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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打铁花”视频引来千万网友围观，
一款“新中式”服装让年轻群体追捧不断，
一场古筝直播让全球网友惊叹连连……从

“触网”到“融网”，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深度
拥抱网络，突破传统圈层，在更广阔的领域
擦出新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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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视点“融”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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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传承，打破圈层
——“新媒体与知识传播”系列报道之一

卢泽华 沈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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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妹聊事儿

▲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中房镇，
支教大学生正在指导小学生学习剪纸。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 在贵州省黔西市洪水镇新桥

村，孩子们在练习武术。
史开心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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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甲骨文“活”起来

打开博主李右溪的短视频界面，一串串难以
认读的甲骨文“飞”入眼帘。这样的视频也能火？
78万粉丝帮她给出肯定的答案。

李右溪曾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主攻方向是甲骨文。回想起2023年2月开通甲
骨文自媒体的经历，李右溪感慨颇深：“一开始，我
心里也没底，在多数人眼里，甲骨文过于冷门，晦涩
难懂，是只能‘躺’在古籍里的文字，让甲骨文‘活’
起来，是难以想象的。”

凭着对甲骨文的热爱，李右溪发出了第一条短
视频。没想到，隔天一早醒来，消息通知里竟显示
获得几千个“赞”。她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不敢相信
是真的。趁热打铁，不久后她又发出第二条视频，
这次更火，收获20多万个“赞”。“没想到像甲骨文这
样的冷门绝学还有这么多受众，我很意外，这让我
对传播甲骨文有了更大的信心。”李右溪说。

李右溪的“意外”有着深厚的粉丝基础。如
今，“国风”成网友追捧的新潮流。某视频平台
做过统计，创作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博主有 40 多
万人，古风民乐、传统工艺、非遗传承等视频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最近，在北京读本科的王鑫迷上了《长安三万
里》《山海经奇》等影片，“抖音”上的唢呐演奏、打铁
花、漆扇制作、核雕工艺等推广非遗的作品，也成为
了她的“下饭神器”。“每次看到这些视频，都会感受
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它们这么美、
这么有趣，背后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每次浏
览，都会有很大收获。”王鑫说。

“国风”视频走红，从线上火到了线下。不久
前，江苏苏州的马女士在某社交平台上被“种草”了
一款“新中式”穿搭，她刚开始穿着针织毛衣配马面
裙出门时还担心会不会有些另类，没想到外面这么
穿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年轻人甚至穿着汉服逛街。

“以前很少有人穿汉服的，现在大街上却随处可见，
可见汉服是真火啊。”马女士说。

平台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抖音上“‘新中式’
穿搭”相关话题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 120亿，今年 1
月，马面裙等汉服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
这显示传统文化元素开始被更多人青睐。

非遗并不“冷门”

第 5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53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4145万人，占网民
整体的96.4%。新媒体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与生动
活泼的内容，让很多曾被认为是“冷门”的艺术变成
了“热门”。

福建泉州的张奶奶，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蟳
埔女”，她在当地生活几十年，自去年起突然发
现很多人来“簪花围”打卡拍照。一问才知，原
来是网 上 女 明 星 头 戴“ 簪 花 围 ”的 照 片 火 爆 全
网 ，大 家 纷 纷 紧 跟 潮 流 来 当 地 体 验 ，连 带 着 蟳
埔 女 这 种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也 火 了 。 张 奶 奶 表
示，自己在这里“簪花围”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
么热闹的场面，很开心我们的乡土文化能被更多
人知道。

在很多博主看来，要被“更多人知道”，远不
只随手拍拍视频、上传平台这么简单，其中还有
一个摸索和熟悉的过程。

李右溪在读研究生时，曾做过甲骨文相关
公众号，但一直不温不火。毕业一段时间，她
就职于一家新媒体公司做互联网运营。借着工
作的机会，她开始琢磨新媒体的“正确打开方
式”，并试着自己创作视频。

她做甲骨文视频的主要思路是结合趣味故事
与热门话题，由浅入深拆解甲骨文，让大家发现
原来甲骨文也可以这么有趣。比如，杭州亚运会
期间，她做了许多视频来讲解有关运动的字，如

“射”“走”“舞”等，获得大量好评。
“我认为国学、非遗等传统文化并不‘冷门’，

只是需要被大家发现的窗口，短视频就是一扇不
错的窗口。”李右溪向记者分享了一名外卖小哥的
私信，说自己因为看了她的短视频，才喜欢上甲
骨文，这些视频让他感到甲骨文不再是距离自己
很远的冰冷符号。

“运营新媒体，我最大的感受是，新媒体具有
传播范围广、开放度高、交互性强等特点，能够
很好地促使传统文化的‘破圈’。通过更加生活化
接地气的内容拉近了与人民的距离，从而唤起了
人们心底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守住“根脉”才持久

随着互联网上的“国风”“国潮”越来越热，
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担忧。比如，有些博主发布
的内容真假难辨，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有鱼目混
珠、恶意误导之嫌。而网友们难免有分不清“李
逵”和“李鬼”的时候。

“我儿子上小学六年级，有一次，竟然把一首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诗说成是李白写的，还说是网
上的‘老师’教的，我打开视频一看，果然是博
主搞错了。那位博主在自己页面上自我介绍‘诗
词专家，专攻唐诗二十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
的。”家住河南郑州的林涛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这类视频不仅误导了网友，也影响了传统文化的
正常传播。应该请权威部门对网上的国学自媒体
清查一下，打击滥竽充数者，不能让来之不易的

‘国学热’变了味。”
李右溪对记者表示，自己平日里经常收到网

友发来的甲骨文解读文章和视频，很多都是张冠
李戴，自己在做短视频的同时，还常常扮演打假
者的角色。“网上很多讲甲骨文的信息很离谱，但
也收获了大量关注，有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会留
言批驳。”

如今，随着当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
智能、数字化、VR等技术手段正广泛运用于新媒
体运营：3D 复原千里江山图、戴上 VR 眼镜探索
三星堆遗址、线上参观“数字敦煌”、AI书法……
这些将传统文化与新技术跨界结合的成功案例，
使得传统文化焕发着全新的生命力。

专家认为，真正用好这些技术，助力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充分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清朗、规范的
网络环境中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数字技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具
有‘两面性’。抓好机遇的同时，也要积极面对
挑战，让数字技术进一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添砖加瓦’。”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
理学院副研究员何震认为，要推动数字技术更好
地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着重探索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正道”和“根脉”。

随着技术与媒介的蓬勃发展，我们进
入了一个可以用短视频来“书写”的年代。
一次大学课堂的线上“云”备课，让我偶然
成为一名知识短视频博主。当我把自己讲
解历史人物、古典诗词、传统艺术等内容的
课堂视频上传至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后，没
想到平均每条都获得上百万播放量，更没
想到一年内能得到全网近 800 万粉丝的支
持。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和文化普及
者，能以这种方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莫大的幸运。

作为河北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我的
“线下”课堂能够得到众多“线上”网友的认
可，既意外又欣喜。最初只是想把我在学
校开设的《艺术导论》课程上得更生动有趣
一些，好让全校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们都
能听懂，并且喜欢上中国传统艺术。为了
验证自己的讲课方式和内容能否被大众接
受，我假期期间，注册了一个短视频账号，
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备课内容录成
短视频，剪辑之后发在抖音平台。没想到
第一条讲苏东坡的短视频，点赞次数就超
过了 1万次，也正是这 1万个暖心网友的鼓
励，让我把短视频创作坚持了下来。

创作短视频是一场考验个人心力、体
力和承受力的持久战，也是一段教学相
长的旅程。过去一年中，我几乎没有在
晚上 12 点前睡过，不是在读书，就是在
写文案、剪视频。刚开始，看到数据和反
馈很好，有激动得睡不着的时候，也有想把
内容做得更完善，焦虑得睡不着的时候。
有时面对网友各种评论声音，也会不知所
措。现在我的心态是对网友们充满感恩，
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帮我成长了很多。同
时，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督促着我对内容的
创作更加严谨，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
任和责任。

成为短视频博主后，我才真正发现广大
网友们对学习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热情如
此之高。他们的留言和评论常常给我提供
新的选题。一次网友留言说希望听我讲讲唐朝诗人王勃，我就认真研究了下
王勃的生平和作品，没想到那一期作品在全网播放量竟然超过了1亿次。现
在，每天都有上百万人观看我讲解的传统文化短视频内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
压力，更是一种动力。

通过短视频，用心讲好内容，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直是我努力追
求的目标。用讲故事的形式，将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历史人物的成长历
程中，努力让大家觉得这些古人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我们的文脉一直
在传承。读书也好，看知识类的短视频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活学活用。知
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公众并不缺乏单纯的知识点和信息，大家需要的是能
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智慧。而如何把那些中华经典中相对复杂、晦
涩的知识，深入浅出地用通俗的语言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让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是我们新一代知识人的使命
与担当。

短视频以其生动、便捷、强互动性等特点，已成为现代生活方式中非常
重要的部分。大众利用碎片化时间来阅读已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而用短视
频来“书写”，也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它不仅能记录普通
人的美好生活，也为大众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知识的世界。借助这样
一种新媒体形式，我个人把“线下”课堂搬到了“线上”，从而有幸参与构建
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把课堂教学和文化传播融为一体，这不仅放大了
我作为一名普通人民教师的价值，也让我找到了作为一名文化普及工作者
的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名知识短视频博主，未来我也希望有机
会走出课堂，多拍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做一些文旅内容的探索，在历史遗
迹和文化名城的现场，为大家讲好中国故事。通过短视频的创作，努力为传
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作者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国学新媒体创作者）

别管吃不吃辣，最近你肯定被红
彤彤的甘肃天水麻辣烫刷屏了！

洋芋片、丸子、蔬菜搭配上手擀
粉，煮熟再浇上油泼辣子，吸溜进嘴
里香到上头，嚼着 Q 弹爽滑……光
是看视频，就能随机馋晕一打没吃
过的人。有人评论，上次淄博拿烧
烤馋来了全国的游客；这回轮到天
水了！

一座地处西北的小城，因为一碗
麻辣烫成了“顶流”，是不是有点意
外？在岛妹看来，不意外，全凭实
力。点开视频，几乎每个天水人都会
讲，这儿的美食出了家乡找不着。因
为天水麻辣烫的灵魂，是本地特产成
就的。甘谷辣椒、麦积花椒、武山粉

条、蔬菜，乃至独特的地域文化，缺
一不可。

当然，不只实力，还有态度。都
说城市要出圈，主打一个“听劝”，这
次天水也做得很好：旅客询问有没有

“麻辣烫专线”，政府马上安排专车，
直达麻辣烫摊位；网友建议要将美
食与美景相融合，天水麻辣烫“吃货
节”立刻提上日程。当然，也别忘了
那位忙到戴上“痛苦面具”的麻辣烫
店主，文旅局喊话了以后，也注意上
了表情管理。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细节满满。

马上就是清明小长假，天水的
“泼天富贵”可能就在眼前了。但岛妹
也想说一句，之前，有些城市一度爆

火，短时间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飞速
发展。然而，如何把这些偶然到来的
流量，转化为当地长久的“留量”，成
了这些地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每个城
市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成为旅
游热门地，而能让火热持续，才考验
一座城市的真本事。

中国网络视听用户

规 模 达 10.74 亿 人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张海磊）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
大会的重要活动，《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日前在成都
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
亿人，网民使用率 98.3%，网络视听“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地位愈加
稳固。

报告显示，2023 年，包括长视频、短视频、直播、音频等领域在
内的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万亿，达11524.81亿元，以网
络视听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存续企业共有66万余家。截至2023年12
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 15.5 亿个，职业主播数量已达 1508 万
人。庞大的从业者体量、可观的市场规模，推动网络视听成为数字经
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据介绍，近两年，网络视听用户增量主要来自农村。2022 年和
2023年，我国农村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分别达到2.99亿人、3.20亿人，
同比增长分别为12.6%、6.8%，增速远高于同期城镇用户。

近 600 栋历史建筑

实 现“ 数 字 孪 生 ”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管建涛、董宝森） 记者日前从哈尔
滨市加强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专项课题研究工作组获悉，近 3
年哈尔滨市已完成近 600 栋重要历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化信息采
集、测绘建档工作，实现了历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孪生”，为下一
步精准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在数字化信息采集方面，相关专家通过研究文献、对比考
证、现场勘查等多种途径对历史文化建筑综合信息进行了全方面
梳理、研判，形成了丰富的信息资料库；在测绘建档方面，技术
人员通过激光扫描、三维建模等现代技术，完美“复制”历史文
化建筑，建立全面的数字化档案，形成数据库。

目前，哈尔滨已对 581栋历史文化建筑进行了数据采集、整
理，并重新设计历史建筑标志牌、加装二维码阅读功能，方便人
们了解历史文化建筑信息和背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