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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谈论传统文化时，他们在谈什么
代表委员热议“东方美学出圈”

马面裙供不应求、文博场馆一票难求、文创产品成“奢侈品”……“国潮”强
势崛起的背后，是年轻人的基因觉醒，是文化自信的支撑，是一脉相承的家国
情。当Z世代在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get东方美
学的方式是什么？今年全国两会，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信，也是代表
委员们畅谈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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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文化传承发展的主力军。如何保
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这届“血脉觉醒”的
年轻人有话说。

在汉服圈，00后张淑文以“诸葛钢铁”的
圈名为人熟知。在短视频平台，她是拥有48
万粉丝的博主，通过仿妆让网友们了解传统服
饰的魅力。“接触汉服仿妆已经三年多了，一开
始我是自己去学习了解，现在我也能给大家科
普，讲讲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这已经成为我生
活里的一部分。”2023年，张淑文还拥有了一
个新身份——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经济与文
化专业委员会宣传大使。她认为，传统文化的
教育从孩子抓起很有必要，希望在教学方式上
能有更丰富的体现。“我也会一直致力于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作品，把中华传
统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历史不再停留在课
本上，带着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短视频平台为内容创作、传播提供了广阔
平台。张淑文希望，可以培养更多不同领域的
国风博主，让更多人了解相关知识，看到文化
之美。“可以通过视频平台，比如国风变装博主
等，让更多人产生兴趣，去关注。”00后易小钰
觉得，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也是很好的文
化传播载体，很多年轻人会追剧追到文化自信

“燃”起来。“很多影视作品出圈以后，就会引发
大家对某种服饰、某种特色文化等的关注。”

00后青年魏子星建议用数字化去赋能传
统文化，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创新展现形式，以
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去传播传统文化。

被汉服、新中式戳中“心巴”
Z世代眼中东方美学是“顶流”

年轻新声浪

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破圈”？
看00后的打开方式

两会好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陈澄：
用年轻人喜欢的
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圈粉”

全国政协委员詹勇：
鼓励更多的艺术家和创作者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

在202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中国传统
纹样创演秀《年锦》惊艳四座，让网友直呼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式审美”“再次证明国
人审美自古就是世界‘顶流’”……全国政
协委员、江苏省国画院艺术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詹勇表示，这样的创意节目不仅让
观众欣赏到了传统图案纹样的魅力，更让
大家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他还关注到，荧屏之外，是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在当
下这个信息文化多元的时代，年轻人对传
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显得尤为珍贵。他们
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从中寻找自己的
文化根源，这无疑是对文化自信的一次有
力彰显。”

在詹勇看来，以《年锦》为代表的东方
美学的“出圈”，也为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传
统文化并不是僵化的、过时的，而是可以与
现代艺术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詹勇表示，我们不仅要加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还应该鼓励更
多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
感，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使中
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
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
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
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淮剧博物
馆演员、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澄欣喜地注
意到，淮剧观众的面孔越来越年轻了。“比如
淮剧《小镇》已走过全国17个省份，演出了
200多场。我们收获了不少95后、00后戏
迷，我们演到哪儿，他们‘追’到哪儿。”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一些戏曲、书法、
美术从业者开始通过线上展演、分享，打开
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局面。”陈澄以她从事
的淮剧表演为例说，很多人没接触前，认为
可能听不懂看不懂。这几年，演员们在网
上发布戏剧小片段，用方言翻唱歌曲，分享
化戏妆、练功的演出幕后花絮……不少网
友留言表示很感兴趣，还有人主动走进剧
场看演出。

“要吸引年轻人，就要用年轻人喜欢的
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圈粉’，才能打开传
播路径。在此基础上，让年轻人从传统戏
剧的人物形象、戏曲唱腔中感受到直击心
灵的真善美，满足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探索
需求，这才是‘出圈’的核心密码。”陈澄说，
她了解到，不少年轻人看后说“原来戏剧这
么美”，还有的人认为“看戏是一件时髦的
事情”“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陈澄认为，两方面的人缺一不可，一是接班
人，二是观众。“文化传承要从娃娃抓起，让
孩子先接触到这些，才能慢慢培养出兴趣
和喜爱。”她建议国家文旅、教育等部门携
手，出台相关政策加强青少年传统文化教
育，开设多元化的传统文化课程，不仅要将
年轻的传承人培养成才，还要让年轻的观
众也逐渐多起来，培育传统文化“沃土”。

从“尔滨”爆火到各地文博场馆一
票难求，从文旅局长“各种卷”到网友们

“一不小心拍到了语文课本”……全国
旅游市场的热度可谓一波接着一波。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灵山文化旅
游集团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无锡拈花
湾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
平时刻关注文旅行业的发展动向。此
次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他带
来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人工智能在文旅
行业中的应用的建议》，建议文旅行业
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助推传统文
旅向数字文旅迈进，让“诗与远方”触手
可及。

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国
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部
署加快智慧旅游发展、推动科技赋能旅
游等。作为旅游行业从业者，吴国平一
直在思考如何转化文化、创新产品、提
升服务、构建品质。“近年来，随着AI等
新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给文旅业带
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改变。”吴国平在
调研中发现，AI在各行各业中有了较
为丰富的应用，但在文旅场景中AI的
应用比较浅显，主要集中在人脸比对识
别入园检票、安全预警等环节，仍处于
一个初级的阶段，“而且一些从业者对
AI的认识不够，数字化综合型人才短
缺，AI工具还需进一步研发。”

“随着‘村超’火爆、‘尔滨’出圈等
现象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文旅正悄
然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从商业价值
向情绪价值转变。”吴国平表示，当下的
文旅，不仅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养商学
闲，且直接、间接关联的产业多达100
多个，具有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应
用场景多的特点，具备让以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技术落实到产业化的基础，具
备让新技术驱动产业发展的条件。“文
旅行业需要转换动能，用科技创新来大
幅提升效益效率，以此推动传统文旅向
数字文旅迈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吴国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文
旅业特点，紧跟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趋
势，加大指导力度；鼓励有条件的文旅
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专项资金支持
力度，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企业进
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
再造、产业链提升。此外，他还建议鼓
励校企合作，在人才的引、育、留、用等
方面给予政策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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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诗与远方”
触手可及

全国人大代表吴国平
建议加快AI技术在文旅行
业的应用

吴国平

扫码看视频

在年轻人的基因觉醒下与自发传承中，东
方美学正在与时代接轨并焕发新的生机。被
中国美戳中“心巴”背后，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
自信。

在南京各大景区，经常能看到穿着汉服出
游的年轻人。在老门东的城墙下，来自浙江台
州的00后姑娘牟宜庭身着一袭蓝色汉服，尽
显清雅气质。“咱们东方美学主打的就是一种
气质，沉稳、内敛、典雅。”牟宜庭说，以前主要
是通过课堂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而在新媒体时
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社交、短视频
平台去感受国风魅力。

00后青年易小钰会在每日穿搭中融入国
风元素。“无论是旗袍还是新中式服装，东方美
学自带一种意境美，穿出去走在街上，与城市
里的古建筑、街景也十分相衬，拍照很出片。”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仅仅是
服饰，就有各种品类。杨幂带火“新中式”、《繁
花》热播再掀“旗袍热”、迪丽热巴出圈表演引
发民族服饰追捧热潮……在95后青年赵玉科
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穿着国风服饰、
新中式服装出街，不仅是一种时尚潮流的兴
起，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自信的表现。“中国的
服饰很多元，穿出来很漂亮，让更多的人愿意
尝试，这本就是一种很好的传递文化的方式。”

除了服饰，中国的建筑、戏曲、舞蹈、国画等
都是东方美学的代表。00后青年张张（化名）
平时会看一些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科普视频，
他也很喜欢逛博物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华
流才是顶流，我们要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要把东方之美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陈澄

詹勇

张淑文

张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