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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创新路径探析
———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胡 妍 妍

摘　 要：２０２１ 年，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把优秀传统文化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的融媒产品，以传统

文化的创新呈现、现代表达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好评不断。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年轻时尚的表达、全覆盖的融媒传播、电视 ＩＰ 的产业转化、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等激发

了体验经济和参与式文化的巨大活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唱响中国风，用现代科

技赋能，在理念、实践、产业层面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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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节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中最为饱满

的部分，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蕴
含着祇敬感德、礼乐文明的深邃文化内涵。 ２０２１
年，河南卫视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和创作主线，在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

等中国传统节日到来时，连续推出“河南春晚” “元
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七夕奇妙

游”“中秋奇妙游” “重阳奇妙游”等系列特别节目，
以传统文化的创新呈现、现代表达引起全民关注，外
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竞相转发

并高度赞誉。
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①河南卫视制作的《唐宫夜宴》 《洛神水赋》
《龙门金刚》等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节目的火爆出圈，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用现代技术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动起来、让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利用现代传播技术让丰富

的历史文化家喻户晓。
河南卫视依托中原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创作

出穿越时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奇妙”系列节目，
把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变成看得见、摸
得着、可体验的融媒产品。 深入分析河南卫视“中
国节日”系列节目成功的原因，总结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表达创新的方式方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二、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理念创新

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作为文化符码的影像，在理念

上不断创新，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一
方面将传统文化进行影像符码的转换，使观众能够

感受传统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蕴。
１．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

中华美学精神潜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是与中华民族相伴相生的一种独特审美精神，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审美层次独特而集中的体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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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意象情趣化表达。 在河南卫视牛年春晚节

目《唐宫夜宴》中，１４ 位唐朝的宫廷少女乐师，体态

丰腴，画斜红妆容、着三色襦裙，表情俏皮，好似从博

物馆展厅中复活走出来的。 她们含胸踱步、低头扭

腰，穿梭在《千里江山图》 《明皇幸蜀图》 《簪花仕女

图》《捣练图》等一幅幅名画之间，人们随着她们的

脚步观赏这些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 正如法国哲学

家丹纳所说：“因为喜好来自于情感，所以一件东西

想要赢得我们的喜好，它所表现的内容就必须与我

们的心境相一致。”③这个观点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意象情趣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它是心借物的形

象来表现情趣……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者意象情趣

化时心中所感到的‘恰好’的快感。”④如果这种美

能够引发人们曾经的情感体验，和人们内心深处美

的形象不谋而合，就会得到人们情感上的认同和喜

爱，使人获得深切的愉悦体验。 在“元宵奇妙夜”
上，豫剧《五世请缨》延续《白衣执甲》的现实意义，
古有佘太君百岁出征，今有边防将士舍生取义，４ 位

佘太君齐声高唱：“少年人盼的是立功边境，年老人

我喜的是一门忠贞。” 《五世请缨》用传统戏曲形式

表达对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铁胆忠心的赞美，赋予

古老的豫剧以新的时代意义。
（２）意境诗意化表达。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

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

无穷的诗意空间。 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虚实有无

的协调，既生于意外，又蕴于象内。 在河南卫视“中
国节日”中许多节目都体现出这种景中有情、情中

有景、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在“清明奇妙游”实景版

舞蹈《纸扇书生》中，书生们儒雅有礼，风乎舞雩咏

而归，他们一路辗转，途经嵩阳书院、嵩阳寺塔、中岳

庙、老君山，兼容并包“儒释道”三家文化。 在“端午

奇妙游”里，舞蹈《洛神水赋》（原名《祈》）中身着五

彩霓裳的洛神在洛水中翩翩飞舞，衣袂飘飘，璎珞玉

佩叮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文称赞：“难以置

信的美丽！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七夕奇妙游”
开场舞《龙门金刚》中，飞天从空中飘落，衣裙飘曳

间，幻化成无数的飞天，她们各持乐器起舞、飘逸妩

媚。 而眉宇间透出威武之气的金刚力士，举手投足

间表现出“无坚不摧、万毒不侵、至刚无敌、金刚不

坏”四重境界，正是历经种种洗礼、千难万险却依然

坚韧顽强、屹立不倒的中国精神的象征。 “中秋奇

妙游”紧扣团圆相聚的主题，《墨舞中秋帖》用舞蹈

演绎出王献之的书法名帖《中秋帖》的意蕴，舞蹈与

书法的跨界融合惊艳世人。 作为河南卫视 ２０２１ 年

收官之作的“重阳奇妙游”，突出“登高、赏菊、敬老、
情感”主题：舞蹈《有凤来仪》表现了凤凰的美好、坚
韧和吉祥；舞蹈《逍遥》将“斗酒诗百篇”的盛唐诗人

李白化为持剑的“侠客”，舞动于山水之间，展示出

洒脱豪迈的“诗仙”李白形象。 整场晚会表现出重

阳节这天家人的团聚，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福，对亲

人、朋友和国家都饱含着浓浓的情感。 这就是中华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一脉相承

的共同情感，当他们以《唐宫夜宴》中的唐宫小妞、
《洛神水赋》中的洛神、《龙门金刚》中的飞天和金

刚、《广寒宫》中的嫦娥、《有凤来仪》中浴火重生的

凤凰等形象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时，一下子就击

中了当代人的心灵，这是一种久违的、深藏在每个中

国人心底的亲切和感动。
２．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符码转换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符码的一种，可以从象形符

码的“能指”转到图示符码、体验和情感符码的“所
指”，从而具有更为复杂深刻的文化内涵，给予观众

进一步解读或联想的空间与可能。 意大利符号学家

艾柯认为：“同语言学符号一样，影像符码也是任意

的、非理性的、程式化的，也是人为约定并独立于现

实之物的电影语言。”⑤影像具有文化符码的属性，
视听传媒能够将传统文化进行影像符码的大批量全

领域复制、辐射，使观众能够最大程度地感受传统文

化独特的审美意蕴。
（１）文学符码到绘画符码的转换。 河南卫视端

午节晚会开场舞蹈《洛神水赋》题材来源于东晋画

家顾恺之传世名画《洛神赋图》，《洛神赋图》的灵感

来自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 这是一个由文学

符码到绘画符码再到影像符码的转化。 顾恺之使用

横轴式构图，用远山近水、远树近流设置成类似于舞

台的背景，将《洛神赋》的各个情节串联起来，画面

中每个空间都代表着一个剧情，随着景致的穿插，观
众像阅读连环画一样，走进曹植和洛神奇遇的整个

过程，画面中洛神时而在清流中和湘水女神、汉水女

神嬉戏，时而在山林中边走边看，顾盼生辉，身姿轻

盈。 这正是曹植在《洛神赋》中描述的“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髣髴兮若轻云之

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

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顾恺之运用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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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想象把文学符码成功转换成图像符码。
（２）绘画符码到影像符码的转换。 河南卫视的

制作团队又是怎样把静态画面《洛神赋图》转换成

影视视听节目《洛神水赋》的呢？ 首先，画面的场景

选择在水下完成，实现洛水之神“翩若惊鸿，婉若游

龙”的演绎效果。 每一个完美动作的拍摄都需要全

体人员的一波“神操作”，演职人员在水下拍摄了 ３０
多个小时，每天反复下水达到 ２００ 多次，约 ５０ 秒换

一次气，拍摄 ２００ 多条、１００Ｇ 左右储存量的素材，然
后经过后期剪辑合成、调色加环境设置包装，最终呈

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美轮美奂的 １ 分 ５４ 秒的舞蹈。
其次，洛神人物的选择要符合影视动态画面的要求，
除了有姣好的面容和身姿之外，还要有水下舞蹈的

能力，而舞蹈演员何灏浩曾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现在

是水下美人鱼游泳教练，参演过电影《美人鱼》的拍

摄，具有影视拍摄的经验。 河南卫视的制作团队正

是运用视听影像技术，通过感知符码、认知符码、图
示符码、传输符码、情感和体验符码等，将洛神“翩
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动态感和惊艳感呈现了出来，
赋予在中国传说中流传数千年的洛神以生命。 河南

广播电视人凭着执着的敬业精神和完美的专业技术

完成了拍摄，把深藏在人们心中的美神展现出来。

三、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实践创新

河南卫视用长期的实践探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文化类节目的原创

性实践、传播方式的融媒化实践和受众群体的年轻

化实践，打造一个个展现传承与创新的舞台，体现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原创化的文化节目

河南卫视始终坚持栏目的原创性。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河南卫视就开始了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

的探索：１９９４ 年，创办戏曲栏目《梨园春》；２００３ 年，
推出武术搏击类栏目《武林风》；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开播

鉴宝类栏目《华豫之门》；２０１３ 年，与爱奇艺联合制

作《汉字英雄》，成为原创文化节目的旗帜；２０２１ 年，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影响巨大。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郑州召开“‘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暨文化节目创作座谈会”，总结推广河

南广播电视的工作经验。
近年来，河南卫视一直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探索实践，而 ２０２１ 年的“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正是它长期坚守、不断探索的成功

案例。 年轻的制作团队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传统文

化，通过奇思妙想创新形式，用科技发展赋能传统文

化。 这些节目体现出的共同气质和特点是“洋”与

“潮”，节目立意“洋”，节目表现“潮”，这种特质的

根本是文化自信。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产生了积极的辐射效应，随后央视和其他省市广播

电视台纷纷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制作了《中秋

晚会》《典籍里的中国》《登场了，洛阳》等电视节目，
从重视流量明星、娱乐至上的节目创作理念中走出

来，让国风国潮成为荧屏的生力军。
２．融媒化的传播路径

“中国节日”特别节目的创作团队在节目制作

环节大量运用“ＡＲ＋５Ｇ 技术”，将虚拟场景和现实

舞台浑然结合，科技感和现代感共同呈现出震撼人

心的视听效果。 在产品分发和传播上形成“移动优

先”策略，在节目创意时就把“小屏”作为主要阵地，
网络比电视大屏提前半小时直播，以小屏“爆火”带
动大屏。 选取 Ｂ 站跨界合作，带动 Ｂ 站话题热潮，
提前放出精彩片段，带动网友反向寻找。 与快手合

作，联合腾讯、今日头条、新浪、百度、抖音、一点资讯

等国内头部互联网平台对节目进行全网宣发，实现

在手机端、ＰＡＤ 端、网页端、传统电视及 ＩＰＴＶ 用户

端等各类屏终端全覆盖，同时在微博、抖音、快手等

网络社交平台统一设置话题。
河南卫视一方面利用传统媒体自有阵地宣传，

同时与多家社交平台和视频平台合作，根据不同平

台的调性，对不同兴趣的网友进行针对性内容包装

和制作。 例如：短视频平台支持垂直类的账号，Ｂ 站

注重真诚的互动，微博则是包罗万象的开放舆论场。
所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首先是在网络走红，点击

量不断攀升。 而这种传播手段的全覆盖，正是传播

年轻化、现代化的表现。
３．年轻化的表达手段

首先，制作团队关注年轻人的兴趣点。 抓住年

轻人的眼球，就抓住了文化的未来。 《唐宫夜宴》的
受众群体以“９０ 后” “００ 后”的年轻人为主，这是因

为《唐宫夜宴》的故事线与年轻目标受众的心理契

合度贴近。 这些“９０ 后”“００ 后”年轻人是在多元文

化交织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他们看日本动漫，吃韩

餐，玩日韩的游戏，听欧美的音乐，但同时身穿汉服、
衣着唐装在大街上、校园里穿行。 女孩子温婉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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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子飘逸儒雅，这表明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喜

爱。 当看到以《唐宫夜宴》和《洛神水赋》为代表的

中国灿烂而辉煌的历史以视听盛宴的形式惊艳世人

时，立即引燃了藏在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其次，使用年轻人喜爱的节目编排方式。 从

“清明奇妙游”开始，“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编排结

构就确定了“网剧＋网综”方式，引入原创人物和故

事线，用剧情的方式把以综艺形式呈现的节目串联

起来，通过年轻人喜爱的古今穿越剧模式把古代和

现代、科幻和真实连在一起。 “七夕奇妙游”中年轻

的宇航员唐小天被一位衣裙飘曳的飞天带领，穿越

时空来到千年前的大唐东都洛阳，和唐代百戏艺人

唐小可、医圣传人唐小竹共度七夕女儿节，开启了一

段奇妙的旅程。 《龙门金刚》是“七夕奇妙游”中最

具科技含量的节目，舞蹈使用了实景拍摄＋ＡＲ 增强

现实技术，其背景龙门石窟是航拍实景采集的，后期

用计算机进行三维建模、染色，这才有了飞天和金刚

在舞蹈结束时化作金色尘埃附于大佛身上、窟内所

有佛像在一瞬间变回刚建成时熠熠生辉的模样。 在

“重阳奇妙游”中，年轻人喜欢的 ＧＡＬＡ 乐队演唱的

热血歌曲《追梦赤子心》，画面里是年过半百甚至是

耄耋老人，有的在练书法，有的在跳芭蕾和街舞，有
抗美援朝老战士，有医学、航天等各领域资深专家。
这种反差性极大的表现手法找到了与年轻人共鸣的

契合点，在突出重阳节敬老、爱老的主题中，给予年

轻人以激励和感动。
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正是借助年轻人喜闻乐见

的方式和手段，作品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年轻化不断

吸引年轻受众。 正所谓节目是传统的，表达是青春

的；节目是历史的，制作是现代的。

四、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产业创新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破圈”传播，
引发文创热、博物馆热、文旅热，带动了文创产业的

发展。 中国电视节目的衍生内容作为 ＩＰ 产业链上

具有重要商业价值增长点的环节，能够创造独立价

值、开拓市场空间，已经成为各平台系统化、规模化

布局的重要手段。 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产业化路径转

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消费升级

的重要途径，让优秀传统文化辐射出更大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

１．以文化创意为核心

“原创、创新是整个创意产业赖以安身立命的

灵魂。 创意产业不仅能够创造直接价值，还能够通

过为相关产业提供创意，赋予其文化内涵而创造间

接价值。”⑥近年来，故宫文创和敦煌文创都有不凡

的表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北京故宫推出了系列彩妆，
其设计灵感取材自颐和园保存的文物———慈禧寝宫

“百鸟朝凤”刺绣屏风，一经推出备受热捧，２４ 小时

就在天猫售出超 ４０００ 支。 敦煌文创与知名手游《王
者荣耀》《梦幻西游》联动，敦煌研究院的合作对象

是 ｋｉｎｄｌｅ、华为、腾讯等知名大企业，《王者荣耀》的
飞天皮肤更是成为当年热点话题。

唐宫 ＩＰ 也带动多款文创商品。 河南卫视以“唐
宫”为旗，成立唐宫文创集团，负责对唐宫夜宴和

“中国节日”系列 ＩＰ 进行运营。 目前，唐宫文创持

有唐小妹、洛神和龙门金刚三大 ＩＰ 形象，已自主开

发产品 ９０ 余种，涉及非遗传承、生活美学和快销产

品三大类别，和多家企业联名开发 ＩＰ 产品，并利用

联名企业销售渠道推向市场。 在下一阶段，唐宫文

创产品开发分为“中国节日”系列、城市礼物和常规

产品三个方向发展，继续扩大 ＩＰ 影响力，丰富文创

产品种类。 根据中国传统节日特性，推出特色文创

系列产品，借助各渠道进行销售。 唐宫文创目前重

点打造中秋节、重阳节及春节这三个中国重要传统

节日的系列产品。 中秋节系列产品开发了月饼礼

盒、皮影戏套盒、纸雕灯套装和《中秋帖》文房四宝

等特色产品。 开发团队根据“中秋奇妙游”的创意

构思，与晚会编导组密切联系，根据节目编排及人物

设定开展相关产品开发。
随着各种衍生文创产品的出现，这种“文化＋创

意”的创意产业将有力地推动传统文化走进市场，
创造出巨大的市场价值。

２．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将文化转化为重要

的旅游资源，文化旅游将无意识的文化传播转变为

有意识的文化呈现和游客主动的文化认识，大大拓

宽了文化传播的渠道，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接

受。”⑦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当下，河南近期的

旅游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文化类电视节目助推河

南成为旅游热门地。 中国旅游研究院监测数据和在

线旅游服务平台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春节

假日和端午假期，河南省游客接待量居全国第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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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郑州首次入围黄金周热门前十目的地。 第二，唐
宫 ＩＰ 创新了宣传方式，带动河南旅游业的发展。 身

着锦衣华服、画着斜红妆容的唐宫小姐姐频频出现

在郑州标志性地标处，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打卡。 寻

找旅行中的文化美和身心的愉悦放松，寻求文化享

受成为当前旅游者的一种风尚。
１９９８ 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Ｂ． Ｊｏ⁃

ｓｅｐｈ Ｐｉｎｅ ＩＩ）和詹姆斯·吉尔摩（Ｊａｍｅｓ Ｈ． Ｇｉｌｍｏｒｅ）
提出“体验经济”理论。 他们认为，体验经济的核心

就在于体验过程本身，其附加值远远高于有形的商

品。⑧在“体验经济”的推动下，唐宫文创利用中原

福塔内部及周边 ４０ 亩地，设计开发数码沉浸式体验

场馆，包括河南餐饮文化体验一条街、中华文化大经

典集合场馆、唐宫文创代表性 ＩＰ 形象场馆，这些数

字文创沉浸体验馆将会丰富网民实地“打卡”的参

与行为，生成更为多元化、层次化的文化体验。 “在
互联网环境下，参与式文化在文化产业与娱乐内容

层面的参与主要表现为用户对娱乐内容的二次加工

与传播。 在参与式文化范式下的媒介文化生产模式

中，用户成为重要的生产驱动力。”⑨作为“唐宫小

姐姐”的原型所在地，洛阳博物馆唐三彩专题展厅

中的唐三彩女俑，更是备受关注与追捧，参与式文化

有力延续了电视节目的生产和运作。 文化体验使旅

游深度化，而旅游又丰富了文化的呈现形式、拓宽了

文化的传播渠道，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释放出文旅产

业叠加的双重效应。

五、结语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是对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年轻时

尚的表达、全覆盖的融媒传播、电视 ＩＰ 的产业转化、
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激发了体验经济和参与式文

化的巨大活力。 这些都证明河南卫视找到一条正确

的发展道路，那就是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唱响中

国风，紧跟中国潮，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在理

念、实践、产业层面不断创新，在传承创新中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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