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文
化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发展和推广。方言民俗文化不仅是一
个地区的人们共同创造、共享的风俗行为习惯，也是一个地
域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保护方言民
俗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传承方言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方言民俗文化生存空间狭小、保护传承困难，甚至个
别项目濒临消失，本文将探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方言民俗
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意义、面临的问题，并从方法论上谏言方
言民俗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手段措施，以期更好地推动方言
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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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Dialect and Folk Cultur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Big Data // Yu Ya'n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many cultural and artistic form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promoted. The dialect and folk culture
is not only a customary behavior and habit created and shared by
people in a region, but also a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unique re-
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tect the diversity of dialect and folk cul-
ture and inherit it. At present, the dialect and folk culture has a
narrow living spac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otect and inherit it,
and even some items are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alect and folk culture databa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big data
era, and propose measures to construct dialect and folk culture
databas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
tance of dialect and folk culture.
Key words big data perspective;dialect;folk culture

民俗文化，又称为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
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
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民俗文化是在普通人民
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
质的东西，是民众的日常生活[1]。本文所指的方言民俗文化，
指的是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
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
等，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也各具特色。

1 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地域特

色浓郁，但是方言民俗文化的保护却不容乐观。当今社会的
发展迅速，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文
化的内部整合和外部冲击长久存在，物质同化引发精神文
明的趋同进而文化认同削弱，并最终导致文化的断档甚至
泯灭。为保护和传承方言民俗文化，建立完善的方言民俗文
化数据库是十分有必要的。
1.1 体现地域文化变迁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

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
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2]。”传统方言民俗文化是广大民众在
日常生活中世代积累的生活经验、生活知识、生活智慧，记
录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着地域民俗文化的变迁，可
以说，方言民俗文化就是一部研究传统社会民风民俗的“百
科全书”。
1.2 凸显社会文化价值

方言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传统的民俗文化
传承会传送大量信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承
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具有多重社会文化价值。民俗
文化与上层文化不同，是人们在生活本身创造的文化，这种
文化一旦创造出来，就带着生活的露水、生活的新鲜、生活
的本真需求，而在其传承的过程中，也完完全全是出于生活
的需要。正是由于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活属性，它的审美
也与生活相关联[3]。因此说，传统民俗文化中蕴藏的社会文
化是中国人自我认识的途径。
1.3 发挥现代应用价值
“民俗既作为文化而存在，也作为生活而发生[4]。”在传

统社会中，民俗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文化，在现代
社会，民俗文化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方言民俗文化是一
种传承文化，它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可以被看作是一次传统
文化的再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展示国家软实力
的名片，也是传递民族价值观的载体。“在传统民俗文化圈
与现代产业文化圈的交叉、互渗、冲突、嫁接中，深入探索民
俗传承的负载者群体及其有代表性的民俗传人，有重要的
文化史意义和开创未来新型民俗文化的应用价值[5]。”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新媒介
成为新的传播手段和载体，方言民俗文化的传统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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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方言民俗
文化数据库，有利于推动方言民俗文化的发展，对于保护和
传承方言民俗文化也有着现实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
2 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建设面临的问题
2.1 调查收集难度大

建立方言民俗数据库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俗
资料的收集工作。由于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历史悠久，对于
民俗文化的史料收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
间，调查收集的难度比较大。而且，民俗文化传承人普遍文
化水平较低，不能借助数字媒体技术对民俗文化进行推广
和传承。目前，民俗文化传承人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截止
到 2019 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 386
人，其中泰安市 19 人，50 岁以下的 4 人，占 21.1%，60 岁
以下的 7人，占 36.8%，60岁以上的 8 人，占 42.1%。传承人
年龄老化，对于民俗文化不能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其保护
并传承下去。
2.2 数据库内容庞杂

构建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就是构建方言民俗文化的
生态系统。自然万物，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圈，大自然
如此，社会如此，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的建立亦如此。随着
方言民俗文化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各种方言
民俗文化形式正在慢慢步向融合，向着全球文化同一的趋
势发展，这也必将成为方言民俗文化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
趋势。因此，在新的生态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方言民俗文
化数据库必须兼容发展，与多种媒介融合共同进步，架起新
生态文明的桥梁，形成多方向、多渠道的“社会生态圈”。这
也就意味着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的构建要以新的姿态重新
出发，将一切可能的新生态文明技术为我所用。例如，将微
博、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各大新闻网站等充分利用起
来，通过更多渠道去传播方言民俗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在
构建的社会生态圈中要取长补短，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
上，借鉴学习其他风俗文化生态文明的特色。比如，学习方
言民俗文化传播不受时长和内容的限制特点，要化被动为
主动，积极开拓传播渠道，克服目前收集方式的缺陷，为方
言民俗文化提供全方面的沟通交流平台。
2.3 整体设计单调乏味

方言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然而其数据库的构
建往往较为单一，习惯于套用模板，以小范围的视角去搜索
跟本土人文发展息息相关的方言民俗文化。长此以往，就造
成了搜索服务内容单一，引起受众对此类数据库审美疲劳。
要想获得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就必须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在
形式上更加吸引人。以往单一标注和检索系统将小范围地
区内的趣闻趣事加以播报的形式，可以加入一些互动方式，
会使得搜索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在内容上，可以不单单局
限于对方言民俗文化人内容的搜索，可以增加对一些国家
对发展方言民俗文化政策的解读和大方面的时政热点等具
有深度讨论价值的议题。这样的形式才更容易被方言民俗
文化以外的受众所接受。其次，趣味性设计是方言民俗文化
版面的一个新亮点，在当前新媒体时代下人们获取知识的
方式正在改变，从以往的书本知识过渡到现在从网络中获
取知识，人们在学习中得到了更多的启发和更大的乐趣。方
言民俗文化数据库在设计上应该着重于受众的感官体验，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样受众才能以一种放松和愉悦
的心情接受方言民俗文化。
3 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设计
3.1 方言民俗文化的保护原则

方言民俗文化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加
以传承和保护。保护民俗方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一
套独特的方言数据库系统，将方言民俗文化和地域历史融
合在一起。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的建立应该遵循民俗文化
的保护原则，本着保护方言民俗文化、保留历史信息的基本
原则建立方言数据库。例如，可以建立健全立法保障制度，
严惩恶意传播、破坏方言民俗文化的行为，加大对以方言数
据库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力度。还需要
积极引进人才，积极培养传承人，抓紧对方言民俗文化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除此之外，增加保护资金的资
助额度，为“非遗”活态传承奠定物质和人才基础。
3.2 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的整体性原则

建设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主要包括信息数据建设和信
息资源加工两部分。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的建立必须遵循
整体性原则，需要对数据库系统的自建文献库，音频、视频、
文献材料和资源文献检索功能加以整合；信息资源加工是
针对数据库系统中的信息进行加工、分编和发布，为用户提
供统一的检索功能和资源整合功能。其加工的内容包括民
俗文化信息、历史文献、民俗文化音频视频等。其中，在方言
民俗文化数据库的整体设计中检索系统设计是非常关键
的。首先，需要对各种方言民俗文化进行相应的标注，不仅
可以将隐含的方言民俗文化系统化、形式化，还方便了使用
者检索、提取信息，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方言民俗文化的重
复使用，强化了数据库的多功能性。为方便快捷地检索提供
了便利，也是实现数据库利用价值的渠道之一。
4 结语

方言民俗文化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区域风俗文化的特色标签，展现我国各族人民独特的
魅力。因此，在大数据视域下保护方言民俗文化十分重要。我
们要准确定位方言民俗文化，根据方言民俗文化存在的问
题，正确识别中华方言民俗文化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创建文
化数据库。完善的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主要包括信息数据建
设和信息资源加工两部分，合理有效地利用数据库资源，建
立全面的方言民俗文化数据库检索系统。充分挖掘方言民俗
文化的传承魅力，尽量原汁原味地还原保留方言民俗文化，
这对复兴中华文化和保护中国璀璨的文化瑰宝具有重要意
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加强人与人之间
的凝聚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精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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