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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观视阈下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
功能与路径

周 凯　张 燕

摘要:从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传播不仅拥有灵活多样的传播模

式,更能建构特殊的文化意义.因非遗自身承载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符号,而旅游场所作为传播文化的渠道

媒介,两者的融合能够使非遗旅游成为一种独特的传播活动,彰显出仪式性、空间性、参与性等特点,在凝

结文化价值、构建共通场域和连接受众情感等方面具有突出功能.在传播的仪式观视阈下,非遗旅游的文

化传播不应只着眼于“线性传播”的效果,应当更注重文化符号挖掘、文化意义阐释和文化景观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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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

量.”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凝聚,更是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重建的思想源泉.文化内容包括历史

经典、文物和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传统技能、民间活动、民俗民风和活动庆典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下简称非遗).非遗与旅游融合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模式之一,能够有效保护及传承文明的多

样性以及完整性,但在传统“传递观”的线性传播中,传播是传授和发送,更看重传者对于受众产生了

何种影响,关注的往往是效果.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演进,面对新时代社会变迁和媒介变革的双重

逻辑,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随之发生改变,效果导向的文化传播不免带来文化修养迷

失、文化传播失灵等问题.从詹姆斯凯瑞(JamesW．Carey)传播的“仪式观”看,传播是一种意义,
非遗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实践,能够有效构建民族共同的文化意义,凝结人们的共识和塑造共享的

价值观,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凝聚力、价值力、影响力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产业化发展背景下,非遗与旅游融合是实现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国家、地方政府、社区等不同

层面将非遗文化资源与旅游业有机融合,丰富的旅游商品能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
时旅游收益对当地文化起到进一步滋养和维护作用,有利于推动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非遗与旅游

融合作为“活化”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它所蕴含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JanettePhilp把文化遗产的诸

多特征看作是重构历史的重要符号,能够昭示一种集体持有的国家观念① .SunnyJeong认为非遗是

一种重要的文化存续,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助于人们增进民族认同感,维护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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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其所富含的政治意涵尤为凸显①;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引发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文化遗

产引发争议的案例从深层次说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共享的历史,是区域认同和集体意识形成的基础.
现有研究认为,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得益于与产业经济的融合,在此背景下,众多研究着重分析

非遗旅游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传播路径,注重非遗旅游传播的“效果”,却较少触及传播的意

义.在对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政治意涵的讨论中,现有文献认为文化传播具有凝聚共识的功用,有助

于区域及民族认同,却鲜有研究深入分析这些共识与价值是如何通过传播实践而形成,缺乏对非遗旅

游文化传播中意义构建的分析阐释.然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一个群体信仰的重要体

现,讨论到人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创造发展就离不开传播,文化生成的本身就是一种传播现象,存在

于某种媒介“场所”之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指

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

征(representation)”②.从这个理论视角看,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实践承载着社会维系和共享信仰的

重要作用,如何更好地通过文化传承与传播凝聚共识、共享信仰、维系社会稳定和谐,是迫切需要解决

的现实问题.因此,需厘清非遗旅游在文化传播中承担什么角色,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文化功能有哪

些,通过何种路径进行意义建构等问题.以下将重点探讨非遗旅游传播对于文化意义构建的功用,并
探索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二、非遗旅游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定位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主要是一种“场”的模式(或是情景模式),相对于“传递观”通过

“发送 接收”达到穿越空间的共时性,传播仪式观是通过“分享经验”达到穿越时间的维系.在非遗旅

游文化传播过程中,非遗和旅游通过构建一个文化情景,创造“仪式化的场域”,达成穿越时间的信仰

维系,其中非遗作为一种“经验”资源的角色,拥有丰富的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形成人

们共享的意义;旅游作为一种媒介的角色,搭建传播和展演的“舞台”,吸引受众参与文化意义的建构,
在传播的仪式观视角下,非遗旅游成为一种富有文化意涵的重要传播实践.

(一)非遗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传播符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
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③.为了维护共同的社会信

念和行为规范,人类祖辈通过口语传播等方式,授予下一代传统的技术技能、思维方式、精神价值等.
非遗可以理解为经由人体符号以及物质载体在人类个体或群体间世代相传的遵循相对固定编码和解

码方式的文化信息④.非遗文化符号产生于特定的时空,人们通过将非遗的文化符号进行编码解码,
建立独特的符号体系进行传播,它所蕴含反映特定人群共同生命体验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承下来,成为

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文资源.种类繁多的非遗文化为传播活动提供了丰富

的符号资源,这些符号的传播成为文化成员共享信息和知识的基础.
传播是一种将各种现实符号化的过程,通过对于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人们得以表达、传递知识

与经验.对非遗旅游的传播活动而言,文化既是来源也是资源,因为“它提供‘可以获得的意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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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极大地影响文化成员‘能够表达的东西’”①.无论是传统戏剧昆曲还是古琴表演艺术,非遗都需

要一套特定的编码向受众系统地传递复杂的信息与情感,引发受众的共鸣.这样看来,文化传播实践

就是一种符号被理解、被使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遗得以传承和延续.同时,非遗具有强烈的区

域性、民族性、变迁性,因而非遗文化符号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意味着它是一种无法再生的文化符

号,这样的独特性使其在文化传播竞争中具有巨大优势.
(二)旅游是提供传播渠道的媒介场所

旅游的动机不仅来源于放松心灵的娱乐和休闲享受,更深层次的是对于文化的憧憬与渴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当下人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和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途

径.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场所”,旅游为受众的文化体验搭建了一个“舞台”,比如传统景观再现、
特色旅游活动、大型节日庆典、歌舞表演等,这些渠道的架设为文化符号的意义交换构建了文化景

观,受众在符号系统中体验各种情景,通过互动完成象征意义的解读和传达.因此,旅游的吸引力

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蕴含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媒介场所的丰富性.例如入选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淮灯会,作为历代南京民众辞旧迎新、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了旅游产

业与文化传承活动的有机统一,已成为展现南京历史文化景观的重要活动.每年灯会期间,多达数

千盏花灯的展览都会引来众多游客观赏,成为国内非遗旅游的代表之一.旅游作为一种传递符号

的媒介场所,不同渠道呈现的信息有所区别,景区观光与社区体验不同,影视展演与图片展示有异,
现实与虚拟更是效果不一,因而,旅游通过何种方式构建文化景观对于符号意义的交流、互动和共

享具有重大影响.
(三)非遗旅游是独特的文化传播实践

“传播是‘最奇妙的’,因为它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它产生社会联结,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都
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②从传播的仪式观看,非遗文化传播是非遗文化

符号生产、制造、展示、传播和反馈的实践过程,整个文化传播活动是释放文化生命力和感召力的过

程,通过“共同信仰的表征”互动,连接了人们共享的文化.如国家级非遗湖南“江永女书”,作为世界

上唯一的性别文字,是区域女性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靠母亲传给女儿、老人传

给少女的方式代代沿袭.女书的传承体现了区域内的女性专属的精神空间,当地建立女书风景区、女
书生态博物馆等作为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所,女书文化与旅游融合不仅能展示女书的形式形态,还能

让人们在观赏浏览时,共享这一区域女性特有的精神内涵.在外来文化冲击严重的当下,非遗旅游的

文化传播是一种留存民族文化的“动态”记忆,受众能从中感受到本民族的民风民俗、生产传统、技能

技艺,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唤醒并强化民族情感、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成为新时代构建共同文

化价值导向的重要路径.

三、仪式观视阈下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功能

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地球村”图景,让捕获异域信息和文化变得更加便捷与及时,文化加

速流动,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文化是中华民族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富起来”之后的精神需求、价
值需要,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认同.非遗旅游作为独特的文化传播实践,体现出仪式性、空间性、参与性

的特点,具有承载重要的精神凝聚、认同构建、价值导向的功能.传播的仪式观强调在“共同的场域”
内,受众经由集体参与共同体验情感的历时性模式,非遗旅游在这样集体共同参与的传播中,不断创

造可以承载文化精神符号,并在文化变迁中以具体形式留存,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当下,非遗旅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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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构建符号意义、连接民众情感与唤醒民族记忆.
(一)仪式性:凝结文化的价值内涵

仪式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传播仪式观将传播看作是参加一次神圣的弥撒

仪式.在参加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

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①.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可以看作是再现和重塑这

种“仪式”与“典礼”的过程,通过非遗旅游中仪式化的体验,人们能够感受到古老的生活经验与传承的

精神.经过千百年的时间考验,非遗留存和延续下来的是最具生命力和最能唤起民族共同记忆的部

分,是民族精神展演具有代表性的典礼.每到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官方或者民间将举

办的各种“仪式”“典礼”进行庆祝.清明节各地通过不同的仪式和祭祀风俗,寄托对逝去亲人的哀思,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划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也成为人们庆祝节日的重要方式.这些各具特色的

传统节日,通过仪式和庆典凝结精神价值,跨越地域区隔成为人们内在的共同文化信仰.但是反观当

下非遗传统节日活动保护不力,传承效果不佳的现象,其重要原因是仪式和庆典的内涵流失和流程简

化,非遗旅游需进一步挖掘文化符号,创新再现传统仪式和典礼,才能更好地弘扬文化自信,实现社会

和文化价值.
(二)空间性:建构传播的共同场域

“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②凯瑞所言的“共享文化”
实际上是构成传播共同场域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或个人创造的,在不

同的历史时空中,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传承而来,如酿酒技艺、民间医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

风俗等所富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都具有空间性,这些特定的文化能够构建一定区域和群体的共同

场域.人们以代代流传的技艺提高生产效率、生活质量,通过活动表演、传统艺术,共同纪念过去、
歌颂生活,丰富其精神文化世界,在共同的生活体验下从根本上唤起内心的共鸣.在传播的过程

中,非遗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加上不同的受众对非遗所蕴含的符号意义存在不同的阐释,
非遗文化展现出独特且小众的特性,但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享的精神价值往往是相通的,对
于文学、音乐、舞蹈的欣赏是如此,对于民俗、节日、庆典、手工艺的传播也是如此.通过传播搭建的

共同场域,能够唤起人们对于过去的共同记忆,表达共同的价值观、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从而增强凝

聚力,成为身份有意识重构的过程.“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乔治米德、库利等人认为,想象是实

现传播的重要手段,认同的构建过程是通过想象实现,但想象并不是随意捏造,而是群体达成共识、
形成共有认知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非遗旅游为想象搭建了充分的空间场域,在这个空间内,人们

的认知受到同一个文化背景的感召,对同一文化源头的不同文化形式产生合理“想象”,从而形成共

享信仰的共同体.
(三)参与性:连接受众的情感体验

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人们情感和价值连接的基础,倡导通过“参与、互动以及创造”,进入共

同的“仪式化场域”中.非遗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作为民族或地域的精神象征,它蕴含中华民族的美

好品质与内涵.这些象征符号的产生往往依托于个体或者群体的创造,各类民间的典故、风俗、歌谣、
技能在生产生活中凝结成文化,传达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取向与智慧.以清明节为例,作为纪念祖

先的节日,其主要活动仪式为祭祖和扫墓,是人们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
禁火、踏青、放风筝、荡秋千、娱乐游戏等活动也成为清明节的必备的民俗.人们在参与节日的各种仪

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继承民族精神核心内涵.因此,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可以看作是一种参与式的行

为方式(或是一种互动),在文化和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同一民族的情感被唤醒,参与的仪式和典

３４

仪式观视阈下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功能与路径

①
②

王晶:«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当代传播»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第１８页.



礼成为贯通古今、连接受众的情感体验方式.共享的情感体验能够产生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正是民

族认同的基础.“民族是通过共同的政治和历史规划,在人们头脑当中和集体记忆中构建起来的文化

共同体”①.在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呈现多元的转向,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在人的精神塑造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维护共同的信仰与文化.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除了将非遗的知识与信息传达出来,更
重要的是通过受众的互动和参与,将非遗所蕴含的美好追求与价值取向与受众连接,制造良好的情感

体验,从而形成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四、非遗旅游文化传播路径

观照目前的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多是一种基于“传递观”的传播,仅仅是将传统文化进行传者 渠

道 受者“线性”的表达,目的是将信息成功传送,效果导向的文化传播往往是一种以控制为目的的信

息传递.而传播的仪式观为我们看待传播实践和进行传播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事实上,丰
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包含民俗、技艺、典礼等活动并没有因为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而完全展现.如果

将传播作为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那么还原和强化非遗旅游的仪式化和庆典化功能,让受众参与到非

遗的庆典与仪式中,创造共同信仰尤为重要.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只有深入挖掘提炼文化符号,将传

播看成民众共享和共建文化的过程,同时注重受众的情感体验,构建非遗旅游独特文化传播场域和文

化景观,才能在全球化迅速席卷的进程中,进一步凝聚民族共识,塑造核心价值观.
(一)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符号

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符号,是传播得以达成的前提.文化符号的提取需要反映一定的区域特色,比
如成都对于熊猫、川剧变脸、火锅等文化符号的提炼和使用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些具有区域生活

特色的形象符号经过提炼和变化,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依托文化符号不仅将成都区域文化传承下

来,还打开了区域知名度,形成正向传播循环.该模式也为非遗旅游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挖掘提供了借

鉴思路.各地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需要挖掘最能代表当地文化的符号,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融合,
巧妙运用和展现文化符号,使之快速融入现代人观念和生活中.传统在不断变迁和发展,甚至也是在

变革中被创造的.一方面,在社会变迁中留存下来的非遗传统需要通过排查、建档、保存、研究和保护

等手段进行全面梳理,通过纵向的传承传播留存传统.另一方面,要利用媒介技术挖掘和展现非遗文

化符号,创造新的传播符号展现方式,利用横向的传播,发扬传统.如杭州的宋城表演、南京秦淮灯会

等等,都是借助现代科技媒介技术,通过灯光、舞台、演员、场景等组合,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景

象,将传统仪式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
(二)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传播场域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创造了一种以产业为连接的空间,在这种空间场域中,政府、企业、游客、媒体

等主体,进行无形的旅游文化氛围的供给和有形的旅游文化商品的生产.非遗与旅游融合不仅提供

了一种文化景观展示的文化空间,影响着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同时各类主体参与传播活动实践的过

程也是进行文化创造的过程,文化场域得以不断重建.也就是说,在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场域中,各
类主体的实践是共享文化和重建文化的重要方式.政府在非遗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中承担主导

作用,应当进一步完善具体的政策体系,在制度上保障非遗的存续和完整.企业作为非遗文化市场

化、产业化的主体能够为非遗传承引入投资、筹措资金,围绕非遗文化进行旅游开发和舞台演出等产

业化运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非遗的多样性.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意味着它将承

担“文化传播者”的责任.构建共同的文化传播场域需要媒介营造氛围和创造机会,应积极推动多元

化传播平台的建设,利用媒介矩阵增加文化符号的曝光度,大力弘扬以非遗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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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精神,使公众参与到非遗议题中来,增加对于非遗旅游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非遗旅游的传播应当从

政府、企业和媒体等各个主体出发,明确各自的职责,拓展架设非遗文化场域的渠道路径.
(三)注重非遗传播受众参与体验

在线性传播中,由报纸、广播、电视所构成的传播媒介是信息的单向传播者,受众只是信息的被动

接受者.叙事结构由传者单方面完成,用户难以提供反馈,更无法参与信息交流互动过程.在非遗旅

游传播中,许多传统文化颇具仪式感,同时可能会带来一种距离感,非遗旅游不仅要注重传播形态,更
要注重互动反馈,打造更多有意思、有意义的非遗旅游传播场景,通过增加互动方式,让受众参与到非

遗旅游传播当中.在互动反馈上,要设置互动环节和流程,提升传授双方的参与体验感,如面向公众

征集以视频、音频等非遗文化的展示作品,吸引观众在互动中获得极高的参与度.积极整合民间

UGC,借助智能生产平台,形成各媒介主体共同参与的非遗旅游传播氛围.
此外,还可以借助媒介技术提升受众的互动和在场感.虚拟数字技术支撑的沉浸式传播强调打

破信息传播方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创造受众的“在场”.通过受众与信息传播媒介的交流互动,调动受

众对于非遗旅游的全方位感知,营造受众沉浸于文化“场域”中的感觉.受众在此当中相当于以一个

“具身”参与到虚拟仿真构建的“现实”中.非遗旅游可以通过打造各类沉浸式艺术体验会所,使用数

字摄像头、遥控器、红外线感应灯,３６０度全景视屏、沉浸式声音视觉装置等设备,让观众实现对非遗旅

游的沉浸式体验.

五、结语

工业文明和全球化进程加速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享有西方先进技术带来经济飞速发

展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的影响.文化是一定社会

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其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传统文化的消失将导致文化多

样性的消失,使文化生态发展失去平衡,使国家和民族失去凝聚力.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已上升为国

家任务.近年来以产业融合为手段、以旅游发展为方向成为非遗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非
遗旅游文化传播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本利用,还是一种蕴含了凝结民族

特有的精神活力和信仰体系的传播实践.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提醒我们,在非遗旅游文化传播中,强调

的是于“共同的场域”内,受众经由集体参与共同体验情感的历时性模式,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对社会进

行维系.非遗凝结了人类共同的文化,是本民族文化之精髓.在文化强国背景下,非遗旅游的文化传

播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创造“仪式”和“典礼”的重要方式,需通过对非遗文化符号的提炼挖掘,构建非遗

文化场域,丰富受众互动体验,全面提升非遗旅游的文化感召力、传播力,探索更多可能的传播路径,
在实践和传播中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和认同感,实现社会的稳定维系.

但是,在看到非遗旅游在文化传承和传播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非遗旅游融合中存在的

问题.商业化开发引发的传统文化流失与缺失值得我们反思和重视,如在旅游的舞台化展演和演出

中,传统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引发的文化失真现象,迎合大众审美过度商业化,为了提高知名度和经济

收入不惜“打造非遗”等问题,导致非遗原本的社会维系作用和深层社会内涵在这种“脱域”状态下很

难完整和准确地予以传达.非遗的保护和传播都不应当脱离其所生存和延续的环境,非遗与旅游融

合更应注重对其整体性的保护,包括其生长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坚持整体性原则基

础之上,非遗旅游的融合应当保持限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发展要求,尊重

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通过建立“非遗文化保护区”,保留非遗文化所在社区的生

活原貌.其次要注重传统文化的还原性创造,提取各类文化符号时,既要在“前台”进行加工和创新,
也应当注重“后台”的保护,让游客有机会参与和体验原生态的非遗文化,体会和感受传统本身.再次

要因地制宜地提炼文化精髓,形成具有真实性的符号价值,注重创意策划的艺术性,平衡好对于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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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真实性与观赏性的需求,在利用产业化手段进行文化重塑的同时,也需注意将真实

性保留到非遗旅游中,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有限度的非遗旅游融合中,挖掘其文化传播的

意义,才能形成新时代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构建以文化为纽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国家发展进

步提供可持续的强大精神动力.

TheFunctionandPathofCultureCommunica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
APerspectivefromtheRitualView

ZhouKai　ZhangYa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P．R．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carrierofChinashistoryandcultur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
embodiesthespiritualtemperament,valueorientation,psych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behavior
patternsofthecountryandnation,anditcaneffectivelycondensecollectiveconsciousnessandenＧ
hanceidentity．InChinascurrenttransitionalsocietyandthenew communicationenvironment
broughtbynewmediatechnology,peoplecanobtainexternalinformationmorequicklyandconvenＧ
iently,whichacceleratesthedisseminationanddiffusion,givesbirthtothedevelopmenttrendofdiＧ
versifiedvalues,andbringsnewchallengestoenhancingculturalidentity．HowtobettergatherconＧ
sensusandenhanceidentitythroughculturalinheritanceanddissemination,soastoeffectively
maintainsocialstabilityandharmony,isanurgentpracticalproblemtobesolved．Fromtheritual
viewofcommunicationofJamesCarey,thecommunica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
notonlyhasflexibleanddiversecommunicationmodes,butalsocanconstructspecialculturalmeanＧ
ings．Becaus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tselfcarriesspecificnationalculturalsymbols,andtourist
sitescanactasthechannelandmediumofspreadingculture．Theintegrationofthetwocanmake
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asauniquecommunicationactivity,whichshowsthecharacterＧ
isticsofceremonial,spatial,participationandothercharacteristics,and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tourismhasoutstandingfunctionsincondensingculturalvalues,buildingcommonfields,connecting
audienceemotionandotheraspects．Fromtheperspectiveofthe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the
culturalcommunica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shouldnotonlyfocusontheeffectof
‘linearcommunication’,butalsopaymoreattentiontotheexcavationofculturalsymbols,theinＧ
terpretationofculturalsignificanceandtheconstructionofculturallandscape．
Keywords:The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CulturalcomＧ
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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