不断丰富

和完善传统民俗活动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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