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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舶来文化
到本土文化觉醒
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国文

化不了解，加之西方文化的冲

击，祖辈们留下的传统文化逐

渐对年轻人失去吸引力，日韩

等国家的“潮流”则成为不少

年轻人追逐的目标。

然而就在近几年，活跃

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穿古

服、读古籍、听戏剧、过民俗

节……虽然他们中很多人传

统文化知识并不丰厚，但却对

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浓

厚的兴趣，这是一批被称为

“80 后”“90 后”“00 后”的年

轻人，在他们身上，让大家看

到了，传统文化在日益现代化

的中国复活后的绚烂。

今年九月，在网易云音

乐出品的非遗音乐纪录节目

《不曾遗忘的符号》第二期

《西湖重又临》中，被誉为“评

弹皇后”的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苏

州市评弹团副团长盛小云，

在杭州与“痛仰”摇滚乐队

合作，结合苏州评弹《白蛇

传·断桥相会》选段，全新演

绎了《西湖》，完成了一次古

今对话，受到一致好评。

“大白兔奶糖是童年的回

忆！”谈起这几年“国民奶糖”

大白兔的跨界之旅，“80 后”

市民肖铭瑜如数家珍，从联名

的冰淇淋到快闪店的奶茶，再

到最近推出的护手霜、沐浴

乳……总之，只要和“大白兔”

沾边，她都会第一时间去购

买。“这些产品将老字号元素

和生活用途结合在一起，既实

用又有文化内涵。”肖铭瑜告

诉记者，“更重要的是，大白兔

奶糖背后是童年情结，我愿意

为此买单。”

“90 后”王璐瑶是一位汉

服爱好者，她说 ：“近两年，

我在购买汉服、配饰上就花

了不少钱。”和王璐瑶一样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王璐瑶说，

前几年，他们穿汉服出门，人

们还会指指点点，如今，走在

街头，再也没有异样的眼光，

不少人还会上前询问自己在

哪儿购买的衣服。汉服流行

的背后，是文化元素在商品

中的时尚表达。现在，越来越

多本土设计师选择将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融入到商品的设

计当中。比如，有的产品采用

“青花瓷”“长城”“泼墨”“扎

染”等含有中国元素、传统工

艺元素的创意。

传统文化时代化
需互联网赋能
市 民 蒋 敏 说，她 觉 得

正在读初中的儿子有些“怪

异”，总是嘴里念叨着一些奇

怪的句子，像是古文，可自己

又没听过。细问才得知，孩子

反复诵读的是“吉日兮辰良，

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

珥，璆锵鸣兮琳琅”。她查了

之后才知道是出自楚国诗人

屈原的《九歌·东皇太一》。有

趣的是，儿子对东皇太一和

楚辞的兴趣，不是来源于书

本，而是来源于手机游戏“王

者荣耀”。

当游戏成为一种传统文

化载体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通过游戏，对传统历史文化产

生了兴趣。

“老师在课堂讲的怎么

说呢？有点朴实无华且枯

燥。”今年 20 岁的杨琛是“王

者荣耀”的玩家，她说，“最

开始打王者就是因为班里其

他人都在玩，为了合群点，

我也开始玩了。”杨琛最喜

欢用的角色是虞姬，她说，

“选虞姬是因为操作相对简

单，可攻可守。慢慢地，我对

这个角色就有感情了，也开

始想了解虞姬的故事。”通

过一些科普的小视频和文

章，杨琛了解到虞姬和项羽

之间的爱情，并被她的自刎

所打动。为此杨琛还特地去

看了《史记》，这才知道，虞

姬连名字在历史上都是未

有定论的谜团。对于杨琛而

言，虞姬这个角色就不再只

是一个久远的名字，也不再

只是一个游戏人物了。

腾讯研究院发布了《国风

重光·唤醒——中国传统文化

在游戏领域的转化与创新》。

该报告指出，国风游戏市场的

市值已经超过 300 亿元，累计

2300 多个游戏作品，用户量

超过 3 亿人，占游戏用户总量

的 50%，已经成为中国游戏市

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国风游

戏凭借自身强消费性、年轻化

和外向性的文化特点成为年

轻人追捧的对象。

传统文化除了搭上游戏

这辆快车，在短视频盛行下

也同样火热。据快手官方公

布的数据显示，该平台每 3 秒

就诞生 1 条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视频。传统文化通过网络

媒介碎片化传播，不但契合当

下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也还

原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本真。

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

“80 后”“90 后”“00 后”网友

对传统文化、东方美学的流连

忘返。

文化终究要靠
年轻一代去传承
对年轻人来说，传统的魅

力，不是搁在博物馆里的“故

纸堆”，而是可以在玩中创新，

重新焕发生命力。

“脸谱是用什么颜料画

的？”“能画我不？”……在

远近闻名的泥塑村——宝鸡

市凤翔县六营村马勺脸谱传

习室，前来体验的幼儿园小朋

友的问话逗乐了工艺师。在这

场体味西府民俗文化社会实

践活动中，孩子们欣赏了“虎

脸”“马勺脸谱”“木梭”“生肖

泥塑”等传统泥塑佳品，还在

工艺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和

泥、制作模坯，个个兴奋不已。

在普遍开展优秀非物质

文化遗产民俗体验活动的同

时，我市还开设了“美丽宝鸡”

地方课程，探索将当地民间艺

术、民间技能、乡土民俗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引入校本课

程和学生社团活动，聘请书画

名家、民间艺人等担任校外辅

导员，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春节赏春联、元宵节闹花

灯、端午节搓花绳包粽子等传

统习俗成为学生喜爱的校园

文化活动。

陈仓区西堡小学举行新

生入学仪式中，书法老师一

撇一捺郑重写下一个大大的

“人”字，新生代表击鼓明志，

认真将写满心愿的卡片投进

心愿箱……

七夕节我市中小学校开

展红色经典诵读活动，邀请革

命家、老军人宣讲革命战争年

代的“舍小家保大家”的家庭

和爱情故事，组织中小学生举

办赛诗会、点评会、咏诗会等

方式，吟诵中华经典诗词，感

受优秀传统文化 ；中秋节举

办形式多样的班团队会，开展

中秋赏月、经典诵读等文化活

动 ；重阳节组织中小学生开

展郊游踏青、吟诵重阳诗词等

活动……

我市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也是为了让文化在青年学生

心中打下坚实基础。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赵瑜佩曾指出，“国

潮”兴起的最大推动力就是年

轻人。“年轻一代走进消费市

场，不仅意味着传统潮流的转

变，也意味着消费方向、资本

方向的转变，经过市场检验

后，国潮无疑会得到资本、政

策、媒介的大力推动。”

近年来，不论是文创产

品、影视节目，还是自媒体的

传播，都让我们看到年轻人与

传统文化的距离并不遥远，只

要找到创新的传播思路和方

法，就能让二者之间建立起联

系。要吸引年轻人，让传统文

化保持魅力，并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既要用教育来深耕固

本，又要用创新的方式浇水施

肥，从而在年轻人心中真正种

下传统文化的大树。

传统文化 怎样让年轻人       起来？
兴起于明宣德年间的掐丝珐

琅，被缩小成手机壳上的时尚纹
样 ；苗族姑娘身上戴银饰，变身成
了化妆盒 ；历史人物出现在游戏

中 ；秦腔、昆曲、京剧响彻南北……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新时代
下的跨界与个性创新，越来越受到
年轻人的追捧，形成了当下具有中

国特色的潮流文化和新的风尚，被
人们称为新“国潮”。这股“国潮”破
浪而来，自我迭代，重新聚集起年
轻一代的粉丝。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文化
观察

玩
本报记者 于虹

本报讯 12 月 23 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凤翔木版年画进校园活

动在宝鸡文理学院展开，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邰立平为 200

余位大学生讲解了凤翔

木版年画的发展历史，并

现场向广大师生展示木

版年画的制作过程。

在现场，不少学生学

习凤翔木版年画的制作工

艺和技巧，体验从备版、贴

版，到浸油、刻版的过程。

经过大家一番努力，“增福

童子”“佳人爱菊”“玉女报

春”等木版画在学生们的

手中变得有模有样。

此次活动以“体验凤

翔木版年画，传承非遗匠

人精神”为主题，旨在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师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传承

与创新，同时丰富广大师

生校园文化生活、寓教于

乐，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氛围。

 本报记者 唐君恺

木版年画进校园

凤翔县举办我们的节日文化演出活动   张敏涛 摄

幼儿园孩子们在体验中国传统茶艺

宝鸡文理学院学生开展“汉服秀”活动

活动现场，学生们体验了木版年画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