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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式”服饰走俏，国风美妆方兴未艾，引领国潮新风

尚；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历史文化遗产赋能文旅产业拓展发

展新天地；根植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影视作品、纪录片、综艺节

目高产，越来越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近年来，优秀传统

文化赓续发展，焕发时代魅力，“国风热”广泛渗透到社会生

活和百姓日常。本期“纵横谈”尝试从文化学者、文博爱好

者、国潮迷等不同群体的视角，求解“国风热”背后的规律与

共识，探寻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熠熠生辉的密码。——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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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璇 曾一果

近年来，“国风热”的兴起让传统文化重新

回归大众视野，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新潮流”。例如，国风服饰和美妆等率

先在消费层面打开了“传统文化+时尚风潮”

的流量池；《唐宫夜宴》和《白蛇 2：青蛇劫起》

等视听作品则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融，吸

引了众多年轻观众的目光；多个文化旅游景区

举办的“游客背古诗，景区送门票”等活动，广受

游客欢迎；“围炉煮茶”“穿汉服游古城”和八段

锦公益健身课等更是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国风生

活方式。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

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传统文化与人民生活的

深度联结，让传统文化真正能够为人民所需、所

用、所享，对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透视当下的“国风热”现象，有两个转变值

得关注：其一，“国风热”已从最初由商业驱动

的消费活动向由文化驱动的民族认同转变，人

们甚至将传统文化巧妙地转换为新潮的日常

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

合；其二，在“国风热”带动下，公众不再是传统

文化被动的接受者与聆听者，而成为主动的传

播者与实践者。公众从宏观的文化认同中建

构起一种微观的自我认同。换言之，“百姓搭

台，文化唱戏”开始成为“国风热”的显学，同时

也开启了一条以实际生活需求为导向的传统

文化认同之路。

“国风热”折射出的国民心理、时代契机和

未来趋势，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国风热”体现了人们从“消费外求”

到“文化内求”的心理需求转变。随着全球化

不断深入，舶来的消费品等逐渐走进国人日常

生活，“消费外求”曾一度被视为新潮的象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百姓的

文化自信心不断增强，人们对新潮的期待目光

开始由外转内，“文化内求”日趋强烈，即人们

愈发希望被遮蔽在现代生活之下的传统文化

重新被照见。

不仅如此，社会的高速运转对现代人在时

间感知和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挤压”，让传统文

化中所包蕴的“慢生活”和“慢美学”等特质，在

当下更显弥足珍贵。比如，火爆于各社交平台

的“围炉煮茶”等新中式生活方式，可谓是李子

柒式田园“慢生活”的“都市平替版”；年轻人涌

向苏州的评弹茶楼，只为听一曲吴语版的《声声

慢》；北京白云观的八段锦、太极拳公益健身课，

在年轻人当中可谓“一座难求”……可见，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期待，已不满足于对其在物质和

符号等层面的单一呈现形式，能够以“新潮”的

方式，让传统文化重新融入日常生活，才是国

风的真正魅力所在。

其次，数字传播打破国风圈层壁垒，赋能传

统文化新表达。喜好国风并非近来之事，汉服

圈是其典型代表。其爱好者往往因有着共同的

趣缘而相聚，具有极强的圈层属性。然而，随着

数字时代的到来，多点式、透明化和即时性的传

播样态打破了以往的信息、趣缘及主体壁垒，同

时也赋予了其他主体对国风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内涵以更多解释、参与和实践的热情。

近年来，西安、洛阳和开封等地掀起“穿汉

服游古都”热潮。分析各大网络平台相关内容

可以发现，其发布者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在

其文化展演中，既有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对历

史文化的自信表达，又不失对文化身份的个性

化展示、对传统文化的多样化理解。一方面，这

样看似缺乏专业性、大众化的文化展演模式，为

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注入了更多活力与生命

力；另一方面，流量算法的推动也能让更多人感

受到，原来传统文化并非是被束之高阁、因循守

旧的，也可以是与时俱进的，是能够为大众所

共享、共创的。因而，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国风

热”在实现国风自身出圈的同时，也实现了传统

文化在多元参与主体中的破圈。

最后，“国风热”之所以能让传统文化成为

现代生活“新潮流”，并将多元主体吸纳进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行列中来，实则呼应了人们

对传统文化认同取向的更新。英国文化研究学

者雷蒙·威廉斯曾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将文

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将之放置到

“国风热”现象中不难发现，以往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分隔，在现代

人这里得到了一定的调适。相较于以往单向度

的、涉及少部分人群的传统文化知识传递，人们

更希望能从自身情感需求和实际生活需要出发，

在汲取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养分的同时，也能

寻找到令自身、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深度联结的

精神纽带。而这种认同取向的更新，恰恰是让国

风在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能够持续“火”“热”

的文化底色。

总之，“国风热”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和主动阐发，而且也推

动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协调的进程。因

此，只有调动更多人参与国风传播的主动性，让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传统文化的展演者，才能让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持续并行；只有激发更多

人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积极性，让人人都

能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才能让传统文化真

正“活起来”。

（作者曾一果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梁思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于灵歌

前几天，一位外地的文博爱好者朋友来京，

邀我一同参观故宫。去过故宫多次的她，这次

特意穿上了“新中式”风格套装——简约的斜襟

黑色短上衣，手工盘扣小巧精致；飘逸的阔腿裙

裤，浅绿色云纹印花若隐若现……在故宫红墙

黄瓦的映衬下，她觉得整个人都更“对味儿”了。

画国风美妆、品中式茶饮、买国潮文创……

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潮流元素相融

合的审美消费方式，正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中风

靡。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

为 2.05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

国潮火起来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力量。

近年来，各地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在推动其传播和创新，许多传统文化 IP 借助

于新的商品形式、消费场景屡屡“破圈”——故

宫博物院推出“朕知道了”胶带等趣味文创产

品；西安“‘长安十二时辰+大唐不夜城’唐文化

全景展示区”以唐文化赋能文旅产业；敦煌研

究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将敦煌壁画等文化元素

制作成动画、游戏等数字产品……国风元素的

深度嵌入，令人们的衣食住行呈现出了可知、

可感的新面目，让日常消费变得更具新鲜感与

吸引力。

产业升级与国货产品的质量提升，让国潮

发展的底气更足，更好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需

求。随着原创能力与工艺不断提升，大量国潮

产品不断创新，甚至打造出了一些特色产品和

民族品牌。以“新中式”服装为例，最初是汉服、

马面裙改良后走向大众，随着时尚品牌的加持、

工艺剪裁与设计的改良，许多“新中式”服饰更

加日常化、年轻态，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引领

国风时尚潮流。

国潮之所以能成为潮，离不开互联网以及

短视频、社交媒体对国风内容的快速传播。《中

国诗词大会》热播、《只此青绿》舞蹈刷屏，一系

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动漫动漫、、游游

戏的出现和流行戏的出现和流行，，无形中成为国货潮品的天然无形中成为国货潮品的天然

广告广告，，吸引更多人对国潮的兴趣吸引更多人对国潮的兴趣，，进一步加大了进一步加大了

国潮的声势国潮的声势。。

国潮火热背后，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有消费者吐槽，“国潮是个筐，什么东西都

可以往里装”，直指一些国潮产品只是简单使用

传统文化符号和元素借势营销，而缺乏深层次

文化内涵。还有一些商家盲目蹭国风热潮，市

场上出现大量抄袭和模仿的同质化国潮产品，

缺乏特点和创新性，不但令消费者审美疲劳，而

且也打击了原创者的积极性和创新动力。避免

让传统文化陷入过度商业化的窠臼，是国潮热

之下各方该有的清醒，更是尊重和保护传统文

化的题中之义。

国潮火热国潮火热，，是人们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文化是人们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文化

需求的双重体现需求的双重体现。。潮品潮品、、国货的开发国货的开发，，不是简单不是简单

的复古怀旧的复古怀旧、、表面的商业化表面的商业化，，而是要在尊重和理而是要在尊重和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深入挖掘，，把艺把艺

术创造力和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术创造力和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把中

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试图抵试图抵

达现代人内心的情感所需达现代人内心的情感所需、、审美态度与文化追审美态度与文化追

求求。。同时同时，，要努力提升产品和品牌的质量要努力提升产品和品牌的质量，，加强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国潮持续涌动推动国潮持续涌动、、奔腾奔腾。。

王维砚

眼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发烧友、文博爱好

者沉迷国风不可自拔，为解锁一个博物馆、一件

书中的文物，有人专程坐高铁、打“飞的”到异地

“奔现”，甘当文旅“特种兵”。2023年，我国博物

馆举办展览 4 万余个，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创

历史新高；新增备案博物馆 268 家，全国博物馆

总数达 6833家，排名全球前列。

驻足一座博物馆，相当于站在时光的轴线

上回望一城一地的“前世今生”，在这里，把历经

时间考验、留存至今的传统文化瑰宝，用最短的

时间探寻一遍，很难不为前人的智慧折服。

如果说，被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圈粉”，从

推开博物馆的大门开始，那么，让人们愿意走进

博物馆、爱上博物馆的，首先是它的“网红文物”。

去年 11 月，一段“刷屏”的短视频让河北邯

郸这座千年古城冲上热搜。当时，俞敏洪、董宇

辉来到邯郸博物馆直播，一尊被称作“邯郸微

笑”的红砂石微笑佛，让董宇辉直呼“能火”。这

尊小小的唐代罗汉，眯缝着双眼，面带酒窝，灿

然笑出欢喜与祥和，温暖的面容仿佛映照出新

时代每位邯郸人的明媚和快乐，“高冷”的博物

馆在这一刻仿佛有了体温和性格。

家乡难得出圈一次，我不禁血脉觉醒，第一

时间转发了这个短视频。今年春节返乡，我专

程打卡了“邯郸微笑”。从预约难度看，这一展

品确实带火了这座博物馆，甚至成了馆里的“大

IP”，在各种文创产品上 C位亮相。

走进博物馆，已然成为越来越多人零门槛、

沉浸式体验传统历史文化的方式。有网友感

慨，“花一天时间就能走完上千年的历史”，这无

疑是属于现代人的一种幸福，人们在驻足凝视、

聆听品咂间完成着一场场精神的穿越，那些尘

封多时的古物、斑驳泛黄的书卷，与现代人“握

手”“对话”，让观众在敬畏传统、寻访历史的过

程中，更好地鉴往知来、珍惜当下。

博物馆的魅力与黏性，一方面归功于那些

从历史走来的珍贵展品，另一方面也与时下一

直很拼的博物馆文创不无关系。凭借对文化底

蕴和游客兴趣的精准拿捏，近来不少博物馆文

创产品让游客与博物馆之间有了更新鲜的互动

方式，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流量入口。

此前走红的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湖北

省博物馆越王勾践书签、山东博物馆商代青铜

器亚醜钺冰箱贴，都因极具创意又贴合当代审

美，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在邯郸博物馆，我同样发现，不少参观者正

在用文创方式“打开”博物馆——先在文创商店

买一本“通关文牒”，盖满“镇馆之宝”的印章，再

在展区内依次“寻宝”，穿越千年的宿命感瞬间

被拉满。

博物馆不仅见证了历史的辉煌与传承，更

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沟通文化与生活的桥

梁。越来越多国人与博物馆的“双向奔赴”，是

期待在触摸文脉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感悟历史

中领略先贤思想的厚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度认同和与日俱增的文化自信。

到国家博物馆看课本里提到的四羊方尊、

到金沙遗址博物馆看神秘的太阳神鸟金饰、到

甘肃省博物馆看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期

待各地博物馆能继续“整活儿”，运用新技术、新

理念更好地呈现文物展品和文创产品，激发更

多参观者的兴趣点和求知欲，让更多人走进博

物馆，去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盛宴”。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盛宴盛宴””

兰德华

当雪孩子奋不顾身闯进火海救出小白兔、

自己却化为清水时，小白兔哭了，我也哭了——

30 多年前的某个下午，动画片《雪孩子》让我第

一次看动画片落泪。30 多年后，看《长安三万

里》，忽觉“少年时囫囵吞下的诗句，在某刻突然

击中了你”。

近年来，无论是电影、动画，还是综艺节目

等，国风日渐盛行，中式美学御风而上。拿国产

动画电影来说，就一直力求在中式传统美学上

做出新突破，《长安三万里》《大鱼海棠》《大护

法》《雄狮少年》等新中式美学风格的影视动画

叫好又叫座。

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新时代多元

创新的表达，以及繁荣的文化市场，让这一切成

为可能。

先说传承。中国第一部动画片诞生于上世

纪 20 年代——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

机》堪称中国动画电影的“祖师爷”。1960 年中

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出现，

则彻底改变了动画电影制作上模仿美国、苏联

电影的创作模式，确立了该领域“中国学派”的

国际地位。20 年后，《三个和尚》荣获柏林银熊

奖，后来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大闹天宫》

《铁扇公主》等经典，对如今不少成年人来说，更

是妥妥的一波“回忆杀”。

如果说曾经的国风动画电影，是以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体制结晶，那近年来国

风电影风云再起，则与政策扶持下文化市场的

繁荣息息相关。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近 13 万亿元。第二十届

中国国际动漫节上的数据显示，中国动画产业

总产值已突破 2200亿元，年播超过 200部，用户

群体达亿级。去年的动画电影票房 TOP10 中，

国产动画电影合计 46.22亿元，连续第三年包揽

票房排行榜前三甲。

在文脉传承和市场繁荣之外，技术也起到了

重要的催化作用。如果说《舒振东华文打字机》还

是国产动画“刀耕火种”的阶段，那么如今以《长安

三万里》为代表的国产动画，则进化到了AI（人工

智能）时代。很多令观众赞叹的精美画面，都是精

湛的艺术表现手法搭载“科技与狠活儿”的结果。

在《将进酒》片段中，诸如仙鹤凌空、千刃瀑布等相

当数量的 3D动效，都是在大“算力”帮助下，由技

术公司通过“云”上渲染完成的。

从当年风靡一时的《大闹天宫》，到如今人们

走进影院观看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似乎暗

合了国风动画电影的“归来”。这种归来，离不开

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大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际

交流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国际地位的提升，当世界同时注视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开始注视自己。国风影视作品的流行，不

仅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深度，在主题与

表达上，我们更看到一种文化的自信。

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国风影视作品

将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展现中

国故事、中式美学的独特魅力，让国际审美话语

系统里，增添一个东方面孔。

赓续数千年的文脉传承，是这一切的底气。

中式美学御风而上中式美学御风而上

乐群

在某知名短视频平台
上，一位以发布豫剧团演
出随拍短视频为主要内容
的用户，拥有 180 多万粉
丝；从兵马俑千人千面撞
脸现实人物到清一色的单
眼皮之谜，从兵马俑为何
没有头盔到鞋底上的针
眼，别出心裁的讲解让“西
安导游芥末”的直播间吸
引了近 400 万粉丝；著名
国画家携手上海交通大学
博物馆，直播讲授《当唐诗
遇到国画：戴敦邦大师给
年轻人的国风艺术启蒙
课》，累计吸引 2400 多万
人次观看……

地方戏曲、名胜古迹、
经典国画……近年来，我
们身边的中华传统文化瑰
宝正在突破时空局限，借
助互联网实现活化传播。
而这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
加持与推动。

这一方面得益于传播
渠道的进阶与升级。“酒香
也怕巷子深”，在当下的移
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即时
性、互动性，短视频平台的
平等、多元、开放，则为那
些昔日偏小众、高冷的传
统文化形式，提供了更加
直观的、充分的展示舞台。

另一方面，这也与传播
主体的广泛性不无关系。
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国风
艺术的爱好者等人士，自发
充当起了网络平台的内容
生产者，当“博主们讲爽了，
网友们嗨翻了”越来越多
地在各类网络平台上演，
不仅为传统文化提供了良
好的传播契机，还将种子
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地方，
让优秀传统文化润物无声
地融入寻常百姓家。

玩手机、刷视频，互联网算法将网友在线下
鲜有机会接触的传统文化品类推送到网友面
前，有网友将这种美丽的邂逅形容为“只是在众
多视频里多看了一眼，从此便爱得一发不可收
拾”。在追了一场直播、看了几个视频之后，不
少网友发现，传统文化并没有那么严肃和难以
接近，优秀传统文化依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生
活带来精神上的滋养。

短视频平台上传统文化从传播到传承的路
径，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

其一，一段时间以来，短视频平台低俗、虚
假内容甚嚣尘上，在这一背景下，以传播传统文
化为内容的短视频和直播，成为了短视频平台
上难得的优质流量，如何吸引更加专业的人来
承载传统文化的内容创作，是不少平台面临的
共同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头部平台精准嗅
到这种良性发展趋势，努力优化激励机制，鼓励
更多用户提升创作热忱和传播力度，吸引着不
少传统文化传承人入驻平台。

其二，如何开发利用更多载体和场景去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
式，则是一个更为长远的课题。事实证明，借助
互联网的力量，运用市场化手段，搭乘数字经济
的快车，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蕴藏着无限可
能。从几年前“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在抖音平
台爆红，到短视频平台上诞生于传统节日的各
类非遗直播和国风音乐会，平台方面也在探索
更加丰富的玩法，利用平台自身资源和影响力
优势，为传统文化传播打开一个个崭新的窗口。

短视频+直播，让传统文化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彩。充分运用网络
技术和现代语境，从传统中发掘与时代接轨的
内容与方法，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走进日常社会生
活，走进更多人心里。

当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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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搭
上
互
联
网
快
车
…
…

解锁解锁““国风热国风热””的时代密码的时代密码

艺术舞台艺术舞台：：

（（本版插图本版插图：：赵春青赵春青））

“新中式”引领时尚潮流““新中式新中式””引领时尚潮流引领时尚潮流

展厅内外展厅内外：：

街头巷尾：街头巷尾街头巷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