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第 1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２５年 ２月

Vol. 1 No. 1

Feb．２０２５

148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51

用文化综艺讲“新国潮”故事：在年轻化表达中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营 1 崔梦远 1

（
1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230601）

摘 要：在泛娱乐化的媒介生态语境下，文化综艺节目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复兴的重要表达载体。文化综艺节目凭借丰富的内容创新、灵活的传播策略，讲述中国故事，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如何借鉴历史，让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年轻态”，如何

促进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文化综艺节目繁荣发展的创作命脉。本文以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文化综艺节目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交流、内容设计、传播模式三个方面分析文化综艺节目如何用“年

轻化表达”展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讲好“新国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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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要求文艺创作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
[1]
中华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血”与“魂”，为当代电视创作提供了“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

藏”
[2]
。例如，2025 年春晚的《栋梁》，以中国传统建筑为主题，从北京中轴线和梁思成手稿中寻灵感，

并结合“XR+数字孪生+VP”等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舞台，展现古建筑的千年神韵；2023 年央视春晚上演

的《满庭芳·国色》，以水袖、伞、扇子、花翎、剑五种传统器物为“形”，以桃红、湘叶、群青、凝脂、

沉香五种传统颜色为“神”，将“东方舞韵”与“千年国色”结合，展示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从

央视春晚爆火的《只此青绿》《行云流水》《飞天》到近年来口碑与收视双赢的《中国考古大会》《中国

地名大会》《万里走单骑》，从河南卫视频繁出圈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到以“家”为核心，聚焦

“年文化”的《丰年》《黄河泥娃》《国色天香》“年宇宙”系列节目，这些节目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根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要想让文化综艺节目持续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行传统

文化的现代化转译、经典IP的创造性转化、媒介融合的交互式传播，通过“年轻化”表达，讲好“新国潮”

故事。只有这样，文化综艺节目才能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建构文化认同，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

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
。

一、文化转译：传统文化酝酿新国潮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4]
传统文化作

为国家社会历史沉淀的结晶，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也是世代传承的无限价值宝藏。然而，原

生传统文化想要在当代社会生生不息，不能止步于保守和封闭，而要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以实现活态传承，

将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的转译。所谓文化转译，就是把一件传统艺术珍宝放在新的语境中进行解读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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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
[5]

电视节目作为大众传媒的典型代表，能契合当代受众的审美需要，并对文化内容进行合理的现代转化。

同时，电视节目也因为受众范围广、传播能力强和兼容性与渗透性并存的特点，使其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

重要载体。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传统文化的原真性称为“灵韵”，当下，原生文化

在电视综艺传播中不断被生产、消费和传播，在娱乐消遣的同时忽略美感和灵韵，因此，在保护和弘扬传

统文化方面，“机械复制时代”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6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提出“大

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不断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优质节目”
[6]
的指导

方针。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故事里的中国》《书画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非遗里的中

国》等以诗词书画、历史典籍、文化遗产等为素材、以创新表达为手段、以国家形象为目标、以年轻人为

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应运而生，并在千帆竞发的综艺节目市场中已然成为当下文化风尚的领军

者。这些节目通过年轻化表达方式，使晦涩难懂的历史文本转译成通俗易懂、富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现代

语言表现形式，弱化传统文化带给观众的距离感和差异性。如《舞千年》以“无字天书”《十二风舞志》

为引题，创新打造古风剧情舞蹈，实现当代“古风”与Z世代“无缝”连接；《上新了·故宫》以六百年历

史的文化宝藏为背景，创新结合文创产品运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登场了！洛阳》以历史文

化的寻根之旅为主线，创新采用明星探索团视角，实现观众与历史元素的亲身互动。这些节目都是以传统

文化为基础，创新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广大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用文化综艺讲述“新国潮”故事，不仅潜移默化地将原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进行输出，同时

也实现了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展示。媒体时代，作为民族精神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形象不仅有助于形

成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还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而一致的国家形象。
[7]
因此良好

的国家形象建构，既能展示中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又能增强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此外，文

化综艺节目在体现国家人文风貌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复制或再现传统元素，而是通过创

新性地整合、改编、演绎等方式，在保持传统特色和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其新时代意义和审美价值，这样既

能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更多样、更具吸引力、更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载体，也能为中国形象的国际

认同起到重要作用。

二、内容创新：创造性转化经典 IP

“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8]
在娱乐综艺节目占据收视率高地的当下，

文化综艺节目如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又适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艺术形式，成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2020 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引入IP概念，

并强调“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加强IP开发和转化，充分运用动漫游戏、网络

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9]
。在内容为王的传媒时代中，“IP热潮”由流行文化、粉丝效应和群众参与共同推动，

其高质量、高商业和高价值的持续影响力成了全媒体时代融合转化的核心要素。文化综艺节目创造性地转

化中华文化IP，展现了与时代潮流相适应，不断创新艺术表现形式的新生机。

（一）拟人形象：“原型意象”的当代表达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意象”是一种审美范畴，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

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10]

荣格将“原型”定义为人类集体无意识里反复出现并具有普遍性和深层性的典型

模式，是种族记忆中传承下来的基本形象，也是一种心理结构。
[11]

当某些意象经过历史的沉淀和传承，能

够持续影响人们的精神和意志，并具有超越个体和时代的象征性，这种特殊的意象就可以称为“原型意象”。

原型意象可以来源于神话传说中（如女娲、夸父、织女、嫦娥等），也可以来源于人间生活中（如唐诗宋

词中的自然类形象）。
[12]

原型意象在民族文化历史中形成，代表了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取向。因此，在集

体无意识作用下，原型意象所具有的固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作为传统 IP 进行创造性转化时更能激发

观众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共鸣。频繁出圈的河南卫视文化综艺节目非常善于原型意象的融合转化：水下

中国舞《祈》节目取自屈原《天问》中对洛神形态与气质的想象，通过水下舞蹈的创新演绎，唤起观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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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和洛神的文化记忆；《七夕奇妙游》节目取自《梁祝·十八相送》《白蛇传·断桥相会》和《牡丹亭·游

园》等中国经典爱情故事，通过昆曲、越剧和豫剧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唤起观众对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

的文化记忆；《中秋奇妙游》节目取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通过轻盈柔美的舞蹈表演，唤起观众对

中秋节和月亮神话的文化记忆。这些基于原型意象进行改编的传统 IP 被运用到文化综艺节目中，架构起了

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之间的沟通桥梁。

而在传统 IP 的创造性转化中，拟人是原型意象在当代表达最常用的手法。追溯到中华文化的古代典籍

中，拟人，是文学作品里常用且重要的修辞手法之一。作为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外在维度的拟人意象是最

早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当一个非生命物体具有类似于人类的面部和身体特征时，往往更容易被拟人表

达。随着二次元文化的流行，“万物皆可拟人”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例如，在文化综艺中，这种“近取

诸身”的做法也被运用到炉火纯青：《只此青绿》用舞者的站立和跳跃展现《千里江山图》的层峦叠嶂；

《唐宫夜宴》用唐朝少女的风姿绰约展现大唐盛世的传统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用说唱俑的自我宣传

展现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综艺节目运用拟人的表达方式，主动与观众建立起情感交流渠道，以年轻

化语态转化传统 IP，极大地提升了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认同。

传统文化元素在拟人形象创新下产生了新颖别致的视觉效果，在舞台上呈现出历史文化符号和谐共存

的美感，创造出令人惊叹赞美的中华传统文化奇观。作为一种特别的年轻化表达方式：拟人化意象，不仅

可以使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难以言说或难以直接展示的内容，也可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国家宝藏》节目中，每件文物都有一个拟人化的形象，

通过故事化讲述，展现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这种方式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让观众对中国传统

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认知和认同。文化综艺节目运用原型意象的拟人化表达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13]

，作为一种年轻化表达有效途径，能够使观众更好地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流量加持：特色嘉宾的专业化呈现

在数字多媒体时代，“流量”成为互联网关注度量化的一种表征。在注意力经济主导的网络世界中，

流量关注度越高的领域，越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文化综艺节目为了打破收视群体固定化的局面，常常

邀请流量明星为节目嘉宾，以此吸引年轻受众，拉近传统文化与年轻群体间的距离。明星作为社会传播工

具的风向标，往往是文化观念和文化信息的重要能指
[14]

，邀请符合节目气质的明星，既能美化观众的视听

感受，也能拓宽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明星把批判、观点等融入“个人体验和感觉”，引导观众形成“非政

治化的眷恋”，即对现状的认可。
[15]

由明星本身引发而非强加的认可模式带有人情味与人格化的特征，这

种营造出的拟态氛围使观众在明星、叙事和自身的个体特征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一种“介入感”或“同化”，
[16]
从而在观看、模仿和认同中引起共鸣。

文化综艺节目通过邀请“流量明星”进行专业领域的创新呈现，同时借助特色嘉宾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来提高节目质量和深度，并增强节目的号召力和话题性。例如，《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典籍里

的中国》《一本好书》《朗读者》等节目选用了董卿、撒贝宁等知名节目主持人和康震、蒙曼等大学教授，

作为特色嘉宾；《上新了·故宫》《登场了！洛阳》《登场了！敦煌》《了不起的长城》等节目在流量明

星和专业嘉宾的带领下，提高了节目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并坚定了观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同

时借助明星效应，节目也更加贴合年轻受众以及粉丝的喜好，并通过庞大的粉丝群体对节目进行二次传播

与宣传，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约翰·菲斯克曾说过，粉丝是那些对文本有过分热情的读者，他们以一种主动的、激情的、狂热的、

参与式的方式阅读。
[17]

流量明星和特色嘉宾的节目设置，使节目和粉丝之间形成了一种有针对性的黏性，

从而达到了“粉丝经济”的营销目的。例如，《国家宝藏》通过邀请易烊千玺、雷佳音、蔡明等明星担任

国宝的守护人，有效地提高了观众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和认同感，同时也促进了粉丝对国宝的喜爱和尊重；

《上新了·故宫》以聂远、周一围、魏晨等明星为开发员，运用创新的展示方式和互动模式，吸引了大量

年轻观众对故宫文化的兴趣和好奇；《登场了！洛阳》由汪涵、唐九洲、罗一周等明星组成探索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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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体验和现场访谈，展现了洛阳作为古都的历史魅力和文化底蕴。文化综艺节目利用名人的影响力来推

动了经典IP的转化，利用粉丝群体的“导流”作用提高了节目的知名度，利用粉丝经济和流量红利来达到

明星效应和文化价值的平衡，并激活传统文化的年轻化表达，提高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三）仪式空间：建构文化共同体想象

文化综艺节目的审美风范与节目基因源于经典文化与传播空间的精彩碰撞。这种碰撞为受众观看节目

营造了一种正式的、纯粹的仪式体验。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詹姆斯·凯瑞阐述了传播的“仪式

观”的含义。他认为，这种观点强调的不是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而是社会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不是信息本身的共享方式，而是信仰和价值观的共同体现。
[18]
仪式传播作为传播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的整个传播进程。例如，全媒体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揭秘》基于热门话题，以

现场考古为视角，以 360°全景视频追踪拍摄，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再现，引发了公众的热议。观众通过节目

的参与互动连接在一起，将对历史文化记忆的回归与感悟转化为集体记忆的缅怀与反思，形成一种仪式性

的电视传播。

文化综艺节目对“文化仪式空间”的建构，具体体现在把民族文化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具象呈现，从

而成为真正的传播战略。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意义生产的过程模型，他认为意义的产生和传递依赖于符

码的运用和诠释，他指出，我们通过编码的方式将事物置于符码之中，并且需要接收者通过解码的方式来

理解和翻译意义。
[19]
以文化遗产类的综艺节目举例来说，聚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的节目，如《艺览吾“遗”》

《新生万物》《非遗里的中国》等，聚焦民俗的节目，如《“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古韵新声 系列节目》

《“中国节气”系列节目》 《“中国好时节”系列节目》等，聚焦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节目，如《中国考古

大会》《万里走单骑》《了不起的长城》等，这些节目通过展示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符号，将其编码为特

定的意义，观众在接收节目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社会经验等因素进行解码，并构建出自己的

意义，这个过程中，观众会根据自身的认知和情感经验，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重新诠释，并将其与自身的

文化背景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文化共同体想象。文化综艺节目通过传播文化信息、呼唤历史记忆、想象文

化共同体等方式，在经典IP转化中展现出高质量的表达力。同时，它们也借助所创造的文化仪式空间，在

社会中发挥着连接文化共同体、传承民族精神等重要作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表明，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下，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受

众的共同认知和想象力中获得了归属。文化综艺，借由共同文化信息进行修正和转换，营造出与观众共有

的仪式空间，让观众沉浸在相同身份，共同信仰的“文化共同体”中。仪式作为一种文化构建与传承的沟

通系统，不仅仅是一系列礼仪性、规范性和模式化的行为叙事，更是一种具有凝聚作用的文化传播方式。
[20]

文化综艺节目通过频繁且持续的交流，在参与者之间塑造了集体记忆，这种基于共同想象的集体记忆不仅

增强了经典IP转化的效果和影响力，也使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和认同。

三、传播策略：创新性发展媒介融合

随着互联网文化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文化综艺的观众需求日趋多元化，以青少年为主的受众群体已

经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消费对象，在新的受众人群和媒介环境下，立足于文化综艺进行精准化传播是文化

综艺节目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

（一）互动参与：观众在场的弹幕狂欢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众传媒呈现出打破常规、表达自由的新格局。观众的主观能动性

和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媒体宣传更加注重观众的互动参与和情感体验，传播的游戏化特征逐渐显现。正

如威廉·斯蒂芬森在《大众传播游戏理论》中所写：“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读者沉浸于主观性

游戏之中者。”
[21]

斯蒂芬森认为，传播的目的就是传递快乐，而弹幕的特性正好符合大众传播游戏理论。

弹幕是一种实时共享的交流媒介，反映在场参与者的情感。这种互动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种信息交互的快

感，让很多人在即时的反馈下，体验到集体的狂欢。文化综艺节目在多个视频网站掀起弹幕互动的热潮，

如Bilibili视频中的《舞千年》《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爱奇艺视频

中的《上新了·故宫》《登场了！洛阳》《登场了！敦煌》等，这些综艺节目作为一种动态交流的传播媒

介，将弹幕式思维与游戏化理念运用到在场参与的受众中，让观众通过弹幕互动进行集体的视听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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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媒介的受众群体来说，弹幕互动也是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集中体现。人们在狂欢时，打破阶层

的限制、挑战社会的规范、推翻传统的观点，自由地表达自我。
[22]

在观众的交流与探讨中，不同观点相互

碰撞，相同意见可以引起圈层认同。例如，在《舞千年》中，当《相和歌》的女演员从天而降时，屏幕上

出现了许多赞美她美丽与神秘的弹幕，如“美哭了”“太好看啦”“天仙下凡”等；在《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二季中，一位古玩说唱兵马俑以拟人化口吻说“减肥真难”后，屏幕上出现了许多与之共鸣或者调侃的

弹幕，如“哈哈哈哈哈”“是我了”“减肥真的好难”等；在《国家宝藏》中，随着LED显示屏上的《千里

江山图》徐徐打开，不少观众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所震撼，并在屏幕上表达了他们对这件国宝美丽与灵动的

感受，如“太美了”“好漂亮”“我觉得它在发光”等。弹幕所带来的及时交流和多向互动使用户体会到

一种抱团式的体验，增强群聚感的同时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这也是弹幕传播的意义所在。

总之，文化综艺节目中弹幕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以往文化传播里单向的传受关系，打破了传播者与受

众者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充分的交流互动。弹幕符号互动是多维度的，其基础在于观众渴望参与其中、表

达自我和获得认同的需求
[23]

，观众通过在弹幕上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建议，引发群体共鸣，使个

人的情感表达转变为集体的互动认同。这种弹幕狂欢式的参与互动，既能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又能增强

观众的集体认同感，通过年轻群体的表达方式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跨屏共享：去除空间壁垒的“云设计”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指出，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多屏时代，屏幕对一切事物都有影响，人们成为

了“屏幕人”，屏幕可以是平面的或流动的，也可以是固定的或移动的，而且屏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
[24]

作为信息传播的最前端，屏幕是连接虚拟与现实的直接端口。在当今多屏幕的大趋势之下，创新

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得到了新媒介技术的支持，而大众传媒也逐步建立起更为便捷快速的信息传播模式：

跨屏传播。这种传播模式突破了屏幕之间的时空壁垒，标志着“云设计”的新时代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

作为当前视听内容生产的主要形式，“云设计”已经逐步在电视综艺节目中形成了大小屏互通、多平

台联动的跨屏交互系统。湖南卫视在 2020 首先开播了《嘿！你在干嘛呢》《天天云时间》等多个“云设计”

创意综艺节目，开创了电视节目的“云设计”先河。之后“综艺+跨屏”的“云综艺”新模式日渐成熟，通

过“云直播”“云演唱”“云朗诵”等形式创意，让“云设计”更加生动活泼。例如《中国诗词大会》就

有一个“云上”千人团的环节，通过腾讯云实时音视频技术，实现千人在线连麦、共诵、出题、答题等互

动功能。此外，《国家宝藏》通过“云讲解”“云观展”等方式，展示了各地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故事；

《见字如面》通过“云朗读”“云对话”等方式，还原了历史人物的书信和情感。这些节目的“云设计”

一方面打破不同屏幕之间的壁垒，另一方面又强化各场景的共享优势，实现多屏媒介多线并进的云端叙事，

增加了参与者的热情，也提高了观众的体验感。

云设计提升了文化传播的移动性和即时性，通过大屏与小屏的联动，观众能够获得全新的文化体验与

参与方式。电视节目可以利用智能设备屏幕作为二次创作的媒介，从而拓展其表达空间和创意可能性，同

时也反映了电视消费文化的独特魅力。
[25]

“云设计”的创新尝试，使得低成本、短周期的节目获得良好的

播出效果，并且结合高质量的文化内容不断向外输出，使得文化类云综艺将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得以最大化。

例如，在节目的录制上，采用大众传媒与爱奇艺、优酷、腾讯等网络平台合作跨屏直播，运用微博热搜、

短视频推送等新媒体手段，提高文化传播的广泛性，从而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云设计的背景下，

跨屏共享和虚拟传播，逐渐呈现出性能高效、运用灵活等优势，为文化综艺节目的传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三）故事演绎：“艺术+科技”的场景式阅读

故事演绎是将传统文化经典以多种艺术形式跨界呈现的创新方式，它利用立体式、情境式、戏剧式的

视听表达，让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价值，并且有效地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人们对文化

遗产的兴趣和热爱。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故事演绎作为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综艺方式，深受他们的

青睐。例如，《舞千年》就是以鉴舞官向神书《十二风舞志》献舞为故事主线，采用影视剧制作流程，讲

述蕴于舞蹈之中的华夏故事。虽然早期有一些文化类节目也是用故事化的方式传播我国传统文化，如《百

家讲坛》《名师讲坛》等，但是这些节目仅仅依靠讲述者来吸引观众，形式较单一且不生动。随着讲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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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节目日渐式微，一批以“场景式阅读”进行媒介融合的“新国潮”综艺也应运而生。

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提到，未来 25 年互联网将进入场景时

代。
[26]

在不断变化的网络化新媒体环境下，场景传播作为媒介时代的新入口，为传递直观而多样、丰富而

具体的信息提供了虚拟环境，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传播与接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要素。
[27]
因此，文化综艺节目需要建构独具中国艺术特色的“艺术+科技”场景，让传统历史故事直观而立

体地展现在荧屏上，实现文本叙事到视听叙事的成功转换。例如，《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运用实时跟踪、

环幕投屏、AR等数字技术，讲述《尚书》《史记》《徐霞客游记》《孙子兵法》《天工开物》《本草纲目》

等经典古籍中的历史与文化，为观众营造 360 度沉浸式场景体验；《一本好书》通过运用LED显示屏等高科

技方式，演绎《头号书迷》《悲惨世界》《了不起的盖茨比》《简·爱》《骆驼祥子》《红岩》等文学书

籍中的经典情节，为观众提供独特的视听享受；《国家宝藏》通过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展示“小剧场”中的

3D幻影文物，演绎“铜鎏金木芯马镫”“辛追墓T形帛画”“妇好鸮尊”“大克鼎”“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

“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等国宝的“前世”与“今生”，为观众展现历史与艺术的魅力。“场景式阅读”

为文本构造的“书中世界”注入了一股活水，有效实现了场景与文化的创新融合，为观众提供了别具一格

的文化体验，从而更好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结语

近年来，文化综艺节目蓬勃发展，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节目，从《中国诗词大会》《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到《朗读者》《见字如面》，从《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到《诗画中国》《斯文

江南》，这些节目以人文情怀和历史文化为表现内容，不断向年轻态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国潮”的势头。

在情感层面，文化综艺节目激发了观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让中华儿女共同追寻文化的理念与精神，

推动年轻群体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行为层面，文化综艺节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

石，引导观众向善向美，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激发民众的文化自信，实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

同时，文化综艺节目还能够在国际传播中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讲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

力量的故事。为了更好地推动国际传播工作，我们需要加强对文化综艺节目的创作和制作水平，提高其国

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并且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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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ng "New National Trend" Stories with Cultural Variety Shows:
Identifying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Youthful Expression

Ying Ma 1, Mengyuan Cui 1

1School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China

Abstract: In the media ecological context of pan-entertainment, cultural variety shows, with their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variety shows rely on rich content innovation
and flexibl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and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 to learn from history,
rejuvenate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a "youthful attitude", and promote the audience's
identification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the creative lifeline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variety shows. This paper takes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cultural variety
show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how cultural variety shows use "youthful expression" to
show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ell "new national trend"
stories from three aspec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tent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mode.
Key words: Cultural Variety Shows; Youthful Expression; Traditional Culture; "New National
Trend"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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