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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神话符号学视角下的 
悦城龙母文化解码

周玉杰   丁丽环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中国·广东 肇庆 526600

摘要：本研究聚焦悦城龙母文化，以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深入剖析这一岭南地域文化瑰宝。

通过拆解龙母传说、祭祀仪式、庙宇景观等核心符号，揭示其蕴含的两级表意结 构及神话生成

机制，厘清文化从先秦至当下的传承演变轨迹。研究发现，龙母文化符号一级层面关联日常认知，

二级层面承载乡土道德、宗族观念等深层意蕴；且随时代变迁，在文创、线上活动里衍生新符号

形式。同时总结当代价值，涉民俗传承、社群凝聚与精神指引。反思现有研究局限于样本与理论

运用，展望后续借 AI 语义分析、社会学融合，完善民俗文化符号解读范式，助力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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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悦城龙母文化，作为龙文化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根植于西江流域的深厚信仰习俗之中。

这一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

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罗兰·巴特

的符号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将神话视为一种传播体系和意义构造方式，从

而深入探讨龙母文化的符号学特征及其在现代

社会中的作用。罗兰·巴特的理论强调了神话

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为我们解读龙

母文化背后的社会信息和历史变迁提供了理论

工具。

本研究旨在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

对悦城龙母文化进行深入的解码分析。目标是

揭示龙母文化中蕴含的深层意义和价值，探索

其在民众生活和儒释道文化融合中的独特地

位。通过这一分析，希望能够揭示如何通过神

话来实现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这

种控制如何影响社会其他阶层的认知和行为。

最终，期望通过这一研究，唤醒公众对文化现

象背后意识形态的警觉，促进对传统文化的现

代理解和传承。悦城龙母文化扎根西江流域，

承载民间多元信仰，富含深厚历史底蕴。当下

研究常困于梳理历史，难触文化深层表意，罗

兰·巴特符号学理论恰为破题关键，助我们深挖

其隐匿意义。罗兰·巴特视神话为传播、构造意

义体系，关联神话与意识形态。用此理论剖析

悦城龙母文化，既能洞悉民众生活里龙母信仰

的潜藏价值，又可厘清它在儒释道融合进程中

的独特坐标。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在探讨悦城龙母文化的符号体系及其在现

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两个

核心研究问题：其一，关注于如何通过罗兰·巴

特的双层符号系统理论来解读悦城龙母文化中

从神话传说到现实仪式的关键符号，以及这些

符号如何完成意义的转换与叠加，进而塑造和

强化地方文化认同；其二，探讨在现代传播语

境下，悦城龙母文化如何借助神话机制，既保

留传统的精髓，又融入新的消费与社交元素，

以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些问题的提出，

既基于对悦城龙母文化信仰背景的深入理解，

也与研究的目的分析龙母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解码神话学，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紧密相连。

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旨在揭示龙母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的符号学特征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文化

传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通过符号学分析来

理解龙母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从

而为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提供深

刻的见解。

研究问题一：悦城龙母文化符号体系里，

从神话传说到现实仪式，关键符号如何借助罗

兰·巴特的双层符号系统完成意义转换与叠加，

进而塑造地方文化认同？

悦城龙母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如龙母拾卵

豢龙、龙子衔鱼敬母的故事，构成了符号的第

一层意义，即直接意指或外延。这些故事在民

间信仰中被赋予了神圣性，成为地方文化认同

的基础。在现实仪式中，如龙母诞庙会活动，

这些符号通过具体的仪式行为，如万民朝圣贺

诞、龙母沐浴等，转化为第二层意义，即含蓄

意指或内涵，其中包含了对龙母的敬仰、对自

然的敬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罗兰·巴特指

出，神话是一种传播体系、一种话语、一种意

义构造方式。在悦城龙母文化中，神话传说的

关键符号通过仪式的再现和传播，叠加了新的

意义，如道德教化、社会整合以及认同建构。

这种叠加不仅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还使得龙

母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发展。通过这

样的符号转换与叠加，悦城龙母文化在当代社

会中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功能，维

系着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连续性。

研究问题二：在现代传播语境里，悦城龙

母文化借助何种神话机制，既保留传统精髓，

又融入新消费与社交元素，实现传承发展？

仪式传播与道德教化是悦城龙母文化传播

功效的核心。悦城龙母文化的传播功效主要体

现在道德教化、社会整合以及认同建构这三个

方面。通过仪式传播，如龙母诞庙会，保留了

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渠道，



169

如网络、手机等，使龙母文化得以延伸到年轻

族群。德庆县旅游部门利用德庆旅游网和移动

通信商合作，进行节庆活动的网络推广和短信

宣传，使传统民俗的传播方式突破时空限制，

为不同社群的认同和联谊提供机会。新媒体的

利用为龙母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新媒

体的去中心化、个人化的传播特点更符合年轻

受众的资讯接收心理和媒介使用行为，因而也

更受年轻人欢迎。例如，德庆县旅游部门一方

面利用德庆旅游网上的节庆活动专栏对龙母文

化进行网络推广；另一方面则与移动通信商合

作，适时进行节庆活动的短信宣传。这种传播

方式不仅强化了龙母文化的影响力，也使得龙

母文化能够以更加亲切和易于接受的方式，触

及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文化符号的创新是悦城龙母文化适应现代

社会的关键。通过将龙母文化与旅游、节庆活

动相结合，开发相关的文化产品和纪念品，既

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满足了现代社会的

消费需求。例如，游客可以在龙母祖庙附近的

商店或摊位上找到各种大小和材质的龙母像，

这些雕像通常以玉石、木材或陶瓷制成，是非

常有代表性的纪念品。此外，还有龙母庙特色

香烛、龙母故事书籍或画册、地方特色工艺品

等，这些都是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消费文化相结

合的例证。

综上所述，悦城龙母文化通过仪式传播与

道德教化、新媒体的利用以及文化符号的创新

等神话机制，在现代传播语境中实现了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适

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为了深入探讨悦城龙母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及其与现代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

（研究问题一），以及利用罗兰·巴特的神话符

号学理论解读龙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并揭示其

对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启示（研究问题二），

本研究将采用多维度的方法论框架，以深入探

究悦城龙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现代社会中的演

变。系统地搜集和分析与悦城龙母文化相关的

文献资料，包括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和学术研

究，旨在构建起龙母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背

景。在此基础上，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符号学

理论，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识别龙

母文化中的符号和叙事结构，并探讨这些符号

如何传达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最后，通过

案例研究，我们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

入分析龙母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和影响，

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体现罗兰·巴特理论中的意识

形态批判。通过这一系列综合的研究方法，在

全面揭示悦城龙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

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通过这些方

法，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研究框架，

不仅回答了提出的研究问题，而且为理解悦城

龙母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深

刻的见解。这些方法相互补充，确保研究结果

的全面性和深入性，能够从不同角度探讨龙母

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 先行研究分析与罗兰·巴特神话符
号学理论核心梳理

2.1 先行研究分析

龙母文化的研究历史悠久，早在南朝刘宋

时期《南越志》中就已有关于《龙母》传说的

记载。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容肇祖、黄石

等人开始发表相关研究论文，黄石在其 1931年

的论文《关于龙的传说》中对两种不同的《龙母》

传说异文进行了比较，并指出《掘尾龙拜山》

之传说与清明时期暴风雨的气象有关。进入 80

年代以来，岭南籍学人叶春生、蒋明智、梁庭望、

谢寿球等接连发表或出版关于龙母文化的论文

和论著，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

重在梳理古代有关龙母文化的文字资料；一类

试图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等视角解读龙母文化；

还有一类则是着力于探讨龙母文化所反映的民

间信仰。

当代中国龙母文化的传播，背后蕴涵着复

杂的权力关系图景：既有国家对仪式传播的侵

吞的新颖认知形式，也有对文化资源挖掘的市

场产业化发展，更有社会民众对处于转型时期

的“心灵鸡汤”的渴求。龙母文化在当代的传播，

国家、市场和社会都是重要的力量驱动。新媒

体的出现使龙母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传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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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庆县旅游部门利用德庆旅游网和移动通信商

合作，进行节庆活动的网络推广和短信宣传，

使传统民俗的传播方式突破时空限制。龙母文

化源远流长，其影响力不在妈祖文化之下。每

年诞期悦城龙母祖庙前的参拜盛况，显示了龙

母文化在当代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龙母文

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民俗，虽历经千年，却依然

生命力旺盛。透过每年诞期悦城龙母祖庙前的

参拜盛况，我们便可窥见龙母文化在当代的流

传之广、影响之大。龙母文化的研究已经涵盖

了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

并且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龙母文化的传播方式

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这些研究为我

们理解龙母文化的历史脉络、社会背景以及现

代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解。

龙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研究不仅对于理解中国南方特别是岭南

地区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于探索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

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

进程，龙母文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

涉及到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保持文化连续

性，以及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

传播媒介。

2.2 理论依据

在符号学的理论脉络中，索绪尔率先搭建

起符号构成的基础框架，指出“能指 + 所指 = 
符号”这一核心等式。能指即符号的物质形式，

像是语音、图像等可被感知的外在表征；所指

则为该形式背后蕴含的抽象概念、意义。以交

通信号灯里的“红灯”为例，从基础符号学层

面看，其能指是直观映入眼帘的红色光线，而

人们心领神会的停车这一行为指令便是所指，

二者结合构成了日常认知里的交通信号符号。

罗兰·巴特承继并拓展索绪尔的理论，着重

凸显神话所独具的两级表意体系。于一级表意

中，神话沿用日常语言符号体系，这是大众习

以为常、不加思索便能理解的层面。但到了二

级表意，神奇的“符号转换”悄然发生。仍以

“红灯”来说，在神话表意语境下，它摇身一变，

红色光线不再单纯意味着停车动作，原先的这

个日常符号整体成为新的能指，其新所指跃升

为交通规则背后不容置疑的权威象征。借由这

般普通却常见的生活事物，社会秩序、规则意

识不着痕迹地灌输给大众。这种精妙的符号层

级剖析思路，为拆解悦城龙母文化里层层嵌套、

繁复多元的符号系统提供关键切入点。

罗兰·巴特更进一步提出“神话”实则是一

种隐匿于文化深处的巧妙伪装。在现代社会，

大众传媒、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等充当着神话

生成与散播的“培养皿”。时尚杂志便是绝佳

例证，那些精修过的模特图片充斥页面，表面

是展示穿搭潮流，实则在传递一种消费“神

话”——美是需要依靠名牌服饰、奢华美妆堆

砌而成的，诱导受众不自觉认同并追逐这种消

费理念。一般的符号学研究对象都由三维模式

构成——即能指、所指和符号。“神话是一个

特殊的系统，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次级符号学系

统的基础上，这个系统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符号学链。”在初生系统中作为一个符号（也

就是概念和印象的联结总体），在第二次系统

中成为一个单一的能指。”现实中的种种事物

处于不同的符号链条上，具有自身的“能指”

与“所指。但一旦被神话利用，这些符号都会

无一例外地被归结为次级符号——神话的意指

功能，在一条次生的符号学链条上降格为神话

的新的“能指”。罗兰·巴特用一张黑人照片

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解释。一位身穿法国军服的

黑人青年仰望三色旗行军礼的照片具有自身的

“能指”（照片的物质材料）和“所指”（照

片的内容——黑人士兵在行法兰西军礼）。但

其作为神话却传达出了比照片的表面内容更加

丰富的意蕴。它向观察者暗示的是，作为伟大

帝国的法兰西将一切种族和国家的人民都慷慨

地纳入旗下，具有母亲般包容和博爱的胸怀。

在此，作为一个整体符号的黑人照片成为了法

兰西神话的“能指”，负载着法兰西帝国伟大

光辉内涵的“所指”（“帝国性”），见图 1。

类比到悦城龙母文化，其存续千年的传说

故事、巍峨壮观的庙宇景观等皆为承载神话的

实体。传说里龙母驯龙、庇佑百姓的情节，庙

宇中独具一格的建筑形制、壁画雕刻，皆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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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深意的符号集群。它们经由符号的精巧包装，

把乡土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宗族内部紧密的

血亲观念，如春风化雨般播撒进民众心间。大

众在参与祭祀、传颂传说时，已然在潜移默化

中内化这些文化价值。这一理论体系宛如精准

罗盘，助研究者厘清龙母文化世代存续、不断

演变的底层逻辑，深挖隐匿于符号背后的意识

形态与社会意义。

图 1 罗兰·巴特神话符号系统

3 悦城龙母文化符号系统的初步呈现

悦城龙母文化的核心符号，深植于其丰富

多彩的传说之中。关键情节如“龙蛋孵化”“温

养蛟龙”“西江救难”，不仅是故事情节的骨架，

更是文化符号的基石。这些元素在文本层面直

接传达出龙母的善良、慈悲与神力，勾勒出一

位与自然和谐共生、拥有超凡力量的母性形象。

龙母驯龙的故事，更是隐喻了古人对自然的敬

畏与顺应，以及借助自然之力保护生灵的朴素

愿望。而悦城龙母祖庙的实地勘察，则进一步

揭示了庙宇建筑与空间布局的深层符号意义。

庙宇的整体布局，从山门的迎接、大殿的供奉

到后殿的宁静，构成了一种空间序列，引导着

信徒的朝圣之旅。庙内精美的木雕、砖雕、石

雕工艺，如龙凤呈祥图案、二十四孝图等，不

仅展示了工匠的精湛技艺，更传递出吉祥与伦

理教化的内容。这些建筑符号，从视觉到空间，

全方位展现了龙母文化的深厚价值，成为民众

信仰的具体化身，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祈福与

对神灵的敬畏之心（见图 2、图 3）。

图 2 上祈福象征

罗兰·巴特打破常规认知，犀利地指出“神

话”绝非流于表面的故事，而是潜藏于文化内

里、精心伪装的观念传播载体。在当代社会语

境下，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以及约

定俗成、代代沿袭的社会习俗，合力为神话的

滋生与广泛传播营造了绝佳环境，恰似孕育神

话的“培养皿”。不妨以时尚杂志为观察切口，

那些光彩照人、精修处理的模特图片，乍看是

时尚穿搭的前沿展示，为受众提供穿搭灵感；

细究之下却会发现，其背后隐匿着强劲的消费

“神话”诱导逻辑——刻意营造出“美必须依

托名牌服饰、奢华美妆堆砌方能达成”的观念。

受众在频繁翻阅、视觉冲击下，不知不觉便接

纳并追逐这种消费理念，深陷消费主义的漩涡。

类比至底蕴深厚的悦城龙母文化，流传千年的

传说与庄严肃穆的庙宇景观，担起了文化传播

的重任，化作神话演绎的关键载体。龙母传说

里，温氏女子豢龙、抗洪、护佑百姓的传奇情节，

是民众口口相传的质朴故事，承载着乡土社会

对善良、悲悯与守护力量的尊崇；庙宇建筑从

    

图 3 中下龙母庙的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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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讲究、布局精巧到雕梁画栋的细节雕琢，

皆蕴含特定文化寓意。它们凭借符号的巧妙包

装，不动声色地将乡土道德观念，如邻里互助、

诚信友善，以及宗族血亲至上、家族凝聚向心

力等价值理念，散播至每一位参与者心间，推

动大众自然而然地内化这些文化精髓，为厘清

龙母文化的存续、传承逻辑点明路径。

罗兰·巴特还点明神话作为特殊符号系统的

独到之处——它搭建于既存的符号学链基础之

上，属次生符号学系统。于初生系统里，万事

万物各成完整符号，联结着专属的概念与印象；

一旦被神话体系吸纳，这些原生符号瞬间“降

格”，统统化作次生系统里单一的能指。以龙

母文化举例，庙中供奉的龙母像，初生系统里，

其能指是精美的雕像外观、工艺细节，所指或

是民众心中庇佑平安的具象寄托；但在神话次

生系统里，龙母像成为新能指，所指可能延伸

至地域文化传承标识、群体信仰向心力象征等

更宏大抽象层面。祭祀仪式所用器具、传统民

俗活动流程等元素亦是同理，原有表意被整合

重塑（图 4）。

图 4 龙母文化罗兰·巴特神话符号系统中的形成过程

综上可见，悦城龙母文化符号系统仿若精

密织就的锦缎，涵盖传说文本深度剖析、庙宇

建筑空间巧思解读，融合神话生成传播底层机

制，交织次生符号学复杂链条。各层面相互勾

连、彼此赋能，共同勾勒与彰显龙母文化符号

系统深邃丰富的内里乾坤与多元外显形态，为

后续全方位、深层次探究龙母文化筑牢理论

基石。

4 基于神话符号学的深度剖析

在悦城龙母诞辰祭祀这场承载着厚重文化

意蕴的活动里，诸多元素于符号表意层面经历

着从一级向二级的精妙转换，衍生出更为深邃

的文化内涵。就拿仪式流程来说，祭品与舞龙

舞狮表演本处于基础的一级符号范畴。祭品，

常见的有三牲、果蔬、香烛等，在初始表意层

面，它们不过是民众用以供奉龙母的物质载体，

直观呈现的是一场祭祀所需的物品陈设。然而，

转换视角、深入剖析后会发现，这些祭品悄然

蜕变，化作了“虔诚敬意”的崭新能指。民众

怀揣着赤诚之心精心挑选、庄重摆放每一份祭

品，旨在借由物质传递心底对龙母那份深厚且

纯粹的尊崇，祭品已然超脱其物理属性，成为

抽象敬意的具象表达。舞龙舞狮表演同样如此。

起初，它是庆典氛围的烘托手段，凭借灵动矫

健的舞龙身姿、威风凛凛的舞狮模样，引得观

者欢呼雀跃，激活现场热闹氛围。可当放置于

龙母文化语境、拔高到符号表意层级审视时，

舞龙舞狮实则指向“族群活力与传承祈愿”。龙，

作为龙母文化的核心象征，舞动的巨龙象征着

族群如蛟龙出海般的蓬勃生命力；舞狮的刚健

豪迈，则寓意族人在时代浪潮里无畏闯荡、坚

守传承的笃定决心，借由这番活力四溢的表演，

将无形的族群精神愿景可视化、仪式化。探究

龙母传说里龙子化身渔民、商人报恩的经典情

节，更能见证符号的深度转换。起初，这类故

事仅是口口相传的简单叙事，讲述龙子承蒙龙

母恩泽，化身不同身份回馈乡里。随着岁月流

转、人群迁徙，在民众代代复述中实现升华。

它不再局限于奇幻情节本身，转而承载起区域

互帮互助、诚信经商的道德准则。渔民出海互

助避险、商人秉持诚信童叟无欺，皆因龙子报

恩传说的耳濡目染，使得故事化为无形道德戒

尺，丈量并规范社群行为，完成从趣味传说到

文化价值符号的进阶。

若想深度挖掘悦城龙母文化里隐匿的意识

形态与文化价值，官方祭祀文案、地方宗族谱

牒堪称关键文本。官方祭祀文案用词考究、格

式严谨，字里行间渗透着儒家等级观念。祭祀

流程的规划、参与人员站位、祭文宣读次序等

细节，皆严守长幼尊卑、官民有别原则，彰显

儒家“礼”文化精髓；地方宗族谱牒则聚焦宗

族秩序维护，详述家族分支脉络、辈分排行、

族规家训，借龙母祭祀凝聚同姓血亲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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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宗族集体认同。每逢祭祀大典，族人依族

谱辈分有序参与，谨遵族规行事，让宗族传承

有条不紊，凸显龙母文化在宗族维系层面的隐

性力量。从民间传说演变轨迹切入，更能感知

百姓生活愿景与龙母神话的深度融合。百姓躬

耕劳作、出海捕鱼，生活仰赖风调雨顺；阖家

团圆、安居乐业是心底质朴期盼。这些愿景在

漫长时光里被一点点揉进龙母神话叙事。干旱

求雨、洪涝祈安，人们向龙母诉说农事困扰；

家有喜事、添丁进口，也会到龙母庙诚心还愿。

龙母神话由此化身容纳多元诉求的文化容器，

既承载官方倡导的正统观念，又吸纳民间质朴

情怀，凭借丰富符号系统——庙宇装饰、祭祀

仪式、传说文本，悄无声息传递乡土眷恋，加

固社群情感纽带，铸就地域文化坚韧内核。

5 悦城龙母文化在当下的意义重构与
传承

在社会变迁中，悦城龙母文化的符号系统

经历了显著的演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需

求和审美趋势。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如龙

母玩偶和纪念徽章，展现了龙母文化符号的现

代转化。这些产品在设计元素的选取与变形上，

既要保留龙母的经典形象，又要迎合年轻一代

的审美。通过调研这些文创产品，我们可以发

现设计师们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

设计语言，使龙母形象更加亲近现代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人。例如，大英博物馆推出的木乃

伊棺椁造型铅笔盒，将古埃及文化以新颖的方

式呈现给公众，这种创新的设计思路同样适用

于龙母文化的文创产品开发。数字化转型为龙

母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线上“云祭祀”

和“龙母文化直播”等活动，不仅使得传统的

祭祀仪式得以在虚拟空间中延续，而且通过弹

幕评论等新型符号，创造了文化符号在数字时

代的新表达方式。这些互动仪式和评论，不仅

拓展了龙母文化符号的意义，也为受众提供了

与文化传统建立情感联系的新途径。在传承策

略与发展路径方面，龙母文化与文旅产业的结

合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打造沉浸式龙母文化

体验园区的方案，如民俗表演和手工坊等项目，

能够为游客提供深入体验龙母文化的机会。此

外，建议学校开发乡土教材，讲述龙母故事，

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培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传

承。同时，数字化建档工作，如 3D 建模留存

庙宇古迹，为后世创造了一个永续接触和研究

龙母文化的资源库，实现了文化的活态传承。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播龙母文化，也

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

方向。

6 结论

本研究借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深度剖析

悦城龙母文化，收获斐然，也为后续探索锚定

方向。一方面，成果丰硕。先是深挖符号表意，

依循罗兰·巴特符号双层架构，拆解出龙母文化

的多元层次。像祭祀现场，祭品、舞龙舞狮这

类初始元素，实现从日常表征到深层意蕴的跃

升，化作“虔诚敬意”“族群传承祈愿”的文

化隐喻；龙母传说也突破故事局限，承载起地

域道德风尚，凸显文化凝聚社群之力。同时，

洞悉其意识形态融合特质，官方文本、宗族资

料与民间叙事互映，龙母文化巧妙糅合儒礼秩

序与民间愿景，化作乡土情怀载体，稳固地域

文化认同。再者，紧扣时代脉络，揭示当下演变，

文创产品让经典与时尚共融，线上活动催生虚

拟符号，拓宽数字表意空间，彰显文化的适应

性与活力。此外，还规划出文旅、教育、数字

化多轨并行的传承路径，沉浸式体验、乡土教

材、3D 古迹建档，全方位助力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研究亦存局限。样本选取偏狭，

难窥多元人群的文化理解全貌；理论实操尚欠

火候，部分解读浮于表面，未彻悟罗兰·巴特理

论精妙，折损结论精度。展望后续，拟引入 AI
语义分析，高效梳理海量文本，深挖隐匿情感

与小众观念；融合社会学调研手段，精准剖析

受众，锚定文化传播靶向。冀望借此完善民俗

文化解读范式，为悦城龙母文化乃至更多传统

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崭新思路与强劲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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