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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安鼓乐营销推广策略

刘文婷 陈恩博 危小波
西京学院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长安鼓乐，作为一种源自唐代宫廷音乐的传统艺术，已成为我国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政府已采

取多项措施保护和传承，但在现代社会长安鼓乐的传承与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市场定位不明确、宣传手段有

限、创新力度不足和商业化进程缓慢等。长安鼓乐的受众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而在年轻一代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较低。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受众适应互联网时代，长安鼓乐需要在产品创新、多层次定价、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传播渠

道和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促销，以此在全球文化市场中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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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长安鼓乐，又称西安鼓乐，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

音乐形式，主要流传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及其周边地

区。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起源于唐代宫廷音

乐，后来逐渐流传到民间，成为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长安鼓乐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

多挑战。在这个背景下，研究长安鼓乐的营销推广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长安鼓乐的现状进行

分析，探讨其营销推广的策略和实践，为该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2 长安鼓乐的发展现状

长安鼓乐的特色在于其丰富的乐器组合和独特的演

奏技巧。演奏长安鼓乐的乐器主要包括笙、管、笛、

箫、埙、编钟、编磬等，其中许多乐器都是中国特有的

传统乐器。演奏技巧方面，长安鼓乐强调即兴演奏和互

动演奏，乐手之间通过眼神、手势和身体语言进行交

流，形成紧密的配合。为了保护和传承长安鼓乐，政府

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长安鼓乐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长安鼓乐传习所、举办长安鼓

乐演出和比赛等。据统计，目前西安市已有超过50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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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鼓乐团队，成员数量超过2000人。这些团队遍布城
乡，涵盖了各个年龄段，为长安鼓乐的传承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此外，政府还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长安

鼓乐的研究、培训和演出活动，确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单靠政府的支

持却又自身缺少商业化、市场化思维，长安鼓乐的传承

与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传统的师徒传承模

式在现代社会中遇到了障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娱

乐方式的多样化，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挤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投身于这项需要长期

坚持和刻苦练习的艺术。此外，长安鼓乐的传承人面临

着生计压力，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可和广泛的经济支持，

这使得传统技艺的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其次，长安鼓乐

的受众基础正在缩小。现代流行文化和娱乐方式的兴

起，使得传统艺术如长安鼓乐在年轻一代中的吸引力下

降。缺乏有效的宣传和推广，使得长安鼓乐难以触及更

广泛的听众群体，特别是年轻人。

3 长安鼓乐在营销推广中的问题分析

尽管长安鼓乐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但在市场

化、商业化的大潮中，其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

决。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场定位不明确、宣传手段有

限、创新力度不足、商业化进程缓慢等方面。

3.1  市场定位问题
长安鼓乐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其市场定位往往局

限于传统文化爱好者和中老年群体，缺乏对年轻一代的吸

引力。据一项针对18至35岁年轻人的调查显示，超过65%
的受访者表示对长安鼓乐了解不多，仅有15%的受访者表
示对长安鼓乐有较深入的了解和兴趣。这一数据反映出长

安鼓乐在年轻群体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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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宣传手段和渠道的局限性
长安鼓乐的推广多依赖于政府资助的文化活动和节庆

演出，这些活动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曝光度，但受限于地

域和时间，难以形成持续的关注度。在数字媒体时代，长

安鼓乐的网络宣传力度不足，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相关话题

和内容更新不够频繁，互动性不强，难以吸引年轻人的持

续关注。此外，长安鼓乐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的粉

丝数量和活跃度也远低于其他流行文化内容。

3.3  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不足
虽然长安鼓乐尝试与现代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结

合，但这些尝试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内容创新和

形式突破。例如，长安鼓乐在现代音乐节中的表现往

往缺乏新颖性，难以与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相契合。此

外，长安鼓乐的衍生产品开发也相对滞后，缺乏与现代

生活紧密结合的创意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市

场潜力的挖掘。

3.4  商业化进程缓慢
据相关数据显示，长安鼓乐相关的商业演出和产品

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以2019年为例，长安鼓乐相关商品
的年销售额不足200万元，且购买者多为对传统文化有兴
趣的中老年群体，年轻消费者的参与度不高。这一现象

反映出长安鼓乐在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不足，缺

乏有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和盈利机制。

4 长安鼓乐的目前受众分析

4.1  受众年龄分布
长安鼓乐的传统受众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中。这

部分人群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对长安鼓乐

的欣赏不仅仅是对音乐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

传承。然而，随着年轻一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娱乐方式

的多样化，长安鼓乐在年轻人中的受众基础相对较小。

年轻一代对于传统艺术的认知和兴趣不足，这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长安鼓乐的传播和发展。

4.2  受众地域特征
长安鼓乐起源于西安，因此在陕西地区有着较为稳

定的受众群体。这些受众对长安鼓乐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和认同感，他们通过各种节庆活动和文化场所接触和欣

赏长安鼓乐。然而，在其他地区，长安鼓乐的知名度和

受众基础相对较弱，这与地域文化差异和宣传力度不足

有关。

4.3  受众文化背景
长安鼓乐的受众中，有一定文化背景和艺术修养的

人群占比较高。这部分人群对传统文化有着较高的鉴赏

能力和兴趣，他们能够深刻理解和欣赏长安鼓乐的艺术

价值和文化内涵。然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长安鼓乐

可能显得较为陌生和难以接近，这与其复杂的演奏技巧

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关。

4.4  受众参与度
长安鼓乐的受众参与度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

方面，有一小部分热情的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积极参与到

长安鼓乐的学习和传承中，他们通过参加各种工作坊、

讲座和演出活动，深入体验和学习这一艺术形式。另一

方面，大多数受众对于长安鼓乐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他

们可能只是在特定的文化活动中偶尔接触，缺乏持续的

关注和深入的了解。

4.5  受众媒介接触习惯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长安鼓乐的受众在

媒介接触习惯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年轻受众更倾向于

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和接触长安鼓乐，如社交媒体、视频

网站和在线教育平台等。这为长安鼓乐的推广提供了新

的机遇，同时也要求传统的推广方式进行创新和适应。

5 长安鼓乐的互联网营销推广策略

5.1  产品策略(Product) 
在产品策略方面，长安鼓乐需要进行创新和多元

化。根据市场调研，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点在于

其与现代元素的结合。因此，长安鼓乐可以开发与现

代流行文化相结合的新产品，如融合电子音乐的鼓乐曲

目、与现代舞蹈合作的舞台剧等。同时，可以设计长安

鼓乐的虚拟体验产品，如VR体验、在线互动教学等，
以吸引年轻用户。例如，通过与知名游戏或音乐平台合

作，将长安鼓乐融入游戏中，或在音乐平台上推出长安

鼓乐的原创音乐专辑，以此来扩大其受众基础。

5.2  价格策略(Price) 
在价格策略方面，长安鼓乐应采取多层次定价策

略，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对于在线内容和体验，

可以采用免费+付费的模式，提供免费的基础内容吸引用
户，同时设置付费高级内容或增值服务，如专业教学课

程、定制化演出等。此外，可以推出会员制度，通过会

员专享内容、折扣购票等优惠，增加用户的粘性和忠诚

度。例如，根据用户调研，约有36%的用户愿意为高质量
的在线教学内容支付费用，这为定价策略提供了依据。

5.3  渠道策略(Place) 
在渠道策略方面，长安鼓乐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平

台，拓宽传播渠道。除了在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发布

内容外，还可以与主流视频平台如YouTube、Bilibili等合
作，开设官方频道，定期上传演出视频和教学内容。同

时，可以利用直播技术，在抖音、快手、小红书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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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线上直播演出，增加互动性和实时性。此外，电商

平台也是不可忽视的渠道，可以通过售卖长安鼓乐的周

边文创产品、音乐专辑等，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

据统计，视频平台的用户中有超过50%愿意为优质的文化
内容付费，这为渠道策略的实施提供了数据支持。

5.4  促销策略(Promotion) 
在促销策略方面，长安鼓乐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线上可以通过举

办网络投票、互动问答、分享转发等活动，增加用户参

与度，同时利用大数据和用户画像进行精准营销。线下

可以举办长安鼓乐的文化节、工作坊等活动，吸引公众

参与。此外，可以与知名品牌合作，进行跨界营销，如

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或与旅游部门合作，将

长安鼓乐视为西安文化旅游的一部分。例如，通过与某

知名旅游网站的合作，长安鼓乐的线上宣传活动在一个

月内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的点击量，有效提升了其网络
曝光率。

6 结语

长安鼓乐，这一承载着千年文化积淀的艺术形式，

在互联网时代迎来了新的传播机遇与挑战。通过精心策

划的互联网营销推广策略，其不仅能够延续其独特的

文化魅力，还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焕发新的活力。然

而，长安鼓乐的互联网营销推广之路仍然充满挑战。如

何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快速

变化的市场环境；如何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突出重

围，让长安鼓乐的声音更加响亮，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探

索和解决的问题。未来，长安鼓乐的推广需要更多地依

托于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反馈，不断优化营销推广策

略，以实现传统艺术与现代营销的完美融合。通过互联

网这一无国界的平台，长安鼓乐有望跨越地域和文化的

界限，成为全球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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