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styles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

主编：庄伟伟 责任编辑：陈蕙茹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钟辉

专家观点

没有复杂配乐，只有山泉滴
落瓷杯、柴刀砍于竹上、灯火在星
空下燃烧的原声⋯⋯在舒缓的节
奏、唯美的镜头中，有“蝉噪林逾
静，鸟鸣山更幽”的乡村胜景，亦
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隐逸之趣⋯⋯最近一年，越来越
多的短视频平台博主，以纯粹与
质朴复刻中国传统物件、技艺，将
中 国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浪 漫
化、艺术化的呈现，与大众产生了
深情共鸣。

“如何借助新媒体形式更好地
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短视频在此中应当有何作为？这
是值得用心关注和认真思考的话
题。”华侨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

任张志坚分析认为，有些出圈的传
统文化短视频作品，以典雅、素净
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述传统文化
经典和历史知识，观察它们呈现出
来的风格和特点，我们可以获得一
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古今互通：跨越历史
的时空阻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深厚、
内容丰富，在进行短视频创作和传
播时，如何跨越历史的时空阻隔，
引发普遍共鸣？这是诸多短视频
创作者面对的共同难题。

据张志坚观察，有些作品的破
题之道，是通过精心选择传统文化
中的特定元素，从“以古观今”的视
角，激活大众的文化情感，建构起

今古互通、悠远深长的共情空间。
“这些短视频往往从当下人们普遍
困惑、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寻找选
题，如‘情绪来了怎么办’‘当你无
可奈何时怎么办’等，再从传统文
化中寻找切合的人、事、物，例如苏
东坡的故事、李白的诗歌、庄子的
言行等来探讨这些问题。于是，这
些短视频就能切中当下人们的普
遍困惑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使其创
作直击现代人的灵魂，具备最大公
约数，广泛吸引受众。”

不仅仅是借助根植于受众心
中的文化记忆产生深刻的情感共
鸣，张志坚还进一步建议，短视频
创作可借助传统文化在大众心中
具有的超越性情感动力和扎实深
刻的认知基础，挖掘其中所蕴含的
认知认同、情感情绪、集体记忆等，
与当下大众的生存状态、生活境遇
和思想观念等建立连接。

启示二，静水深流：触动对世
界和人生的沉思。

张志坚说，有些传统文化短视
频与多数短视频颇有不同：布景非
常简洁，就是一个素颜的人坐在那
里娓娓道来，一条视频长达七八分
钟，没有上头的音乐，没有绚丽的
画面，没有刺激的内容。它们凭什
么吸引受众，并赢得广泛青睐？

“这些短视频的一个突出特
点是有一种‘静气’，营造一种‘沉
思’的氛围，独具魅力。”张志坚认
为，具体体现在内容取向上。它
往 往 选 择 人 生 深 层 问 题 进 行 探

讨，如“我们到底要怎么活”“要
‘正确’还是要‘快乐’”等，使其比
多数短视频要“深一度”。而其深
度思考又有扎实的内容支撑。例
如 不 少 关 于 苏 东 坡 的 系 列 短 视
频，创作者不仅阅读了苏东坡的
作品、相关的研究专著，还对苏东
坡家族的族谱、涉及的城市历史
等进行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
再精选苏东坡经历的某些片段来
讲人生哲理，如通过苏东坡被流
放的遭遇来讲“活着到底为了什
么”这一问题。

短视频的浮躁、肤浅一直是
其受人诟病的主要缺陷，张志坚
坦言，这些优秀作品，启发短视频
创作者，可以在传统文化和历史
的深空中深入挖掘，将那些有趣
的灵魂、有内涵的故事、有共鸣的
哲理等呈现出来，引发现代人的
深思，让短视频创作也能有一片
诗意栖息和哲理沉思的空间。“对
人生的诗意沉思是中华文化独特
气质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通过短视频唤醒大众内心深
处对世界和人生的沉思，不仅是
独辟蹊径的创意，更可能让创作
者收获独特的用户黏性和价值，
还对建构更多元丰富的短视频内
容生态颇有裨益。”

启示三，诗画意境：从传统文
化中取意、取法与取象。

张志坚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静净”美学，营造出一种诗
意境界，让这些传统文化短视频的

韵律与意境，区别于多数短视频。
他进一步阐释，短视频作为一

种视听艺术，进行“诗意叙事”的中
心命题在于如何将传统文化的古
老内容、精神理念和抽象元素，转
化为鲜活的视听意象。这就要求
创作者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取意”，
即将传统文化中的“静穆”“奇灵”

“和谐”“悠远”等美学理念视觉化、
镜头化、场景化。同时要善于“取
法”，充分借鉴传统文化“留白”“写
意”“静观”“顿悟”等方法，形成独
特视听叙事风格、叙事技巧。还要
注重“取象”，吸取传统文化中的色
彩、音乐、形象等元素，以短视频方
式创新性地表现出来。

由此，传统文化的“意”“法”
“象”与短视频的拍摄、配乐、特效
进行有机结合，转化为可知、可感
的视听意象，既有助于以精致、独
特的形式吸引受众，也可使其具备
审美熏陶、文化传承、价值表达等
多重意义。

当前，短视频作品汗牛充栋，
但真正能将短视频的特色、优势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的优
秀作品并不多。“发挥好连接现代
与传统的功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建构传统与现代的共情空
间，激活人们的集体记忆，展现中
华传统审美风范，传承中华文化价
值，创作出更有意义、更有意思的
短视频作品，这是留给短视频创作
者思考的问题，也是其应该担负的
使命。”张志坚说。

构建诗意的共情空间
他们做对了什么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青年人，今天的青年
人离不开社交平台，尤其是Z世代本就是‘数
字原住民’，社交网络就是其日常生活。”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说，
传统文化不仅要培养传播者，更要培养观众，
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喜欢和参与才是最好的
传承和保护。

2023年，Z世代（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将其界定为出生于1995年至2010年
间的一代人）以32.1%的最高比例成为世界
人口最多的代际，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少年
群体的全球性崛起，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
要变量。他们的文化、娱乐、科技、社交生活
有着怎样的趋势？电通创意发布的2024Z时
代趋势报告中，深入剖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
生活态度及其背后的文化推动力，拆解文化、
娱乐、科技、情绪、社交与消费六大浪潮趋势。

文化方面，报告认为，Z世代把文化趋势
拉回古早年代，用传统国学、乡土气息、童真
想象以及复古元素构建记忆里稳定而真实的
幸福感。血脉觉醒的Z世代与传统文化双向
奔赴，高举“华流才是顶流”的文化认同口
号。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八段锦、周易、中医等老祖宗文化重新翻
红，B站八段锦教学视频的播放量高达1336
万。安塞腰鼓进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体育选
修课，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也开设了《周易
选修课》。

Z世代对文化版权有更强的保护意识。
同时，传统中国元素结合现代化艺术演绎的
新中式美学重回顶端。国漫《中国奇谭》播放
破亿掀起风波，豆瓣9.5的高分更表达出新中
式对Z世代有着强大吸引力，《只此青绿》等
中式美学作品也席卷年轻世代。小红书“新
中式”相关笔记达833万篇，其中中式装修、
穿搭与妆容引领全新时尚潮流。

今年春节，“新春战袍”马面裙成为节日
爆款。全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曹县1月汉
服销售额达9.2亿元；春节期间，马面裙销售
额超过了3亿元。服饰是普通人对外表达的
一个重要的展示面，它也一直与文化认同、文
化自信有着强联系。这几年汉服的快速发
展，背后除了整个服装产业的审美、供给的变
化，更多的是以Z世代为主力的每一个普通
人的选择。据企查查统计，我国现存汉服相
关企业5853家。2023年，我国汉服相关企业
新增2686家，同比增长355.25%，达近十年增
速峰值。汉服要继续出圈，必须要寻找到下
一个“马面裙”。从设计者、制造商，再到营销
方，人们不仅要向老祖宗要素材，还要在新时
代找灵感。

随着Z世代正式跃迁为消费市场主力
军，未来如何与新生代群体形成更深入的情
感共识与消费连接，无疑是市场扩展的关
键。共鸣新生代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独
特文化与真实需求，品牌才能够真正走进新
生代，这是一道新考题。

一条 5 分 58 秒的视频可以还原一
件传统物件的“一生”。在视频中，博
主“山白”伴着鸟鸣、虫鸣割漆，在雨水
滴落的屋檐下制作徽墨，炼烟、取烟，
在春去秋来中等待洗烟，在蝉鸣声中
打墨、挂晾、描金上蜡，历经 500 天。去
年 4 月起，33 岁的向清标在平台账号

“山白”上发布系列视频，记录中国传
统手工工艺，他负责拍摄，23 岁的侄子
向宏俊出镜。其中，这条短视频《“一
两黄金一两墨”古法徽墨制作》发布后
立刻火了。抖音播放量破 3.7 亿，点赞
量超 1000 万。网友们惊叹于徽墨“落
纸如漆，经久不褪，纸笔不胶，丰肌腻
理”的特性，累计评论近 55 万条。近一
年时间，“山白”共发布了 38 个作品，
吸 引 了 990 多 万 粉 丝 ，获 赞 6500 多
万。夏布、油纸伞、龙泉印泥、白棉纸
等传统文化技艺在“山白”的网络空间
中焕发生机。

“用创作追寻和复刻传统手艺，让
它们被赋予价值，从而更好地得到保
护、流传下去。”这是向清标叔侄的初
心。为了还原器物制作的古法，他反复
查证每一个工艺步骤，数十本工具书翻
来覆去地看，《天工开物》他翻了上百
遍。而向宏俊则要反复尝试每一个制
作的细节，手要使多大劲，什么样的环

境最适宜，都要一次次试演。在他们的
视频里，时间的流逝、乡野的静谧，和古
法的精湛、匠人的精神巧妙相融。

平台上，像@山白一样备受关注的
传统文化内容创作者，还有不少，比如，
复刻出滚灯、火草衣、夏代绿松石铜甲
等传统物件的@李意纯，亲自上阵体验
打铁花、做鱼灯绒花的@江寻千（九
月），在短片剧情中融入京剧、舞狮、甲
胄等国风元素的@朱铁雄，编蓑衣、酿
果酒的@彭南科⋯⋯截至 2023 年 6 月，
抖音“乡村守护人”已吸引 30 余万名抖
音用户参与互动，累计带动乡村优质内
容传播超3900亿次。

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
文辉认为，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必要条
件之一就是拥有一定规模的受众群体，
关键在于持续收获新的认同群体。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2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26 亿
人。面对如此丰富的受众宝矿，刘文辉
表示：“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将传统价值
观寄托于每一则生动的故事里，在这样
的‘对话’中拉近了与年轻观众的心理
距离，实现传统文化的‘软着陆’，频频
与年轻群体实现双向奔赴。”

传统文化何以能通过短视频实现
“以文化人”？刘文辉分析，短视频的普
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审美主体，呈现出
大众性的特点。创作者围绕这一特点，
打造出具有文化记忆的作品内容，将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耳熟能详的故事
融入大众化的体验之中，确保创作者对
传统文化的编码与用户对其的转码相一
致，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引起用户的共鸣。

第一，在时间层面上，这类短视频把
过去与现在相连，将过往的经验与记忆
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当下不断
触动大众的情绪，并引导大家重新关注
传统文化。从2022年11月开始，博主李
意纯在视频中先后成功复刻出滚灯、火
草衣等颇具传统意蕴的物件。其中被誉
为“灯中之王”滚灯的视频，获赞超 240
万。有网友留言：“小时候年前挂各式各
样的灯笼！过完大年，就可以把灯笼拿
回家了，好怀念那时候的过年！”

博主“南翔不爱吃饭”花一年时间复
刻《红楼梦》中的冷香丸，也通过制作“红
楼梦美食”“失传名菜”“御制名菜”系列，
让更多人潜移默化地了解到中国美食文
化的博大精深。

@山白相继复刻了湘西传统“马儿
板凳”松木椅子、千年前的古老口红“朱
砂口脂”、“一两黄金，一两泥”的八宝印
泥、有着纸中“活化石”之称的汉皮纸等
传统物件。在一条点赞量高达 420 万的
视频中，叔侄俩还原了千年前油纸伞的
制作过程。向宏俊用不同颜色的丝线在
伞骨、撑骨间穿线，总计 3000 多针。看
完后，有人“很神奇地心静了下来”，更多
人被老祖宗的智慧震撼，他们将古法制
作的器物看作“中国奢侈品”，并感慨，

“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就是这样传承下来
的吧，很难不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第二，在社会层面上，这类短视频的
叙事与当下大众的共同经历相结合，构
造出一个具有共同经验的意义空间，并
通过角色、情节等来影响大众的情绪，达
到共情效果。比如朱铁雄的视频，以“遇
到困难—放弃—解决困难—实现变装”
的线条来呈现。在《好彩无借力，何以落
九天》一集中，主人公因不想当“没人看
的里子”而放弃敲鼓，后又为传承舞狮文
化而回归敲鼓，最终实现舞狮变装。也
正是因为主人公坚持做热爱的事情，使
网友也将“我”投射到短视频的内容之
中，激发情感共鸣。“我喜欢低开高走的
剧情，非常燃。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普
通人，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知道大家内心
追求的是什么，希望得到怎样的慰藉和
触动，我在跟观众共情，其实是在跟自己
共情。”朱铁雄坦言。

从曾经“一枝独秀”的李子柒到如今
逐渐形成的全新“传统文化宇宙”，这群
年轻的创作者正在用对传统文化的热
情，打动另一群年轻人。让我们期待，他
们在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
的基础上持续做创新，不断提升内容的
专业性和独特性，让观众观赏美丽、体验
惊喜，继而推动传统文化热从线上延展
到线下、延展到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

故事里的双向奔赴

心心相通的
文化记忆

Z世代出的新考题

作者：继明

会是新的流量密码吗
酷飒十足的武术招式，搭配丝

滑惊艳的特效变装，上一秒还是平

平无奇的小青年，下一秒就变成大

家熟悉的英雄人物——总台龙年

春晚节目《山河诗长安》中，表演者

朱铁雄的一段11秒的国风变装燃

炸全场。从孙悟空到哪吒，从二郎

神到“常山赵子龙”，朱铁雄用特效

变装的形式，展现国风人物的中国

式热血和浪漫。这些被网友称为

国风变装的“天花板”作品，“每次

看都一身鸡皮疙瘩”，累计收获超

亿点赞。

在短视频平台上，像朱铁雄一

样备受关注的传统文化内容创作

者，还有“全网不敢催更”的@山白、

@李意纯、@江寻千、@彭南科、@彭

传明、@南翔等，观察这些博主可以

发现，他们视频主题的共同点无一

不是“复刻浪漫中国”，产量极少，

点赞极高，涨粉极多，成就了非常

惊艳的数据。

江寻千在沙漠“打铁花”的视

频中，铁花绽放之时，观众在弹幕

中或引诗词相应和，或表达对传统

文化传承的关注，或感叹人类文明

的魅力，全网播放量超过2亿次，

“铁花易逝，但人情长存”，深度的

情感共鸣，解锁了新的流量密码，

打开了更为旷达的心灵空间。

“人群聚集瞩目是传承的关

键，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流量’，毋

庸置疑，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就是当

下拥有最大流量的‘舞台’。从传

播角度讲，这个‘舞台’，传统文化

不容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

说。他认为，传统文化所固守的是

内核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价值与身

份标记，而非单纯的外在形式，文

化延绵需要主动拥抱时代，不断与

新事物交融。尤其是在全球化的

今天，传统文化需要具备当代性和

世界性，用历史元素服务当下与未

来，才能成为人类共有的记忆而源

远流长。

在曹县，女主播们身着汉服走秀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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