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８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５Ｎｏ．４Ａｕｇ．２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２０２０Ｍ６８２３２３）；河南省高等学校智库研究项目（２０２２ＺＫＹＪ３１）

作者简介：尹悦（１９８７—），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大学博士后，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外交话

语、语言政策；姚亚宁（１９９９—），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政策、翻译传播。

新媒体视域下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
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上的黄河文化短视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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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黄河文化”为关键词，运用Ｐｙｔｈｏｎ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爬取相关视频２４７个，从视频内容、视
频来源、受众互动三个维度分析黄河文化在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的传播现状，发现：历史主题类视频较受
欢迎，视频发布者多为国内官方机构，国际受众对黄河文化的正面评价较多，但也存在少数负面评

价。基于５Ｗ传播理论，黄河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单调、传播受众
思维不清晰、传播形式陈旧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全民参与的多点传播格局、提高内容质量、实施柔

性化精准化传播、提升受众体验感、建立传播效果反馈优化机制等方式以增强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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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１］。黄河文化国际传

播不仅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

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讲好中国

故事、阐释中国理念、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

口。在新媒体时代，借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通

过各种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可以推动黄河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黄河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目前关于黄河文化国际传播效果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还没

有新媒体对黄河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实证研

究。ＹｏｕＴｕｂｅ作为全球最大的视频共享平台和

新媒体平台之一，拥有数十亿的用户和广泛的

受众群体，通过多样化的内容覆盖和社交互动

功能，对全球受众产生着深远影响。因此，考察

黄河文化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的传播情况，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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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现状的一个重

要渠道。鉴于此，本文拟对黄河文化在 Ｙｏｕ

Ｔｕｂｅ平台的传播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剖析其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助力

提升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

　　一、研究设计

　　１．研究思路

调查数据显示，ＹｏｕＴｕｂｅ月活跃用户高达

２０亿，在全球最活跃社交媒体中排名第二［２］。

ＹｏｕＴｕｂｅ具有媒体和平台的双重属性，用户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上不仅可以分享视频内容，而且

还能在视频下方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因此，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可以作为研究黄河文化国际传播

现状的较佳样本。本研究以ＹｏｕＴｕｂｅ为主要调

查平台，输入主题词“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进行检索，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

剔除广告等与黄河文化无直接关联的内容，搜

索到近５年相关视频２４７个，然后从视频内容、

视频来源、受众互动三个维度进行定量和定性

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维度作为研究切入

点，主要原因为：（１）通过对短视频内容主题、

播放数据的计量统计，可以发现海外用户关注

的视频题材；（２）通过对短视频来源的统计分

析，可以知晓现阶段黄河文化的传播主体；（３）

通过对受众反馈的评价进行量化统计和定性分

析，可以获得海外用户对黄河文化的整体认知

和情感态度。

２．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关键词分析与情感分析方

法。关键词分析旨在研究文本本身的字词句、

符号和语境，鉴别文本的结构与意义，通过不断

挖掘文本内容，探索潜在的意识形态力量和效

果［３］。采用 ＴＦＩＤＦ算法①对黄河文化短视频

用户评论内容进行关键词抽取，定量统计用户

评论中的关键词共现情况，以获得国际受众对

黄河文化的整体认知。情感分析是对带有情感

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

理，从而得到对评论事件的总体态度和评价［４］。

运用微词云软件中的情感分析技术对用户评论

进行情感值计算，可以明确国际受众的黄河文

化情感倾向。微词云的文本情感分析技术可以

针对具体文本内容，基于词库和语法规则进行

情感分析，可计算每个单词与符号的情感强度

指数，根据不同指数区间划分为积极、中性与消

极情绪，还可以对情感极性分析后的积极与消

极文本创建词云，统计各情感类型的单词在调

查文本中的出现次数，词频越高在词云中的字

号就越大。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我们从视频内容、视频

来源和受众互动三个维度对黄河文化在 Ｙｏｕ

Ｔｕｂｅ平台的传播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

１．视频内容

视频内容维度，主要通过统计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

台发布的黄河文化短视频中播放量高的短视

频，获取海外用户关注的黄河文化视频题材。

（１）视频主题统计

本研究根据主题内容将搜集到的２４７个视

频分为四个大类：历史文化类、旅游美食类、非

遗类和文娱类。其中，历史文化类视频主要介

绍黄河文明与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

情，如ＣＧＴＮ（中国国际电视台）发布的《中华文

明的象征：黄河和孔子》（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０７·

①ＴＦＩＤＦ的中文名为“词频（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逆文档频率（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它是一种用于评估一个词语
在文档中重要程度的统计方法。综合考虑ＴＦ和ＩＤＦ，可以得出一个词的ＴＦＩＤＦ值，值越高表示这个词在文档中越重要。其
计算公式如下：ＴＦＩＤＦ＝ＴＦ×ＩＤＦ＝文本中某一单词出现的次数／文本中单词总数×ｌｏｇ（文本总数／包含某一单词的文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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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ｒｅＳｙｍｂｏｌ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国外个人发布的《黄河文明，古代中国》（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旅游美
食类视频涉及黄河沿岸地理景观、旅游景点、特

色美食品鉴等主题，如ＣＧＴＮ发布的《ＣＧＴＮ自
然：黄河系列第六集：龙门》（ＣＧＴＮ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Ｅｐｉｓｏｄｅ６：Ｌｏｎｇｍｅｎ）和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ＴＶ（中国互联网电视）发布的《中国黄河
早茶文化》（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非遗类视频主要介绍黄河流
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文化黄河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发布的《台青挑战吹羊皮筏子大呼“古代人民的

智慧值得借鉴”》；文娱类视频如浙江卫视“奔跑

吧”官方频道发布的《奔跑吧兄弟之黄河篇》

（“Ｋｅｅｐ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２”ＥＰ５Ｆｕｌｌ），
ＣｈｉｎａＮＣＰＡ（国家大剧院）发布的《黄河大合唱
交响音乐会》（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ａｎｔａｔａＳｙｍｐｈｏｎ
ｉｃＣｏｎｃｅｒｔＳｐｒ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等。通过进一步的统
计分析发现，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播放的黄河文化
视频中，数量最多的是旅游美食类视频，共计

９８个，占比４０％；其次是历史文化类视频，共计
７９个，占比３２％；文娱类视频，共计５６个，占比

２２％；非遗类视频，共计１４个，占比６％。
（２）播放量较高的视频主题统计
统计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播放量较高的各类视频

占比情况，可以直观地把握国际受众感兴趣的

黄河文化主题。我们对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播放量前
１０位的样本视频内容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１。
在播放量前１０的视频中，７个是中国历史文化
类主题视频，如由国外个人用户 Ｓｕｉｂｈｎｅ发布
的《动画中国史》，播放高达２０３万次；由国外
个人用户 Ｃｏｇｉｔｏ发布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
ｎａ：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ｍｐｅｒｏｒ
播放量高达１２０万次；由国内官方机构发布的
Ｃｈｉｎａ’ｓ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ａｄｌｅ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播放量高达 ２９万次。由此可
见，国际受众对黄河历史文化类视频关注度最

高，特别是对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充

满好奇。播放量前１０的另外三个视频都是旅
游美食类视频，如由国内用户发布的《宁夏盐

池滩羊，手抓羊肉蘸蒜泥，红烩粉条肉片，阿星

吃凉拌沙葱》，播放量高达４２万余次。通过进
一步的分析发现，播放量与点赞数最多的是动

画类视频。

表１　播放量前１０位的黄河文化短视频

排序 视频主题 视频标题
视频播放
量／万次

点赞
量／万次 账号信息

视频发布
时间

视频评
论数／条

爬取有效
评论数／条

１ 历史文化 动画中国史 ２０３ ３．２ 国外个人 ５年前 ２３８２ １２８６

２ 历史文化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ｍｐｅｒｏｒ １２０ ２．１ 国外个人 ３年前 １３０３ １２４５

３ 历史文化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ｍｐｉｒｅｉｎＦｌａｍｅｓ １０６ ０．７ 国外个人 ３年前 ５３３ ２９８

４ 美食
宁夏盐池滩羊，手抓羊肉蘸蒜泥，红烩粉条肉

片，阿星吃凉拌沙葱
４２ ０．７ 国内个人 １１天前 ４３９ ６

５ 历史文化
ＨｏｗＤｉ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ｇｉｎ？（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４１ ０．１ 国外个人 ４年前 ８４３ ８１０

６ 历史文化
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ｕｎ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２００００Ｂｃｅｔｏ７０００Ｂｃｅ） ３１ ０．９ 国外个人 ４周前 ５１７ ３１０

７ 历史文化
Ｃｈｉｎａ’ｓ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ａｄｌｅ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９ ０．２ 国内机构 ２个月前 １９１ １９１

８ 历史文化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２６ ０．２ 国外个人 ７年前 ３６３ ２１５

９ 文娱综艺
［ＥｎｇＳｕｂ］“ＫｅｅｐＲｕｎｎｉｎｇ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２”

ＥＰ５Ｆｕｌｌ １５ ０．２ 国内机构 １年前 ８５ ８５

１０ 文旅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ｎＢｉｒｄ’ｓＥｙｅＶｉｅｗ １２ ０ 国外个人 ５年前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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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视频来源

视频来源主要指样本视频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的

注册用户，也就是视频发布者。根据计量统计

结果，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发布黄河文化短视频的主

要为官方组织机构与个人。ＣＧＴＮ、ＮｅｗＣｈｉｎａ

ＴＶ、ＣＮＴＯ（中国国家旅游局）是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上

发布黄河文化视频较多的官方机构；也有很多

个人用户发布者，如阿星探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ｏｄ

Ｔｏｕ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Ｅｐｉｍｅｔｈｅｕｓ、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ｔｉｑｕｉ

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等，这些大都是网络自媒

体账号，账号的订阅数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内

容生产模式也大多以用户本人生产为主。如果

以域内外作为划分标准的话，还可以将发布者

分为国内发布者和国外发布者。基于此，本研

究将视频的传播主体细分为国外个人、国外组

织、国内个人和国内组织四种类型，并对样本视

频进行分类整理，统计出各类型视频的数量

（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的黄河文化

视频发布者中，国内官方机构占比最高，约为

５３％；其次是国外个人，占比３２％；国外官方机

构占比８％，国内个人占比最少，仅为７％。可

见，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的黄河文化传播主体为国内官

方机构，如ＣＧＴＮ、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ＴＶ、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Ｓｙｄｎｅｙ（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

处）。国外个人发布的视频数量仅次于国内官

方机构，如Ｃａｐ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ｐｉｍｅｔｈｅｕｓ、Ｓｕｉｂ

ｈｎｅ等账号都是订阅人数超５０万、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自媒体账号，国内个人与

图１　视频来源情况

国外机构发布的黄河文化相关视频较少。在所

调查的样本视频中，来源于国外机构的较少，分

别是由ＵＳＡＴＯＤＡＹ（今日美国）发布的Ｊｏｕｒｎｅｙ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ｈｏｗ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ＡｊｏｕｒｎｅｙａｌｏｎｇＣｈｉ

ｎａ’ｓ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ｆａｍｉｌｙ，

由ＮＰＲ（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发布的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Ｄｏｗ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由 ＳｔｕｄｙＩＱＩＡＳ

（在线教育平台）发布的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

ｌｏｎｇｅｓｔ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总体来说，黄河文化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上的传播主要依靠国内官方机

构，央视官媒、地方电视台仍然是国际社交媒体

中传播黄河文化的主力军；其次是对中国历史

文化或者旅游美食感兴趣的国外个人用户，国

内个人与国外机构相对较少。

３．受众互动

热门视频的浏览量、用户点赞和评论等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受众的态度，因此本文仅

对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上浏览量超过１０００次的６０个

黄河文化热门视频进行文本数据采集，利用Ｐｙ

ｔｈｏｎ爬取评论内容字段，经文本清洗与去噪等

数据处理，共获得４６６７条英文用户评论数据，

对其进行关键词提取、情感分析。

（１）整体认知分析

首先，将４６６７条用户评论数据导入微词云

软件，利用ＴＦＩＤＦ算法技术提取用户评论的关

键词，得出海外用户对黄河文化的整体认知

（见表２）。由表２可知，ＴＦＩＤＦ值较高的单词

为“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说明评论用户中大部分

人都知道黄河的所属国家是中国；其次，“Ｈｉｓｔｏ

ｒｙ”“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ｎ”“Ｑ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表２　部分关键词及其ＴＦＩＤＦ值

关键词 ＴＦＩＤＦ值 关键词 ＴＦＩＤＦ值 关键词 ＴＦＩＤＦ值
Ｃｈｉｎａ ０．００７８８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０３７０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００３０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０．００７４７ Ｇｒｅａｔ ０．００３２４ Ａｎｃｉｅｎｔ ０．００２９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０．００６４２ Ｈａｎ ０．００３２４ Ｌｏｖｅ ０．００２６７
Ｄｙｎａｓｔｙ０．００５０７ Ｑｉｎ ０．００３２１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０．００２１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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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等词的ＴＦＩＤＦ值也位居前列，可以看出国

际受众对朝代历史，特别是对秦朝、汉朝历史文

化的关注度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当时黄河流域

肥沃的土地和便捷的交通，促进了该地区农业

生产和商业繁荣，使得黄河流域成为秦汉时期

的政治和经济中心。“Ｇｒｅａｔ”“Ｌｏｖｅ”等赞美类

词汇的ＴＦＩＤＦ值也较高，说明了海外用户对中

国黄河文化的喜爱与欣赏。

（２）情感倾向分析

将４６６７条评论数据导入微词云软件，可自

动辨别相关词汇的情感倾向，评论分为正面、中

性、负面三类情感词条。经统计，获得正面评论

的词条为１５７７条，中性评论的为２５１０条，负面

评论的有５８０条。综合分析，国际受众对于黄

河文化更多是积极的、正面的评价，但同时也存

在着部分负面评价。

如果积极情感（正向词汇）占比较大，就表

明国际受众对黄河文化具有一定的关注度与喜

爱度，更具有正向反馈作用。利用微词云软件

绘制的部分积极情感倾向词云图（见图２），字

号越大代表该词汇出现的频率越高。由图２可

知，积极情感词汇有“Ｇｒｅａｔ”“Ｔｈａｎｋ”“Ｌｏｖｅ”

“Ｇｏｏｄ”“Ｗｅｌｌ”“Ｎｉｃｅ”“Ａｍａｚ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等。结合具体语境，可将用户积极情感倾向的

评论分为四类：其一，对中国黄河历史文化展现

出浓厚的兴趣和赞叹，相关评论如：“ＩｌｏｖｅＣｈｉ

图２　部分积极情感倾向词云图

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ｏｖｅｖｉｄｅｏｓａｂｏｕ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ｏｏｋ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ｔｗａｓｒｅ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Ｉ

ｌｏｖｅｄｉｔ．”其二，对视频发布者表示感谢，相关评

论如：“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ｓｕｃｈ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ｃｏｎ

ｔｅｎｔ！”“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Ｉａ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ｉｔｔｏｄａｙ．”“Ｓｕｂ

ｓｃｒｉｂｅｄ，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ａｎｎｏｔｗａｉｔｆｏｒｎｅｘｔｅｐｉ

ｓｏｄｅ．”其三，对黄河流域附近旅游景观与美食

表示称赞，相关评论如：“Ｓｕｃｈａ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ｗａｌｋ

ｉｎｇｔｏｕｒ！Ｇｒｅａｔｖｉｄｅｏ”“Ｉａｍｌｕｃｋｙｔｏｖｉｓｉｔ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ｕｍ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Ｉｔｗａｓｂｅｙｏｎｄｗｏｒｄｓ！”其四，表达期

望到中国旅游的美好愿望，相关评论如：“Ｗｏｎ

ｄｅｒｆｕｌｐｌａｃｅ．Ｍａｋｅｓｍｅｗａｎｔｔｏｖｉｓｉｔ．”“Ｗｏｗｗｗ，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ｈｉｎａ．Ｉｌｏｖｅｙ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ｏｐｅｃａｎ

ｖｉｓｉｔｙ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ｎｅｄａｙ．”

如果消极情感（负向词汇）占比较大，就说

明国际受众对于黄河文化相关内容的喜爱程度

较低，甚至充满反感情绪。利用微词云软件绘

制的部分消极情感倾向词云图（见图３）。由图

３可知，字号较大、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有

“Ｍｉｓｔａｋｅ”“Ｗｒｏｎｇ”“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ｄ”

“Ｃｏｎｆｕｓｅ”“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Ｓｈａｍｅ”等。结合具

体语境，可将用户消极情感倾向的评论分为四

类：其一，对视频内容表示不理解，评论中多次

图３　部分消极情感倾向词云图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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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Ｉｄｏ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ｍｅｆｅｅｌ

ｖｅｒｙｃｏｎｆｕｓｅｄ．”通过对源视频的提取分析发现，

由于一些视频缺少必要的英文解释和说明，国

际受众表示视频内容晦涩难懂。其二，对中国

历史认知存在争议，相关评论如：“Ｙｏｕａｒｅ

ｗｒｏｎｇ．Ｉｔｗ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ｙｗｈｏ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ｄｏｕｂｔ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ｌｏｔｏｆｙ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ｗｒｏｎｇ．”通过对这些视频来源的分

析发现，视频发布者大多是国外个人，他们对中

国历史与黄河文化存在一些错误认知。其三，

对不添加英文翻译字幕的视频表示反感，如很

多评论中提到：“Ａｓ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ｅｖｅｎｃａｎ’ｔ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ｏｍｅｗｏｒｄｓ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ｗｉｓｈ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ｓｕｂｔｉｔｌｅｓｓｉｎｃｅＩｃａ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ｄｓｉｓ

ａｗｆｕ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ｔｈｅｗｏｒｓｔ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Ｙｏｕ

Ｔｕｂｅ．Ｙｅｓ，ｉｔ’ｓｔｈａｔｂａｄ．”其四，对质量较差的

视频表示不满，如“Ｃａｎｙｏｕｕｐｌｏａ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ｑｕａｌ

ｉｔｙ？”“Ｔｈｅｍｕｓｉｃｉｓｓｏｔｅｒｒｉｂｌｅ！”通过调查发现，

这些视频大多是由个人随手拍摄的。

无情感类别词汇评论即中性评论，多数是

对相关历史内容的陈述、对视频内容的复述和

视频观看者提出的疑问，评论文本中无情感词

汇出现，如“Ｉｗｉｌｌｔｅｌｌｙｏｕｇｕｙ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ａｇｏｎ…”“Ｃｈｉｎａ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ｈａｄｄｙ

ｎａｓｔｉｅｓｓｉｎｃｅＱ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ｅ…”“ＣａｎＩｈａｖｅ３ｒｅａ

ｓｏｎｓｗ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ｉｒｓｔｓｅｔｔｌ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Ｗｈｏ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ｒ？Ｉｓｈ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ｏｒ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此类评论内容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

　　三、黄河文化国际传播中存在的

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目前国际受众对黄河

文化的整体认知多为正面认知，对黄河流域的

历史文化关注度较高，但部分受众反映黄河文

化相关视频存在内容晦涩难懂、信息错误、没有

英文字幕等问题。本研究基于传播学的５Ｗ理

论，从传播主体（Ｗｈｏ）、传播内容（Ｓａｙｓｗｈａｔ）、

传播对象（Ｔｏｗｈｏｍ）、传播渠道（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

ｎｅｌ）、传播效果（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ｓ）五个维度对

黄河文化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１．传播主体单一，公众参与度不高

目前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力军是国内官

方机构，从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的视频来源可知，国内

官方账号最为活跃，国内公众参与度较低。如

果官方机构长期在黄河文化国际传播中占主导

地位，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官方宣传色彩过浓，容

易引起国外媒体的反感和排斥。通过调查得

知，目前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国外个人用户发布的黄

河文化视频的播放量、点赞量与评论数远远高

于国内官方账号发布的。由此可见，相比于国

家层面的宏观叙事，国际受众更喜欢柔性的个

人叙事方式。在今后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如何

调动国内外个人用户的积极性，扩大黄河文化

的传播主体，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２．传播内容单调，特色不突出

文化要增强其吸引性、引导性和启迪性，就

必须有反映此种文化的好的作品。黄河文化要

想“走出去”，必须有好的作品［５］。但是通过调

查得知，目前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发布的黄河文化视

频浏览量较低，部分视频的浏览量仅为个位数，

只有个别历史文化类、旅游美食类的视频浏览

量较高。究其原因为：目前黄河文化视频的主

题以文旅系列为主，忽视了对其他文化元素的

挖掘和传播；视频展现的黄河文化既不全面，又

没能创建出黄河文化ＩＰ名片。事实上，黄河文

化内涵丰富，既包含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

文化、齐鲁文化等诸多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又

涉及历史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当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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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文化分支，而历史文旅类文化只是其

中的一个分支。此外，通过对国外个人用户发

布的视频的抽取分析发现，部分视频中存在常

识性错误、解说错误等问题。例如，国外个人用

户Ｓｕｉｂｈｎｅ发布的《动画中国史》，在介绍秦朝

历史文化时，提到儒家文化在秦朝十分流行，对

当时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上，这一时

期秦朝推崇的是法家思想。在介绍中国北宋历

史时，视频中相对应的图像标识显示的却是

“西夏”。

３．传播受众思维不清晰，缺乏换位思考

目前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呈现单向信息传

递特征，缺少柔性叙事与外译解说。柔性叙事

主要是通过讲述个体故事、注入个体情感的方

式来阐释硬性主题［６］。众所周知，ＹｏｕＴｕｂｅ短

视频通过娓娓道来的个人叙事，吸引了许多国

外网友的关注和喜爱，拥有了大批国外受众。

但目前中国官方在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发布的黄河视

频多为宏观的国家叙事，很难激发受众心理层

面的共情机制。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部分黄

河文化短视频是由国内视频直接转发至 Ｙｏｕ

Ｔｕｂｅ平台的，缺少外译环节，如国内的“黄河文

化大会”视频，由于没有添加英文字幕，很多国

外受众表示内容晦涩难懂。但是从同一主题的

国外发布者的视频评论数、点赞数与转发数普

遍高于国内发布者的来看，这可能与视频语言

有一定关系。国外发布者的视频一般使用英文

配音或附有英文字幕，更容易被国际受众接受，

并且ＹｏｕＴｕｂｅ的算法也会优先推荐英语视频，

其覆盖人群自然更广泛。但国内发布的视频，

只有少数央视官媒会进行全英文介绍、播报，大

部分发布者都是用中文讲解，较少配有英文

字幕。

４．传播形式陈旧，缺乏趣味性与互动性

对外传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传

递过程，而是一个夹杂着多种变量的相互影响、

融合发展的过程［７］。其中，传播的呈现方式是

实现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调查的

２４７条黄河文化相关短视频来看，黄河文化的

现有传播形式多为新闻报道、纪录片、博物馆展

览等传统传播方式，缺少趣味性与互动性，难以

满足当下青年人群追求新奇、激情的心态，也不

能带给受众强烈的沉浸感、参与感与体验感。

通过对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发布的黄河文化视频播放

量的统计分析发现，２４７条视频中浏览量与点

赞数最多的是动画视频。可见，相比于新闻报

道、纪录片等纪实类的叙事方式，国际受众更喜

欢具有趣味性的动画故事叙述方式。

５．传播效果不佳，受众接纳度低

从受众互动调查数据来看，国际受众对于

黄河文化的整体认知虽然较为正面，但对视频

质量的反馈效果不佳。许多国外受众表示黄河

文化视频中存在内容晦涩难懂、缺少必要的英

文翻译、解说错误、画面不清晰、背景音乐嘈杂

等问题。比如，播放量位居榜首的短视频《动画

中国史》的评论区，一位用户指出了该视频存在

的５处解说错误，并表示：“希望视频发布者能仔

细检查中英文字幕，翻译中的错误太明显了。”该

条视频评论区也有其他用户相继发表评论表示

赞同该用户的观点，但视频发布方并未给予任何

回应。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黄河文化短视

频的受众接纳度不高，传播效果不佳。

　　四、推动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对策

建议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目前黄河文化在 Ｙｏｕ

Ｔｕｂｅ平台的辐射力、影响力都较低，黄河文化

的国际传播工作任重道远。针对上文中提到的

若干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１．扩大传播主体，构建全民参与的多点传

播格局

在黄河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不管是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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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企业、民间机构，抑或是网络明星和普通

民众，都是不容忽视的力量。由表１可知，排名

前１０位的热门视频中有７个来自国外个人账

户，这充分说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外个人自

媒体账户在黄河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

用。因此，在强化官方媒体传播为主的同时，也

应带动跨文化专家、国内外相关工作人员、自媒

体从业者、国内外留学生、海外华侨和在中国的

外国友人积极加入到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队伍

之中，通力配合使得各传播主体充分发挥各自

作用，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的多点散发式传播格

局，以扩大黄河文化传播范围，提升其传播效

果［８］。另外，可以加强与国内外自媒体大 Ｖ的

合作，通过意见领袖的引导和旗杆效应，扩大其

传播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也可以通过设立黄河

文化讨论专题、发起线上互动活动、征集用户创

意等方式，吸引国内外网民参与讨论，扩大传播

主体；还可利用 Ｂ站、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

广撒网式传播，进一步增加传播渠道。

２．创新传播内容，提高内容质量

以优质内容为核心，向国际受众提供内涵

丰富、形式多样、制作精良的视频节目，是推动

黄河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关键［９］。目前黄河文

化视频的主题以历史、旅游、美食为主，同质化

现象严重。事实上黄河文化元素众多，从历史

神话、民间艺术、建筑工艺、礼仪风俗、戏曲歌

舞，到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忠报国，再到红旗

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均蕴含着神奇的智慧与

迷人的魅力［１０］。今后在视频内容呈现上，应注

意拓展覆盖面，呈现黄河文化的历史厚度。对

于传播内容主题的挖掘，应延展到诗词、戏曲、

文物、建筑、典籍、传统节日、杂技等方面，再从

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元素，通过创意转化为具

体的场景、故事和产品。在短视频内容传播方

面，还应严格做好视频内容的审核工作，检查视

频内容是否存在逻辑错误、错别字、配音吐字不

清、音画不同步、卡顿等问题，并通过使用专业

设备提高视频的分辨率，邀请专业人员进行视

频拍摄等途径来解决视频画质粗糙、声音模糊

等问题。

３．根据受众特点，实施柔性化、精准化传播

黄河文化国际传播在立足本土的同时，也

要扎根受众国家与地区，只有做到定制化、个性

化、在地化传播，黄河文化国际传播才会真正落

地并取得实效［１１］。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和需

求，设置传播主题、创作传播内容，更容易吸引

国际受众的注意。通过调查得知，国外个人用

户发布的黄河文化视频在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的播放

量和转载量远高于国内官方机构发布的视频。

由此可见，相比于宏观的国家叙事方式，国际受

众更喜欢柔性的个人叙事。相比以往对外传播

中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从普通民众视角出发，微

观、生活化的交流传播活动能够营造轻松的传

播氛围，更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１２］。因此，

应改变以往程式化的、格式化的僵硬传播为个

性化的柔性传播。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采

用小切口、小故事、小人物的平民叙事视角，以

普通人作为视频主人公，向观众娓娓讲述黄河

文化背后的故事，减轻海外用户的心理防备，推

动黄河文化的柔性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可以

改变传统国际传播中政治性、脸谱化和泛符号

化的传播模式，更加注重国家与地区、官方与民

间相结合的精细化、分众化传播策略，提升对外

传播效用。在语言表达方面，应遵循“入乡随

俗”的原则，灵活运用国际流行的表达方式进

行宣传和解说，巧妙设置传播议题，努力营造共

情语境，提高国际受众的认同度［１３］。在外译方

面，由于黄河文化内涵丰富，涉及历史、文学、艺

术等专业性知识较强的古诗词、文化负载词等

特定词汇，国际受众很难理解，可以考虑建立一

支通晓黄河文化、精通外语、熟悉视频后期制作

的专业化翻译团队，通过制作精准的多语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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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理解黄河文化。

４．充分利用新技术，提升受众体验感

国际受众对于动画类短视频的接受度和认

可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因此可结合现代科技

制作更多精良的黄河文化动画视频，增强动画

的创意性、趣味性和探索性，以动画片特有的叙

事方式再现黄河文化故事。此外，根据《中国

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的显示结果，高达

５１％的海外受众倾向于通过新媒体了解中国文

化［１４］。因此在黄河文化国际传播中，应特别重

视互联网、５Ｇ、大数据、ＡＲ、ＶＲ、云计算等技术

的运用，以数字化赋能传播方式，增强受众的交

互体验感。可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

科学技术，再现黄河文化历史场景、遗址、非物

质文化遗产制作等场景，打造互动体验中心、数

字博物馆等，带给国际受众沉浸式、剧场式、互

动式的文化体验，使其通过身临其境的参与感，

加深对黄河文化的了解，感受黄河文化的底蕴。

５．重视传播效果，建立传播效果反馈优化

机制

对传播效果进行实时调查和动态追踪，能

够快速把握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成效与问题，

并及时整改和优化，形成可持续的传播模式。

首先，可以建立意见反馈渠道，通过添加视频的

弹幕功能、评论区等，鼓励用户提出建议和意

见。其次，制作团队应根据用户反馈，及时对视

频的内容、节奏、长度、画面质量、声频质量等进

行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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