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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州拦街福作为浙南地域文化谱系中的典型民俗事象，承载着多维度的历史叙事与集体

记忆符号。然而，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语境下，其传承场域遭遇结构性断裂，表现为代际传递的

断层化、资本支持的匮乏性以及青年世代参与意愿的薄弱化。本研究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框架，

系统解构主题出版对非遗活态传承的赋能机制。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考察方法，梳理拦

街福文化基因的嬗变轨迹，揭示其在当代社会遭遇的符号祛魅危机。研究提出，主题出版可通过

构建“三位一体”传播矩阵——即学术化专著编纂、视觉化图录整合、数字化媒介融合——重塑

文化认同的认知图式。此类实践不仅有利于实现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存档，更可以通过交互式传播

重构代际对话场域，最终形成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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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

张力

在跨文化张力理论视阈下，全球化所裹挟

的时空脱嵌性与在地化实践内生的地方性黏

附力，共同构成了当代民俗文化存续的辩证性

场域。于洋和姜飞在《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新

特征和新趋势》一文中，对文化身份、跨文化

接触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全球化与地方性因

素在文化领域的相互作用，为理解当代民俗文

化存续的辩证性场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1]
。

瓯越文化圈层中的标志性节庆仪式——

温州拦街福，其存在论意义已从以往的自发延

续，转向在新的社会环境重构下的策略性调适。

这一转型实质映射了民俗文化从受传统思维

支配的“自在状态”，向新的理性框架内“自

为存在”的范式跃迁。作为清代民间信仰实践

的制度化遗存，拦街福历经百年符号博弈，已

演化为具身化、物质化与仪式化三维交织的文

化生态系统
[2]
。其宗教仪轨通过特殊展演重构

社群的神圣时空秩序；商贸网络以特定模式实

现物质交换与文化象征的互文；而舞龙、社戏

等身体实践则遵循相关理论，完成集体记忆的

周期性激活与地方认同的拓扑学建构。

然则，现代性浪潮催生的时空压缩效应，

正以某种暴力性逻辑解构传统文化的存续根

基
[3]
。代际知识传递的断裂表现为知识社会学

视域下的阐释共同体解体——老一辈文化持

有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因缺乏制度性传承渠

道，无法完成向青年世代的转化。资本投入的

边际效益递减则暴露了文化经济学中的“公共

池塘资源”困境：当拦街福从地方性公共仪式

蜕变为文化消费景观时，其象征资本的增值路

径遭遇可持续发展悖论。更值得警惕的是青年

群体的认知异化——在特定语境下，其对拦街

福的参与已沦为符号消费的拟像，传统文化内

核遭遇抽空危机。这种文化资本的代际非对称

分布，亟需通过新的传播范式革新，实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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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的重组与意义再生产矩阵的重构。

2 理论框架：主题出版的文化中介功

能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文化资本的再

生产始终处于动态博弈的场域结构之中，其积

累过程通过制度化媒介实现符号权力的拓扑

学重构
[4]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代际传递断

层与符号祛魅危机的当代语境下，主题出版作

为文化再生产的关键装置，呈现出三重中介功

能——术出版的制度化实践通过知识权力体

制的规训运作，将地方性口述传统重构为学科

知识型框架内的规范性档案。基于知识考古学

的档案化进程，本质上是符号权力对边缘叙事

的系统性收编，通过建制化的知识编码机制，

形成档案建构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结构性互嵌。

视觉化生产则依托技术复制的媒介革新，将仪

式实践的阈限性场域转化为超高清影像文本

——通过对物质现实的技术性悬置，既实现仪

式具身经验的符号转译，又借助符号修辞系统

完成文化文本的语义延展，从而激活基于身体

感知结构的跨媒介共鸣。

数字出版的介入进一步突破物理时空的

认知边界：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数字凭证系

统，在符号价值体系的批判维度中重构文化遗

产的交换逻辑，其不可替代性特质既催生后人

类文化形态的生成，又通过算法治理机制在液

态空间结构中建构去物质化的文化共同体。多

维中介路径的协同，实质上构成技术复制时代

的文化治理策略——学术编纂固化地方性知

识谱系，视觉文本重塑代际对话的感知界面，

数字凭证则推动文化资本向算法化符号资本

的范式转型，最终形成文化遗产在流动语境中

的拓扑学重构机制。

“学术-视觉-数字”三位一体的中介矩阵，

本质上构成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的辩证性实

践。通过拉康凝视理论重构的视觉性客体、布

尔迪厄场域理论再编码的知识型档案，以及德

勒兹控制社会催生的算法化符号资本，主题出

版在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况中形成元现代主

义解决方案。具体到拦街福的活态传承，学术

专著编纂通过深度田野调查固化地方性知识

谱系，视觉图录的跨媒介叙事重构代际对话场

域，而数字藏品的交互式传播则促成文化资本

与社会资本的互馈转化。多维度的符号权力运

作，既回应了当代社会青年群体参与意愿薄弱

的现实困境，更为非遗传承提供了从象征积累

到算法增值的范式转型路径，最终实现文化记

忆在流动空间中的拓扑学重构。

3 实践进路：多模态出版矩阵的建构

策略

3.1 知识体系建构的文本化工程

以知识形态的历史解构为方法论根基，对

温州拦街福民俗仪式展开多维度的文化解码

研究。通过历时性的话语分析揭示其傩戏仪轨、

商贸网络与舞龙展演在时间维度中的非连续

性断裂，运用口述记忆采集、历史文献阐释与

物质遗存考证的三维互证机制，建构瓯越文化

传统演变的知识框架体系。在此研究基础上形

成的《温州拦街福文化基因图谱》，系统梳理

了仪式从驱邪纳福的信仰实践向文化旅游资

源转化的动态过程，尤其聚焦傩面符号的语义

流变与巡游路线的空间隐喻。该工程不仅实现

文化要素的系统性整合，更通过符号价值转化

机制（如祭祀器物向文化 IP 的转译），为传统

资源的现代性重构建立认知坐标系。此类文本

化工程兼具文化档案的保存功能（如百年傩戏

剧本的数字归档）与符号系统的开发潜能（如

仪式流程的标准化叙事），其结构化数据体系

为虚拟庙会等产业化延伸提供基础支持。

3.2 影像生产的认知重构路径

采用视觉媒介的现象学研究方法，通过技

术赋能的影像采集系统对拦街福仪式的阈限

场域进行多维度记录。高清影像技术对傩面符

号的微观肌理与神轿雕饰的隐喻纹样进行突

显性呈现，结合 360°全景记录形成的巡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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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空间认知模型，共同构成瓯越文化记忆的视

觉档案库。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遵循身体感知

的认知规律，在数字空间重构傩戏展演的沉浸

式场域——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复现舞龙仪式

的身体动力学，使青年群体在虚拟阈限中完成

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多模态记录体系实质是

媒介技术演进对文化传播范式的革新：非线性

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文本的单向传播局限，使

拦街福的仪式时间性在数字界面中呈现可逆

性特征，观众得以通过时空折叠技术同时观照

清代祭祀规制与当代文化展演的符号叠合。

3.3 数字生态的价值转化机制

基于分布式认知的协同机制，构建拦街福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生态系统。通过技艺流程的

数字化编码转化——如傩面雕刻技艺的 3D 建

模与动作捕捉），从而形成具有文化确权价值

的数字凭证资产——将百年巡游路线图谱铸

造成 NFT 时空坐标，使祭祀器物的象征价值转

型为可跨国流通的网络化资源。算法协议的应

用建立文化价值转化的分配模型：基于智能合

约的收益分配机制，将虚拟庙会的门票收益按

贡献度自动分配至傩戏传承人、非遗保护机构

与数字化服务商，在技术层面保障文化收益的

纳什均衡。去中心化存储技术遵循数据存证的

不可逆原则，将傩戏唱腔的声纹特征与祭祀仪

轨的时空逻辑转化为哈希值永久存续，在数字

维度实现文化原真性的拓扑学保全。这一技术

架构实质是数字时代对文化传承机制的创新

性重构——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与虚拟现实

的超真实性形成辩证张力，在技术理性与人文

价值的双重维度中，探索拦街福从地方傩仪向

元宇宙文化范式转型的实践路径。

4 价值向度：文化记忆的再生产机制

主题出版的文化实践本质上是记忆载体

形态的范式革新过程。通过文本编码、视觉重

构与数字转译的三维阐释系统，地方民俗仪式

被解构为可存储、可流通、可增殖的文化记忆

单元。拦街福的文本化工程将口传身授的实践

性知识固化为标准化的符号系统，视觉化生产

通过超真实影像技术对文化细节进行显微式

拓印，数字化技术则构建起文化基因的云端存

储库。复合型媒介转化不仅实现了文化记忆载

体的代际迁移，更通过跨媒介传播矩阵形成文

化符号的裂变式增殖效应，使文化遗产从静态

保存状态跃迁至动态增值的再生产轨道
[5]
。

在全球化文化图景中，该机制展现出普适

性的方法论价值。通过构建多模态跨语际传播

平台，拦街福的地方性文化符号可接入国际文

化遗产识别体系，实现从区域叙事到人类文明

对话的维度提升。转化的过程遵循文化记忆的

拓扑学规律：在保持本土基因核心稳定的前提

下，通过媒介化转译形成适应性文化变体。其

价值增值路径呈现双重向度——文化维度上，

通过符号系统的国际流通强化文化多样性的

存续能力；经济维度上，借助数字传播网络形

成文化资源的全球配置机制。协同的发展模式

突破了传统保护与开发的二元对立，在技术赋

能下建立起文化遗产的生态化传承机制。数字

技术不仅保障文化记忆的原真性存续，更通过

智能算法构建文化符号的推荐系统，实现从被

动保存到主动传播的认知革命。在此过程中，

文化记忆的再生产既维系着集体认同的精神

根系，又催生出文化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最

终形成文化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进格局。

在传统民俗文化面临代际断裂的困境中，

主题出版构建的复合传播体系开创了文化记

忆的活化范式。三类媒介形态的协同作用，本

质上重构了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学术出

版确立文化阐释的话语权威，视觉图录培育情

感认同的认知土壤，数字传播搭建价值转化的

流通网络，最终形成文化遗产在知识生产、情

感维系与经济循环三维度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5 结论

在当代文化记忆的流动性转向中，主题出

版的三维媒介矩阵为温州拦街福这一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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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实践构建了拓扑学存续路径。通过符号编

码的历时性沉淀与共时性增殖，拦街福的傩戏

仪轨、商贸仪式与舞龙展演被解构为可迁移、

可重组的文化基因单元。符号再生产范式重构

的进程中，温州拦街福的神圣性内核经历解域

化与再域化的辩证运动——例如傩仪中的“驱

邪纳福”符号被拆解为可流通的视觉碎片，又

在跨媒介传播中通过数字社群的集体编码形

成新的意义聚合体。拦街福的存续不再依赖瓯

越地域的物理展演，而是借由 NFT 技术保障的

原真性存证与算法推荐系统的精准触达，在云

端实现文化记忆的自我增殖。

在此框架下，主题出版对拦街福的介入呈

现出双重性：既作为文化基因的云端存档装置，

将百年仪轨转化为可永久追溯的数据链；又演

化为符号资本的生产引擎，通过虚拟庙会的交

互场景与数字藏品的跨国流通，催化出“祭祀

-消费”复合型文化经济模式。最终，在技术

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场中，拦街福得以完成

从地方傩仪到元现代性文化范式的拓扑学转

型——其传承机制突破地理边界的桎梏，在数

字原真性与文化变异性的辩证平衡中，为后人

类时代的非遗活态化提供了自组织演进的生

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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