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近日在

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此次拜祖大

典相关情况。据悉，甲辰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将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农历三

月初三）在中国河南·郑州新郑举办，现

场约 5000 人参加。

据介绍，甲辰年拜祖大典的主题

为“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包

括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共

拜始祖、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

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等九项仪程。

大典将同期举办网上拜祖和境外拜

祖，线上与线下结合、现场拜祖与境外

“同拜”互动。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

省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郑州市人

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承办，新郑

市人民政府协办。 渊张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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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传承 打破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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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甲骨文野活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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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并不野冷门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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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蟳跟潮流来当地体验，连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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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野根脉冶才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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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卢泽华 沈与时冤

簪花围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超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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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亿，网民使用

率为 98.3%。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视听用

户规模与排在第二的即时通信用户规模

差距进一步拉大，网络视听作为“第一大

互联网应用”的地位愈加稳固。

《报告》还显示，2023 年，移动互联

网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 435 分

钟；移动端网络视听应用人均单日使用

时长为 187 分钟，超过 3 小时。其中，短

视频应用的用户黏性最高，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为 151 分钟。

2023 年全年共上线重点网络微短

剧 384 部，较 2022 年（172 部）增加一

倍多。此外，调查数据显示，经常观看

微短剧用户占比达 39.9%，仅次于电视

剧 / 网络剧和电影 / 网络电影。其中，

31.9%的用户曾为微短剧内容付费。

据各平台数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12月，主要长视频平台作品存量超 12 万

部，网络音频、网络音乐总作品量超过

2.7亿个。网络视听内容规模庞大。同时，

2023 年上线的主旋律类长视频作品总

播放量达515.34亿次。《报告》指出，长视

频节目精品化程度提高，观看黏性进一

步提升。网络视听通过各类内容形态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已成为

文化“两创”的主要力量。

此外，《2024 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调

查》显示，“双治理”工作开展以来，电视

用户体验感受明显提升，对互联网电视

/ 网络盒子感到满意的用户占比达

89.2%，用户感受到电视操作更简单便

利、免费内容也增加了。

据叶光明日报曳

550 个网络正能量作品公开发布

2023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

播活动结果近日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发

布，550个网络正能量作品精彩亮相。

这些网络正能量作品用生动鲜活

的表达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以贴近网

民的视角展现身边的温暖善举，运用新

技术创意呈现大美中国。尤其在中国

网络媒体论坛上展示的代表性作品，更

是精彩纷呈，震撼人心。

《人民江山》创新话语表达，从多个

全新维度阐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有力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人

民的不变情怀，全网总阅读量达 1.5 亿

次。《跟着总书记学历史》第二季运用

虚拟拍摄、穿越机等技术手段，让主讲

人实地探访式讲述历史，带领网民沉浸

式走进总书记考察过的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关的重要地点。《风雨落坡岭》

从用户视角出发，用电影手法记录了

K396 次列车被困滞留 105 个小时救援

全程，在短视频平台实现了长视频的破

圈传播，展现了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一

个个平民英雄。《什么是云南》等作品

以独特视角展示中国之美，助力“一地

一品牌”建设，其中，“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网络 IP 全网阅读量超 280 亿次。

2023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

播通过一篇篇文字、一幅幅图片、一条

条音视频、一个个专题专栏、一项项主

题活动，发挥了正能量激励人、鼓舞人、

引领人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渊张勇 徐鑫雨冤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将于 4月 11 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