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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秋鸿折单复难
双，痴人痴怨恨迷狂。只因那邪
牲祭伏定祸殃，若非巾帼拔剑人
皆命丧……”2022 年刚拉开帷
幕，一款国内原创游戏发布了一
段剧情PV（宣传影像），名为云
堇的新角色令人眼前一亮，盔
头、云肩、靠旗、唱白……丰富的
传统戏曲元素吸引了全球玩家
的兴趣。连日来，中国国际电视
台官网两年前发布的京剧视频
播放量暴增，有玩家留言：“我们
来到这里，是因为云堇的歌声，
也是出于对中国古老艺术形式
的尊重。”一些略懂中国传统文
化的外国玩家，也开始尽己所能
地普及介绍戏曲文化，成为中国
文化的“自来水”（网络用语，指
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欣赏之
情，或不由自主、或满腔热情地
进行义务宣传的粉丝群体）。

据了解，这款游戏目前已在
17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剧
情PV中引发热议的音乐部分采
取京歌+现代编曲的形式，特邀
上海京剧院荀派花旦演员杨扬

“献声”。在B站，该剧情PV的二
创视频层出不穷，且引来众多戏
曲专业人士甚至多位国家一级
演员的“下场”比拼，除了京歌版
本，越剧、淮剧、川剧、秦腔等地
方剧种版本纷纷亮相，上演了一

场“神仙打架”“国家队内卷”的
现象级事件，而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也以此为契机，充满热情地走
近中国戏曲，或借此宣传、普及
戏曲文化和家乡剧种，通过网络
更好地展示传统之美。

传统文化如何在虚拟世界
中燃起火花，简单的元素叠加显
然不行，在热爱、尊重的前提下，
在学习、理解的基础上，融合、化
用才是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正
确路径。据悉，由于受到中国文
化长期滋养，该游戏的开发者们
希望将自己所熟知的文化，以更
加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在全球
玩家面前。比如，在云堇“生活”
的地区，游戏场景不仅融合了奇
峰秀水、古典建筑等标志性中国
场景，还设计了“海灯节”等极具
中国风格的节庆活动，并在游戏
中大量使用由二胡、笛子、古筝
等乐器编排的中国风音乐，引起
众多海外玩家的喜爱和热烈讨
论，点燃了2022年国潮出海的

“第一把火”。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和新媒

体的传播优势，国潮出海的步伐
逐渐加快。2018年，《国家宝藏》
受邀参加戛纳电视节，并推介
了一系列的海外版权，得到了
海外媒体的关注；2019年，《国
家宝藏》节目组和BBC世界新

闻频道合作，推出纪录片《中国
的宝藏》，透过文物，以国际视
角讲述现代中国和国人生活，
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和艺术之美
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此
后，阿木爷爷发布的视频引起
海内外用户的高度关注，被网
友称为“神奇的东方魔法”；致
力于推广古琴等中国传统乐器
的自得琴社以高度还原的古代
装束、充满画意的视觉风格、古
今中外跨界融合的演奏曲目火
爆全网，在海外视频平台的播
放量以千万计。国潮的兴起，也
让传统文化走进了更多年轻人
的生活，汉服复兴引领潮流，博
物馆文创备受追捧，青春版《牡
丹亭》唱遍各大高校……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
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泱
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
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
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今天，我们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
对文化瑰宝的深入挖掘，也是面
向新的一百年、从故土出发的创
新之旅。文化的传播形式推陈出
新，但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始终
不变，寻找适应于传统文化的创
新表达，才能更好地挖掘其内在
价值、发挥其整体优势。

2022 年 春 节 ，
优秀传统文化频频

“出圈”。央视春晚舞
蹈诗剧片段《只此青
绿》引得网友刷屏直
呼“惊艳”“美哭”。节
目中，舞者们翩翩起
舞，最终融为一片青
绿色的山峦，生动还
原了北宋名画《千里
江山图》。河南卫视
虎年春晚也以“虎虎
生风中国潮”为主
题，探索古老文化的
新鲜表达：舞蹈《丰
年》用曼妙舞步致敬
甲骨文字，舞蹈《黄
河泥娃》致敬非遗泥
塑文化，创意节目

《天下安康》则在优
美旋律中致敬中医
药文化……

这些展现优秀
传统文化神韵的节
目“出圈”，是不难想见的。一方面，
它们牢牢把握住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比如《只此青绿》以青
绿为主色调，饱含着经历淬炼的中
国传统美学理念，代表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岁月沉淀。在舞美上融合全
息扫描等前沿科技，呈现出《千里
江山图》的画面，发髻高耸、青绿长
衣的舞者们，用一系列颇具想象力
的造型动作，收放、吐纳间，带给观
众的不仅是高难度的舞蹈技巧、超
震撼的视觉享受，更唤起了观众对
中国古典美学和深厚传统文化的
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这些优秀传统文化
节目在传承传统中，找到了符合当
代审美的表达路径。比如《只此青
绿》，将画中的满目青绿予以拟人
化，通过舞蹈演员的身体姿态和服
装造型制造层峦叠嶂的效果，用现
代科技制造烟波浩渺、大气磅礴的
千里江山。而央视春晚的武术节目

《行云流水》走出演播厅，在上海、
重庆、广州三地的城市、建筑、远山
之间，把看不腻的中国功夫演出了
电影大片的质感。有人评价称，太
极与高楼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
招一式与钢筋水泥是柔与刚的碰
撞,让整个演绎变得格外意境非凡。

优秀传统文化闪耀虎年春晚，
同时闪耀的，还有我们的文化自信
和民族荣光。无论是去年河南卫视
春晚的《唐宫夜宴》，还是今年央视
春晚的《只此青绿》，都受到广大年
轻观众的欢迎，深刻地反映出当代
年轻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越
来越强大，更是引发了国风类综艺
热、电影热、音乐戏曲热等，这何尝
不是一种民族荣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是中华民族保持生命力的精神
支柱、保持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
我们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优
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在世界多元文
化的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也必须
好好守住优秀传统文化，并加强挖
掘和创新性传承，激活优秀传统文
化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为一代又一
代国人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期待
有更多优秀传统文化节目通过虚
拟和现实、传统与现代、国粹与科
技的搭配演绎，“圈粉”无数。

除夕之夜，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春晚舞台上，舞蹈诗剧选段
《只此青绿》舞绘北宋名画《千里
江山图》，一舞惊艳神州。

早在登上春晚舞台之前，
《只此青绿》片段便亮相《国家宝
藏》、B站跨年晚会，巡演所到之
处更是掀起“场场爆满、一票难
求”的“青绿热”。其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正是作品所传达的传统
之美、文化之美，借由舞动的“青
绿”，点燃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文
化自信。“凭什么文化自信？就凭
传统文化中的精品。”观众汤楠
看完《只此青绿》后评价，“这才
是中国文化的精品，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

虎年的总台春晚除了《只此
青绿》，还有创意舞蹈《金面》，结
合电影化拍摄手段，展示了青铜
文明的绚烂多姿，带领观众走近
三星堆遗址和绚烂多姿的古蜀
文明。创意音舞诗画作品《忆江
南》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
蓝本，将音乐、舞蹈、诗歌、绘画
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其中，将观
众带入古朴雅趣的传世山水画
境之中……

今年各地方台的晚会创作
也可谓国风潮起，以传统文化渲
染底色，让中国元素在更深邃的
立意上实现纵深表达。

河南卫视持续深耕为大众
喜闻乐见的“新国风”风格，推出
了“新民乐国风夜”，结合非遗文
化、电影化的视觉呈现，穿越次
元、畅游古今，为中国民乐文化

寻找新表达，带动更多年轻人主
动拥抱传统文化。小年夜，回到
河南老家过春节的大四女生王
语洋早早地打开电视，和家人围
坐一起，等待收看“新民乐国风
夜”。“最期待唢呐经典曲目《百
鸟朝凤》，每次听到都有种‘此生
无悔入华夏’的民族自豪感。”痴
迷汉服文化的王语洋说，未来希
望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进一步
探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中国传统文
化有着无穷的宝藏等着我们去
挖掘。”《新民乐国风夜》晚会总
导演、河南卫视国风工作室主编
雪芬说，河南卫视相继打造推出
了《洛神水赋》《舞千年》等一系
列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
代化表达的文艺作品，为公众带
来不断的惊喜。

湖南卫视春晚也着力探索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歌
舞非遗秀《穿我的新衣》别具特
色，节目以“迎新年、制新衣”为
主题，通过呈现苗族蜡染技艺、
土家族织锦技艺、瑶族刺绣和侗
锦织造等非遗元素，展现少数民
族精湛的制衣工艺。在节目后半
部分，舞台变身时尚秀场，模特
身着融合少数民族非遗元素与
现代时尚理念的服饰作品走秀，
传统手工技艺焕发出别样光彩。

“湖南卫视的观众中有很多
年轻人，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性的
表达，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传统
文化，向他们传递‘国潮正当时，
非遗即时尚’的理念。”2022 湖
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制片人刘
昕说。

今年春节，天津卫视继续打
造“相声春晚”，呈现传统艺术薪
火相传的温暖景象；东方卫视虎
年春晚用虚拟人物“国风晓明”
创新演唱国风潮曲；广东卫视虎
年春晚由流行歌手联合国乐家
们表演新编国乐大秀《牛虎闹新
春》；山东卫视春晚把“年”的故
事讲给大家听，揭秘非物质文化
遗产潍坊剪纸……这些晚会保
持以盛大节庆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特质，彰显中国传统文化魅
力，同时又不断探寻现代化与国
际化表达，酝酿出属于这个时代
的文化自信。

有人问，这些节目何以成为
“爆款”？笔者认为，正是对中华
传统文化真挚的热爱与发自内
心的认同，让文艺创作有了坚实
的根底与丰厚的养分。

立春之夜，“鸟巢”烟火璀
璨，3000人、100分钟，数字科技
与美学的创新融合，冰雪元素与
中华文化的交相辉映，绿色健康
的环保理念，“行进式广场舞”的
亲民风格，“一起向未来”的国际
化视角，“一滴水里见太阳”的微
火主火炬构思，“二十四节气倒
计时”的匠心独具，别出心裁的
设计深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
将中国人独有的诗意传送给了
全世界。

北京冬奥会，是冬奥会历史
上的第24届。冬奥会开幕当天，
恰逢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春”。
倒计时从“雨水”开始，到“立春”
落定，配以与节气相应的诗句，
如“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清明，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的芒
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的白露，唯美呈现时光流转中的
四季风物与冰雪健儿的飒爽英

姿，倒计时结束那一刻，满目绿
色在鸟巢中央涌动生长。

“我们反复斟酌，尽量用外
国人看得懂的方式阐释节气的
意义。艺术是共通的，要坚持文
化自信，相信外国观众能够感受
到我们想传递的唯美意向。”开
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二十四节
气凝聚着中国人观察自然的古
老智慧，展现春夏秋冬时节更替
中的如画江山，饱含冬去春来、
欣欣向荣的诗意气韵，蕴含中国
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和宇宙观。

北京冬奥会可谓一场“细节
之处见真章”的传统文化盛宴。
国宝大熊猫和传统红灯笼，被艺
术加工成招人喜爱的吉祥物“冰
墩墩”“雪容融”；篆刻和汉字巧
妙融合进抽象的滑道、冰雪运动
造型中，灵动飘逸的冬奥会徽应
运而生；长信宫灯、同心圆玉
璧、青铜礼器等传统元素，植入

火种灯、奥运奖牌、火种台的设
计中。奥运场馆更是创造性地将
传统吉祥物“如意”和敦煌壁画
中的“飞天”，融入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和首钢滑雪大跳台设计
中。水墨描绘出的奥运“国风”
战袍，一笔一画勾勒出中国式审
美与志趣；《十二生肖迎冬奥》
动画短视频通过十二生肖萌娃
的卡通形象呈现出冬奥会上的
各式比赛项目，展现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底蕴和风采，尽显冰上运
动的激情与活力……通过大量
的细节、精彩的瞬间，北京冬奥
会将中国式浪漫展现得淋漓尽
致，成为世界感知中华文化新的
重要窗口。

传统文化所涵养的中国气
质，让虎年伊始的神州大地涌动
起澎湃的文化自信，正是这个春
节最耀眼的亮相、最鲜明的印
记、最深长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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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开篇，传统文化话题持续升温。以传统文

化为创作灵感的文艺作品点亮荧屏、诗意唯美的

中国文化元素闪耀冬奥会、戏曲魅力网罗海内外

粉丝……春风劲吹，国潮奔涌，传统文化当仁不让

地占据了这个春节的“C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