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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圈”

【要报要点】本期要报建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宣传的

过程中应创新演绎方式，突出现代感、高品质和包容性等特点，

主动对外发声，转变“送文化”方式，重视从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中发掘文化力量，鼓励各国民众共同参与讲好中国故事，多

举措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圈”。

近期，以河南传统节日奇妙游系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全新讲述方式，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可亲可感、平

易近人、现代时尚的演绎方式将深邃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魅力充分展现，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引发了国潮热。

一、河南文化成功“出圈”的要素

（一）富有现代感。形式上的现代感是吸引人关注的钥匙。

善用“文化+科技”，用最时尚、最前沿、最酷炫的表达方式

对传统文化进行展示，让文物活在当下。河南卫视“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借用“网综”“网剧”等表现手法，借助AR（增强现

实）技术、3D动画与漫画转场吸引年轻粉丝，剪辑不同片段用

在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流量入口予以传播，用好“热搜”

“推荐”等第一时间实现口碑营销，无数人的消费和互动，以

润物细无声方式实现了文化传播。

（二）体现高品质。品质感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艺术

感。美轮美奂的呈现形式是优秀文化讲述的基本要求。精选有

代表性、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化地标和文化元素展现中华之美，

精准传播中华美学理念。二是精致感。比如为了真实还原龙门

石窟的雕像形象，节目团队前后 8 次到龙门石窟踩点，搭建了

99 台相机，以“子弹时间”的专业手法 360 度展现演员的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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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节目的细枝末节也都能“引经据典”，体现着编导的精

益求精。三是启发性。好的文化内容可以引发人对自我、对自

然、对社会的深入思考，好的文化内容可以启发受众对人文领

域的好奇心，激发受众对文化内容的再认识。文化内容是在不

断传播和互动中丰富生长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河南的

考古盲盒、只有河南驻场演出等系列精品“出圈”之作，无一

不是得益于受众“口碑传播”。

（三）突出包容性。展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

广阔胸襟，这也是金刚与飞天共舞能够引发共鸣的重要原因。

每个人都能够从和而不同的文化汇聚中找到自我文化价值的

实现。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平等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善意

的接纳、巧妙的融合、精彩的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和态度与开放胸襟。

二、以“破圈”思路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圈”路径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应吸收河南“中国节日”系列的经验，

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主动”比“被动”更有效。善于把握时间节点和

重要事件，主动对外发声，掌握话题引导权。比如：在云南野

生象群迁徙上，世界各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大多持客观、

友好的态度。这与我国主流媒体注意把握时点，主动回应外界

关注是分不开的。这启示我们对外传播应善于发掘和引领超越

国别、民族、种族边界的文化议题，比如，战争和武装冲突对

当地文化遗产的破坏，就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许多

受到战争影响的区域都是历史悠久、文明遗迹丰厚的地区，这

些地区的文化遗产是世界的共同遗产。通过呼吁对战乱地区文

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尊重，能够引起全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广泛

共鸣。

（二）“有效”比“形式”更重要。应以诚相待、顺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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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传播，突破以成就展示为主的传统思路，采取轻松愉快的故

事讲述方式，不满足于传统的新闻宣发稿件的方式，多角度营

造“可爱中国”形象。应转变“送文化”方式，发挥对外文化

贸易的作用，让中国文化更有价值的传播出去。利用好文化创

意产品这种文化传输载体，让受众无形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2022 年北京冬奥期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的火

爆现象说明，有创意的文创产品是能够受到不同民族认可和喜

爱的。文创产品的热销也启示我们，可考虑将文创产品纳入出

口贸易重点扶持产品项目目录，提升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的文化

内涵，支持具有文化附加值的文化装备和智能文化终端等产品

类别的对外输出。

（三）“众乐乐”比“独乐乐”更“圈粉”。鼓励各国民

众共同参与讲好中国故事。借助一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对中

国友好的文化传播力量，特别是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民众。比如，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京通过在京的外国人士讲述自己的生

活经历，向世界展示北京抗疫有力度、有温度的故事。利用世

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向外国捐助抗疫物资，以会员城市的现身说

法向世界展示北京的责任担当，塑造中国与全球同呼吸共命运

的人性化形象。在冬奥期间北京市新闻中心举办的每一场关于

北京城市发展情况的专场发布会、精准到位闭环管理、简约大

方开幕式和闭幕式、丰富多彩的城市展览活动以及各具特色的

美食美宿，让每一个来京参与冬奥的国际人士都成为了中华文

化的自动传播者，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中国形象。

（四）“接地气”比“高大上”更走心。要善于从小处着

眼，重视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化力量给民众带来的幸

福感与获得感，讲出中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念的价值所在。

总结每一个出圈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都是从“小我”

出发，实现小切口、大纵深。比如，2022 年 B 站“五四”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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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莫言寄语青年人的不被狂风吹倒，2021 年火遍中国《觉醒年

代》中陈独秀父子的亲情互动等。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简单

朴实的语言表述更能打动人心，也更能够传递文化的本质。又

比如，北京今年推出的京城 24 小时系列，就是以 24 小时为单

位，邀请名家写文章，讲述在这一时刻的北京故事，广受赞誉。

一粥一饭，一时一刻，看似普通，却内涵深厚，涵义隽永。这

些活生生的案例，也更能直抵人心。

采用情况：本文于2022年5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

野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课题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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