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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些年《百家讲坛》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构建起

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激起了大众对国学

经典研读的兴趣，到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等收视率火爆，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情持续升温。大学增设国学课程，中小学诵读国

学经典，名人著书演讲，小哥哥小姐姐着汉服吟诗作

对……“国学热”随处可见，并且呈现出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越高，热爱程度越深的社会现象。这背后，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以及大众对

于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从本质上来说，是国

人的一种文化自信，是文化寻根现象的折射。

2001 年，《百家讲坛》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

播，《易中天品三国》《王立群读史记》等系列节目火爆

荧屏，成为学生们课堂之外的知识“加油站”，也被广大国学爱好者所热

捧，易中天、王立群等一批教授、学者成功火出圈，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化

“网红”。

近些年来，《中国诗词大会》等一批传统文化类节目横空出世，在一众

娱乐节目中独树一帜，让大众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并唤醒了人们根

植于内心深处的诗心。《中国诗词大会》是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现已

成功举办了六季，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基本

宗旨，力求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带动全民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

古诗词，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

涵养心灵。无论是古典才女武亦姝，还是外卖小哥雷海为，正是他们对古

典诗词的这一份热爱与坚守，给我们带来温暖与感动。

探寻我们的文化之根
□ 伍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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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潮在哪儿？
□ 万芸芸

近几年，国潮之风愈演愈烈，品牌方创新

它、时尚圈关注它，专家们研究它，年轻人追捧

它……

那到底什么是国潮？其实，国潮的定义，至

今也无统一答案。有的将它狭义地指代某些国

货品牌，有的泛指某种消费理念，还有的用来特

指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产品的设计形式和设计

理念……理解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国潮”成

为一个热词，与“国风”“古风”“复古”等“近义

词”组建成“流行天团”，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

中国李宁上新了敦煌系列运动鞋，太平鸟

携手迪士尼推出了“花木兰的新衣”，RIO 鸡尾

酒与六神研发了“RIO 六神鸡尾酒”，就连手中

的奶茶借梗成语，拥有了乘坐高铁代购的诱惑

力……众多国货老品牌创新东方时尚，进阶国

潮品牌，一些新生力量借力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网红，这些当然都是国潮。但国潮之风盛行，显

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消费升级，更是一

种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

国潮契合了中国审美，浸润着东方美学。

今年，舞剧《只此青绿》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其

来昌巡演的消息一经发布，各种购票渠道一票

难求。其实，该剧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位故宫青

年研究员梦回北宋，窥见了 18 岁天才画家王希

孟创作《千里江山图》。舞台上，演员们全程无

声的演绎，拉高了审美门槛，但那侧旁腰起的慵

懒，发髻高耸的俏皮，准确到眼神的队列等，以

及抽象化的场景表达、东方式的纯写意……共

同营造了唯美浪漫之境，让观众只此一眼，念念

不忘。国博与艺术联姻，《只此青绿》演活了壮

丽山河，也诉尽了宋之风雅。

国潮是古老的、传统的、厚重的、深邃的，也

可以是流行的、时尚的、丰富的、轻盈的。如今，

更便捷的传播途径，更包容的社会环境，让国潮

更加俏丽多姿。河南卫视“火了初一火十五，火

了十五火端午”，相继推出的“奇妙游”系列节

目，深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频频引领国民

审美风向。

国潮还彰显了中国智造，承载着蓬蓬勃勃

的中国原创力。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主脉从

未中断，绵延至今。让五千年文化永葆年轻态，

定然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而需要在新时代新

语境中，注入新内容，契合新受众。始于传统，

忠于创造，成为众多国潮创作者、传播者的座右

铭——

银幕上，一部部国漫从传统文化 IP 中获得

灵感，也将时代特色融入二次元、三次元创作，

哪吒化上了烟熏妆，姜子牙竟敢忤逆师尊，孙悟

空化身为“忧郁大叔”，还有饕餮食人念想、鲛人

落泪成珠、羽人飞跃云城等，为动画这个舶来艺

术平添了独属东方的神奇瑰丽；荧屏上，越来越

多的国学课从教室搬进了演播厅，传统的讲义，

潮酷的比赛，新颖的戏剧式演绎等，形式多样，

让诗词成语国博历史等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流动的传统与生动的时代对接，五千年古老气

息的中华文化，正以年轻的姿态联通当下。

此外，国潮内蕴了中国气派，涵养着中国精

神。“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审美，中国人有中国人

的心态。”当那些国潮创作者、传播者，以高度的

文化自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时，那些国

潮的见证者、接受者，则生动诠释着，他们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止于自信，更有深层次的

价值认同。

新青年、新文化。今日之中国国泰民安，今

日之青年所见所识前所未有的开阔。千帆阅

尽 ，蓦 然 回 首 ，他 们 欣 然 发 现“ 国 潮 国 风 不 再

是老气、传统的符号，更是一种国际的文化浪

潮 ，一 种 新 鲜 的 生 活 方 式 ，甚 至 是 自 我 的 表

达。”那些融合时尚与中国本土元素和精神的

国 潮 ，如 一 簇 簇 篝 火 ，照 亮 他 们 的 个 性 追 求 、

青春热血。

国潮之风盛行，故宫文创，无疑是此中顶

流，引发了全民狂欢。传统色口红、海

水江崖纹手包、清风徐来耳环……文创

产品一个比一个酷；仕女比起了耶，皇

帝戴上了墨镜……海报一张

比一张潮，而前卫的设计，搞

怪的个性、娱乐的精神，无不

戳中了年轻人的心。此外，各

大音乐平台上，总有“古风”专

栏，各大文学网站的阅读榜单

上，历史、玄幻、武侠等作品每每榜上有

名，金戈铁马卫山河，刀光剑影战江湖，

执手相看诉衷肠，或高亢，或激扬，或缠

绵，描绘着中国人五千年来的精神世

界。

从“起初的青年潮流文化为

内涵，延展到涉足东方美学与文

化 传 承 ，甚 至 是 展 示 新 时 代

的文化自信”，国潮涵义不断

丰 富 。 回 望 历 史 深 处 ，即 使

远隔千年，却又近在咫尺，

那 缕 深 沉 的 文 化 情 愫 ，

在 国 民 心 中 从 未 消 散 ，

绵延亘古。

时至今日，“国风音乐”的定义仍然是模糊的，较为普遍

的一种解读是：“国风音乐”是一种融入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

元素，并与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相结合的新兴音乐流派。虽然

定义不明，却不妨碍它流行。早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华语

数字音乐行业季度报告》就显示，国风音乐与民谣、嘻哈、节

奏布鲁斯和电音成为“Z 世代”音乐用户最喜欢的非流行类

音乐类型。

国风音乐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风文化的影

响。21 世纪初，《仙剑奇侠传》《剑侠情缘》等中国古代背景的

武侠、仙侠类游戏风靡亚洲，其中《蝶恋》《水龙吟》等一批颇

具古韵的游戏配乐广受欢迎。一些玩家开始自发地为这些

配乐改编、填词、配唱，由此产生了大量二次创作的

音乐作品。那时国风音乐的创作与制作虽有些粗

糙简陋却真挚感人。

2010 年代，随着创作软件和录音设备的普及，

更多的游戏玩家和音乐爱好者参与到国风音乐的

创作中来。与此同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与日俱增的

影响力，国风圈的规模不断壮大，国风音乐也在不知不觉

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功能。这一时期，国风

圈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如《礼仪之邦》《赤血

长殷》等，它们或以当时流行的古代背景小说、游戏为参考，或以

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神话、诗词、历史人物典故为创作蓝本，是一

种“以乐载文”的表达形式，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 IP开发。

2017 年以后，“00 后”成为互联网内容的主要消费群体，社交媒体

的主阵地也从微博转移到了抖音。在“快消费”“短视频”的时代，人们

对国风音乐的审美产生了变化，“燃”“动感”“抓耳”成为受众的第一诉

求。于是，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将 Hip-Hop（嘻哈）、EDM（电子舞曲）和

Ｒ＆B（节奏布鲁斯）等西洋音乐元素融入国风音乐，创作了《寄明月》

《芒种》《红昭愿》等更加时尚化的国风歌曲。尽管对于这种“破局”各方

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探索着国风音乐发

展的更多可能性。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国风流行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经历了“哈日

哈韩”“哈美哈欧”，音乐爱好者真正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更多专

业的制作团队和音乐人投身于国风音乐的创作和演唱，一些电视台和网络平

台甚至专门为弘扬国风音乐打造了一系列节目，如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叮

咯咙咚呛》、广东卫视的《国乐大典》、爱奇艺的《国风美少年》和优酷的《中国潮

音》等……这些力量的推波助澜，无疑是国风音乐“破圈”的重要一步。

从“二次元”音乐爱好者“圈地自萌”的小众文化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国风

音乐天然带有年轻、包容、充满实验性的艺术属性。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国风音

乐蓬勃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才会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音乐爱好者、

制作人愿意将国风作为文化创新的试验田，国风音乐也才得以在发展进程中

愈发成熟并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

对动漫观众来说，2015 年的电影暑期档的最大

惊喜，无疑来自国漫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9.57
亿元票房，8.4的豆瓣评分，也让该片与同年上映的诸

多大片相比并不落下风。这样的数据，让多年来被

进口动漫电影打压的国漫电影长出一口气，也让观

众惊觉，国漫原来并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喜羊羊与灰太狼》。

观众发现，孙悟空变成了一位长脸、头发蓬乱、满脸颓丧的“忧郁大

叔”，在五行山下困了五百年后，他不修边幅，不再法力无边。唐僧还不

叫唐僧，只是个叫江流儿的小和尚，善良，话多，勇敢且富于行动力。猪

八戒与托塔李天王合体，大妖王混沌则前所未见。观众看到的大圣，已

然不是原先熟悉的《西游记》，电影借用《西游记》的元素，讲的是一个更

现代，有着全新解读价值的故事，或可概括为对诺言的信守，也可概括为

生命的挣扎或突围。总而言之，《西游记》变了，国漫电影也变了，也许从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始，国漫电影可以不再只属于孩童，还可以多一

点明亮但复杂的人性因素。

其实，大银幕之外，中国动漫早已有了可喜的变化与成就，2007年首

播的古装武侠动漫《秦时明月》，就凭借精良的制作，出彩的人物设计，曲

折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让大众对国漫有了新的期待。之后《侠岚》

《画江湖之不良人》等，则将国漫推向新的高峰。若将视线稍微放长，《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成为爆款，其实也不算太令人意外，而应该是国漫崛起

必然的章节。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国漫电影票房有起有落，直至 2019 年，

《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50.35 亿元的超高票房，占据当时的中国电影史

票房榜第二名。有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成功，《哪吒之魔童降世》魔

幻般的成功就不难理解。念着“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

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的哪吒，远不是人们印象中眉目

清秀嫩藕一般可爱的孩子。堪称史上最丑的哪吒，出人意

料的故事走向，关乎教育与个性、命运与对抗命运的话

题，带来了巨量的观影人群。国人此时再说国漫崛起，

大概已有充足的底气。

此后，《姜子牙》《哪吒重生》《白蛇·缘起》等同样获

得了高票房，口碑略有参差。或许，在国潮盛行的当

下，根植中国文化元素与新形象构成反差，让

传统人物与新的故事内核形成新的有机体，

讲好一个出彩的、拥有孩子视角却并不低幼、

不拖沓的中国故事，去引领观众求新求变的

观影心理，才是国漫崛起的必经之途。

国风的“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特有的风格。

汉服出行、汉服婚礼、民乐新奏、非遗传承……近年来，国风

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融入生活，成为当代人文与生活价值观

的新潮流。

承托得住历史，才奔赴得了未来。国风之所以“出圈”，因其

并非将传统的、古典的文化元素加以简单堆砌，而是将东方审美的意境、处世

哲学的中正、昂扬崇善的情愫予以创新表达。意蕴悠长的表达，让人从中获得

丰沛的精神滋养，在喧嚣与浮躁的生活中学会思考。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2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国风美学触动了无数观众

的心弦。惊艳亮相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历史之美、山

河之美、文化之美跃然舞中。此外，戏曲荟萃节目《生生不息梨园情》、景观太

极《行云流水》、武术节目《乳虎啸春》、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等，国宝、戏曲、

武术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纷纷精彩呈现。

在北京冬奥会上，国风之美也于无声处展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向

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2 月 4 日，四年一度的冬奥会开幕式在北京举

行。这一日，恰逢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倒计时短片以二十四节气作

为设计灵感，每一个节气都对应了一句诗词或俗语，绝美又梦幻。中国结、“折

柳”送别……在闭幕式上，国风再现，完美诠释了中国人的极致浪漫，向世界传

递出东方大国的气概与胸怀。

饱含生命力的国风，仅仅用“流量密码”去笼统概括是不妥的。相反，它既需

要时间去沉淀和生长，不急不慢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提炼，也需要

大胆吸收时代元素，创新表达方式，破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播之道。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生活在“Z 世代”的年轻人主动拥抱中国传统文

化，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一组数据引以为证一组数据引以为证：：20212021 年年，，BB 站国风爱好者人站国风爱好者人

数超数超 11..7777 亿亿，，1818--3030 岁人群占比约七成岁人群占比约七成。。不仅如此不仅如此，，他们还用自己的才华与特他们还用自己的才华与特

长长，，借助新兴传播渠道的力量传承与推广国风借助新兴传播渠道的力量传承与推广国风。。比如比如，，9595 后姑娘彭静旋留学期后姑娘彭静旋留学期

间身穿汉服在欧洲街头弹古筝间身穿汉服在欧洲街头弹古筝，，生动诠释生动诠释““音乐无国界音乐无国界”。”。

国风盛行的背后国风盛行的背后，，激扬的是深沉的文化自信激扬的是深沉的文化自信，，镌刻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镌刻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

气质和精神品格气质和精神品格。。在这东方时尚里在这东方时尚里，，我们有幸我们有幸，，感知中国的世界感知中国的世界，，遇见世界的中国遇见世界的中国。。

国潮是真的潮国潮是真的潮国潮是真的潮
国
乐
当
道

国
乐
当
道

从“圈地自萌”
到“实力破圈”

□ 凌 瀚

当孙悟空
化身“忧郁大叔”

□ 田宁

东方时尚里的
文化自信

□ 齐美煜

国
漫
崛
起

国
漫
崛
起

国
风
流
行

近年来近年来，，国潮之风席卷各领域国潮之风席卷各领域，，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消费升级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消费升级，，更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精神
层面的文化现象层面的文化现象————

特特别策划

舞剧《只此青绿》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