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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唐陵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价值进行研究。 

方法针对新媒体对唐陵文化遗产传播产生的影响，从新媒体下

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播向世界无限延伸和新媒体的呈现提高唐陵

文化遗产的传播质量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新媒体作为当前唐陵

文化遗产传播的最佳途径，同时能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构建具备

秩序、价值的全新文化内容，把唐陵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展现

出来。 结论结合新媒体技术与唐陵文化遗产进行继承与发展，

不仅能满足新文化建设的需求，而且有助于现今以及后人更为

直观的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

关键词：唐陵文化遗产新媒体文化传播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唐文化遗产对于中国

古代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研究都具有极高价值，其中唐陵石刻

雕塑凝聚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浑厚的国家意志，更是展现唐代

恢弘豪迈之气和烂漫自由之风的艺术瑰宝。除了深埋于地下的

墓室建筑及器物，还有在唐陵地上的系列石雕群也承载了这

些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信息。新媒体是以信息化与网络化为

基础的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实现唐陵文化遗

产的数字化传播，将唐陵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内涵与时代特点

相结合，使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互联网得以延伸和释放。

本文以传播唐陵文化遗产为例，论述了新媒体在其传播中的价

值。

一、新媒体下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播向世界无限延伸

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数字化、超链接、交互式传播等方

式，使唐陵文化遗产向世界无限延伸。

杜俊飞主编的《网络传播概论》以及南宏师、张浩主编的

《网络学传播学》两本书中，新媒体宏观传播类型可以分为人

机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随着科技的发展，

新媒体也愈加的普及，对于新媒体而言群众基础是平等的双向

信息接受者与信息传播者。依据摩尔定律和吉尔德定律，参与

到新媒体传播中去的人以及传播宽带都会呈现出倍数或者指数

的方式上升，更多的人会参与到互联网的信息创造和信息接收

中去，新媒体能极大促进扩大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和受众

面。新媒体时代的来临，自然而然地带动了网民数量的增加，

以及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六度空间理论”，根据麦特卡夫定

律，那么新媒体在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播领域所创造的价值将是

这些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信息节

点如神经元般向世界无限延伸，使唐陵文化遗产与整个世界被

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唐陵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本身便是收集、加工、流通唐

陵文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新媒体

所具有的超媒体性和超时空性传播特点，西安理工大学团队制

作的“数字唐陵”网站，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新媒体信

息平台。“数字唐陵”网站作为一个服务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信

息平台，具有时效性、多元化与全民性等新媒体的传播特征，

能够有效突破了传统信息模式的实体化束缚，突破传统文化传

播过程中空间、时间等多种外界因素的限制。在不接触唐陵雕

塑空间的情况下实现了唐陵文化的传播和共享，加大了唐陵

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与内涵的宣传力度。综合利用多种新媒体技

术，使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播手段变得更为多样化，快速的将唐

陵文化遗产的“图”、“文”、“声”、“像”让受众在短时

间内体验到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不仅提高文化传播的效率，

而且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继

承与发展，从而充分彰显出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这对于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媒体的呈现提高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播质量

新媒体在收集、整理与传播、接受唐陵文化遗产等方面都

拥着巨大的优势，是作为当前唐陵文化遗产传播的最佳途径。

唐陵文化遗产传播的终极目标，并不仅仅是进行唐陵文化遗产

的传递，而是进行全新文化内容的构建。从而也推动了社会的

发展进步和公众在文化方面的自觉。

唐陵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无限延伸到世界，知识的创造

过程也是如此延伸到整个社会 。日本学者渡边一央认为，人体

具有一般信息传播系统的特征，人类的视觉、听觉、味觉和触

觉协调人类的交流， 对客体进行回顾、记忆、推理、判断。微

观传播主要是指人体系统内部的意识与思维活动。美国社会心

理学米德认为人内传播是一个“主我”、“客我”之间双向互

动的社会过程，而互动的介质是信息。在“数字唐陵”网站制

作中对唐陵文化遗产的文化艺术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加工都属

于人内传播的范畴，创作者经过对唐陵文化遗产的充分认识，

然后对信息数据进行判断与筛选，再利用新媒体进行排列、组

合和存储完成唐陵数字化作品。如果创造者在对唐陵文化遗产

的新媒体传播内容传播内容中没有贡献或做任何事情，那么基

于网络传播的唐陵文化遗产的新媒体内容将成为空壳。 不同

层次的教育和人文，不同的爱好和动机将使新媒体的目的、程

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不同。唐陵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

播依赖于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综合文化艺术信

息的受众范围，与受众者的差异性、受众间的参与性等，实现

唐陵文化遗产与新媒体的融合，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能够让

唐陵文化遗产真正的走入到群众中去，给其更好的发展奠定良

好的群众基础。

传统的文化规约和实体情景的历史是在新媒体传播的现

代文明系统中继承的，从科学和技术工具中合理性改造和挑

战。唐陵文化传承与新媒体环境的互动形成了系统的历史传

承链，构建了稳定的知识谱系生产模式。 新媒体通信系统重

写了这种知识生产和历史连续性，通过技术的力量与本土环

境相互作用。传统的“广播”模式的传播也被“推拉”模式

所取代，在虚拟交互世界里，让传播者和接收者享受着超越

唐陵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价值研究
章雨晗       张 辉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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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接电影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纪录片类

型一改之前的创作风格，采用手持摄影与同期录音，最大还原

真实现场，颠覆了以往纪录片的拍摄方式也为后世纪录片创作

奠下了基石。本文以直接电影代表作《推销员》为例，从技术

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直接电影的诞生，讨

论直接电影的艺术与文化价值。

关键词：直接电影；真实性；《推销员》；受众审美

一、引言

直接电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弗拉哈迪的摄影师理查德•

利科克和《时代》周刊的记者罗伯特•德鲁为首所开创的一种全

新的纪录片类型。这种全新的纪录片类型与此前格雷尔逊所主

张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不同，直接电影不主张扮演，主

张以手持摄影的长镜头追求现实感，使用同期声代替音乐与后

期录音，拒绝创作者的一切主观介入，要求摄影机永远是旁观

者，不干涉，不影响事件的过程，以求尽可能的保持事物的本

貌。

直接电影被称作“没有演员的戏剧”。与同期出现的真实

电影不同，他们从根本上反对采访，并相信他们的摄制组成员

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引人瞩目的方式，不留痕迹的拍摄被拍摄

者，从而展现被采访者最真实的状态。梅索斯兄弟小组于1969

年拍摄制作的《推销员》，讲述并记录了在60年代的美国四个

以推销《圣经》为生的推销员的日常生活，影片通过表现这四

名推销员的日常工作细节，间接地表达出当时美国中下层劳动

人民艰辛的生活状态，是直接电影类型的代表作品。

二、记录真实——直接电影的诞生

1.技术推进

电影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技术的发展史。直

接电影的诞生更是离不开技术在背后的推动。

《推销员》作为直接电影理念美学下的代表作品影片在拍

摄前没有既定的剧本，全程同期声与手持镜头的使用最大程度

的还原了推销员们的日常生活，使得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面对

真实，理解真实和体验真实。

影片《推销员》以对圣经的特写作为开头，微微晃动的镜

头展示了一位推销员向一位家庭主妇推销者自己手中做工精美

但价格昂贵的圣经。镜头慢慢推近，我们能看到主妇的脸上的

冷漠的表情与委婉的回绝，与之对应的是推销员面对再一次失

败的无奈。镜头就像观者的眼睛一样，打量着推销员的工作与

60年代美国家庭的生活，这种观感是由16毫米的胶片成就的。

尽管16毫米的胶片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但是他仅

仅用于业余爱好者的电影创作中。主流的电影制作，仍采用35

毫米的胶片进行拍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军事活

理想主义的真实——以《推销员》看直接电影
高 歌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100875） 

于现实情景之上的不同体验。图1是西安理工大学团队制作的

数字唐陵APP，用于虚拟现实浏览，使观者犹如其中。受众者

通过这款APP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左右滑动观看唐陵的各

个角度，数字唐陵APP带我们逼近历史真实，给予人可触感的

现实体验。利用唐陵APP将唐陵文化遗产的内容形成了多维度

凝结、多层次提升，受众者在数字唐陵APP中的参与性受到了

最大尊重和拓展，从而也达到了唐陵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穿

透性传播效果。

     

      

图1 数字唐陵APP  西安理工大学“数字唐陵”团队/制

三、结论

想要将唐陵文化遗产和新媒体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必须对

新媒体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根据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速度、

新媒体的受众以及新媒体的资源，依靠其快捷、自由的传播形

式，以及唐陵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建设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特

色的新媒体信息平台。结合新媒体技术将唐陵文化遗产进行继

承与发展，不仅能满足新文化建设的需求，而且有助于现今以

及后人更为直观的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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