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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时代下中国传统元素“两创”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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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不断提升，年轻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也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国家“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更
让中国重掀了一股国潮风，故宫热、文物热、汉服热等现象的
表明，“中国符号”正成为文化产品的一种“流量密码”，这
种趋势甚至影响了全球各国，如中国的刺绣、龙凤、剪纸和中
国红等元素就走上了意大利知名时装 Gucci 的时尚 T 台，中国
传统元素的魅力正逐步焕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文艺座谈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
华美学精神。”纵观当下，以 5G 为代表的的网络信息技术为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带宽基础，以虚拟技术为特色的创
造形式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提供新的手段，它们的出现和发展
正不断提升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的用户体验，在此环境下新型的
传播关系正在形成，文化产品创作、展现和传播手段正不断更
新，利用前沿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采用新颖的艺术技法和
表达媒介，彰显人文关怀与艺术反思，表现出鲜明的生态文化
特征和信息文化特征，从而激发和展现中国传统元素新活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当下
重要的研究课题。

1、中国传统元素内涵特征

中华文化也被称为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活
中创造和积累的特有文化的总和。而中国传统元素是中华文化
系统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差异化、凸显中华民族
特色的相关要素，是一种积极正面的且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标识的符号 [1]。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具有“优秀性”、
“非异性”、“符号性”这三个特征。

1.1  优秀性
中国传统元素应是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以传统

元素为基础，在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的，并经过必要筛选的文
化元素，是一种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外显符号或文
化意义，具有“优秀性”特征。

1.2  非异性
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凸显出“中国”特质，从而将其与欧美、

日韩等异域元素区隔开来，从性质上具有“非异性”特征。
1.3  符号性
中国传统元素的选择一定是具有可提炼的文化符号，并具

有强烈文化辨析度，如八卦、龙凤、刺绣、彩陶、剪纸、书法等等，

2021 年河南春晚节目《唐宫夜宴》惊艳出圈，春节 7 天上 5 天热搜，微博单视频千万观看量，全网播放量累计 20 亿，成为

了文化资源借助数字媒体技术实现“文化出圈”的经典案例。纵观当下，“中国符号”正成为文化产品的一种“流量密码”，

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创作，为人们带来了太多惊喜，数字媒体艺术正以其独有的媒体技术特征，打破传统

艺术创作中对传统介质的依赖和限制，糅合了传统审美与时代趣味，为当下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提供技术和思路。本文围绕“中国传统元素内涵”、“数字媒体艺术特点分析”、“数字媒体艺术主要特征与应用”、“中

国传统元素数字化创新问题与策略”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分析中国传统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的融合问题，进而对中

国传统元素在数字数字媒体时代的“两创”路径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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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拥有可识别的“符号性”特征。

2、数字媒体艺术概念内涵

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码为媒介、网络为平
台的“数字媒体艺术”，也使得艺术的界限和表现形式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数字媒体艺术”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它涉及
了数字技术、数字艺术、数字文化、媒介文化等多个维度，并
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在设计类领域中实践与应用 [2]。数字技术和
传统艺术的结合衍生出数字媒体艺术这一有别于传统媒介的艺
术形式，和传统媒体所不同的是，数字媒体艺术极大地依托于
前沿的科学理论和数字媒体信息技术成果，以数字化的艺术技
法和表达媒介进行创作，呈现出了鲜明的生态文化特征和信息
文化特征。中国传统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有机结合，能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和当代性表达提供技术支撑，使
得其能够以一种更加新颖的方式呈现，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尤
其是当代年轻人群体的品味偏好和社交习惯，也能为中国传统
文化带来更广泛的传承力量。

3、数字媒体艺术主要特征与应用

中国传统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领域的结合，主要指将
中国元素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环节，改变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的内容、形式、主题 [3]，“艺术为体，技术为媒”，是数字媒
体艺术的最佳诠释和概括。《唐宫夜宴》的总导演陈雷在接受
采访时就说：“万物皆可融，用新技术、新手段和悠久灿烂的
历史文化相结合，产生出迎合时代的作品，是一定能够被时代
接受的。”从体验和技术层面来分析，数字媒体艺术的主要特征，
可以被概括为：“虚拟性”、“交互性”及“融合性”，中国
传统元素的创新体现，主要源自于这三个方面 [4]。

3.1  虚拟性体现与应用
在数字艺术的世界里，0 和 1 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材料”，

为数字媒体艺术创作提供更高的自由度，虚拟现实 (VR) 与增
强现实 (AR) 不断被应用到作品设计中，数字化形式所创设情
境所营造出的“真实”不仅堪比现实，甚至能够超越现实，获
得比在真实环境更加细致的情境体验，数字技术的虚拟特性为
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突破次元壁、营造全方位“在场感”提供了
有力条件。

时代变迁过程中，中国诸多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由于场域条件的变化消失，极难被保存和呈现，使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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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甚至彻底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数字媒体技术的帮助下，
通过数字艺术创作者的建构设计，却能以一种数字化的“真实”
情境展现给观众甚至横贯古今，如《清明时节奇妙游》中，二
次元的“唐小妹”以增强现实的应用场景走进河南大学的古朴
校园，开启快闪 MV 版《少年》，并在嵩阳书院等多地重现古
代画卷中的图景。数字媒体虚拟技术也被应用到海外线上文化
交流，如西安外国语大学承办的“古都西安“云”游学”活动，
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就一起在“云”端“游览”了西安的名胜古迹，
感受这座千年古城文化的独特魅力。

3.2  互动性体现与应用
互联网时代，单向传播与被动接受已不再是文化实践的主

要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多维互动为主导的“参与式文化”，
其体现包括“多媒体互动”、“运用媒介交流”和“游戏互动”
等形式。

3.2.1  多媒体互动
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年轻受众逐渐减少的今天，

传统媒体平台单向传播的弊端已经呈现，想要实现高质量传播
效果，多种数字媒体互动融合形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唐
宫夜宴》在春晚电视平台播放之后，河南卫视又通过各类融媒
体平台及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官方账号推出了《唐朝胖妞
出“炉”记——〈唐宫夜宴〉是这样“炼”成的》等周边花絮
短视频，利用多媒体互动的方式推动了话题热度，助力《唐宫
夜宴》火爆出圈。

3.2.2  媒介社交互动
“哔哩哔哩社区（Bilibili）”（下称 B 站）作为年轻人聚

焦的文化社区，其目标用户的定位为“Z 世代”，这是一群数
量巨大的二次元年轻群体用户，是推动中国在线娱乐市场的核
心力量，它的特点是善于实现媒介交流。河南卫视打造的《元
宵奇妙夜》选择在 B 站直播，正是看重平台的媒介交流优势，
视频中大量的弹幕留言和实时评论，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交互形
式。通过发布弹幕，受众可以自由表达观点 [5]，而在观看弹幕、
搜集弹幕的过程中，创作者也获取观众的反馈信息。除此之外，
弹幕作为一种互动渠道，还可以增加受众的参与感，让受众成
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的一员，主动发掘这种艺术形式蕴含的
趣味，在观众热烈讨论后，网民们更能迅速通过打卡城市地标
与历史古迹、创作表情包等方式参与其中，又制作成数字媒体
作品分享到平台，从线上线下形成实时互动。

3.2.3  游戏互动
游戏互动是数媒技术的另一亮点，小游戏作为用户与中国

传统文化互动的新方式，这种文娱交融的方式能让玩家在游戏
中轻松愉快地获取信息或知识，进一步激发探知的兴趣。敦煌
研究院的云游敦煌小程序，就利用了多媒体互动的特点，借助
小程序平台，观众可以在其中以壁画、彩塑、颜色等艺术形式
和线索进行自主探索，还可以在手机上利用岩彩色系亲手为剥
落色彩的壁画进行上色，参与和体验替代了传统单向接受和阅
读；又如中央美院发布的榫卯 APP，利用了数字媒体的互动功
能，将榫卯家具技艺融合进游戏，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也让
用户亲身感受了这项中国传统手艺；在故宫文创月历产品“宫
廷佳致”中，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在清朝《弘历 - 发双鹿图》、
相扑图、明代宣宗的投壶图和仕女图中，用户通过 APP 可以观
看动起来的画作，并得到相应画作的专业解说。

3.3  融合性体现与应用
相比传统媒体形式，数字媒体艺术没有太多边界感。在数

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数字媒体艺术既可以融入“绘画创作”、
“音乐创作”、“动画创作”、“舞蹈创作”、“影视创作”
等多个领域，使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呈现出创新的形式。

例如，在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作品《清明上河图》中，通过
各种数字媒体技术将绘画作品进行数字化再创作，将画卷中的
人物“动态化”，每一个人物不再停留于历史里，而是停留在

真实的生活场景里，让整幅作品栩栩如生，这样的呈现形式，
受众可以更真实地感受《清明上河图》营造出来的人来人往、
热闹喧嚣，加深自己对这幅作品的理解。

在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的开场舞《祈》中，数字媒体
艺术则融入了传统西域舞蹈，融合了“声光电”效果和水下高
清数字摄像技术，将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舞姿，通
过水下舞蹈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使之在《唐宫夜宴》之后，再
次成为技术赋能下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视听表达新典范。

4、中国传统元素数字化的意义

4.1  为中国传统美学技术赋能
中国传统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的融合，营造虚幻迷离的特

定故事情境，令作品更具美学色彩。如《唐宫夜宴》中，从千
年古画中走出的唐俑少女们，在视觉增强技术的赋能下，于美
轮美奂的虚拟舞台中穿梭变幻，利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将中国传
统歌舞、文物、古画呈现在现代观众面前，让观众得以置身情
境而获得美妙的视觉奇观和沉浸式体验；又如惊艳全网的舞蹈
节目《洛神水赋》，不仅收到海内外网友的追捧，连光明日
报、新华社以及外交部发言人都接连发文对之表示赞叹。但是
好作品来之不易，为了体现作品美感，不仅综合运用了 5G、
AR 以及光电声影等技术，项目团队更在水下作业达二十多个
小时，表演者何灏浩则在一天中反复下水超过两百次，只为
获得《洛神赋》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般的表演效果。
不论是《唐宫夜宴》还是《洛神水赋》，都并非直接将传统文
化搬上屏幕，也不是停留在介绍、解说的层面，而是选取传
统文化的标识性元素，运用现代媒介技术对其进行赋能重现，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元素特有的时代与地域的标识性，能够触发
人们对其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图景的想象，由此让人产生美学
意义上的认同 [6]。

4.2  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效能
中国元素应用于数字媒体动漫艺术，可以很好地展现、剖

析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具体来说：第一，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借助数字媒体艺术作品，设计者可以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三个和尚》中，三个和尚挑水的
故事，说明“团结”、“合作”、“分享”的重要性。而中国
传统文化里，也非常注重“与人合作”、“与人分享”；第二，
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学习、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些
人会浮于表面，不理解真正内涵。通过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深
奥的道理可以浅显化。比如说，在《三个和尚》中，设计者用
不同颜色、不同形体，很自然地揭示三个和尚的性格、优势，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彰显故事主题。对于观众来说，这样
的表现形式，可以增进理解。第三，利用数字媒体平台的丰富
性和可沟通性，可以让中国传统元素更加高效、高质、平和地“走
出去”。

4.3  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元素的数字化演绎，可以带来更多思考，建立民

族文化自信，用年轻人喜欢方式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融合传
统审美与时代趣味中，不断返本开新。具体来说：

4.3.1  培养幼儿的民族文化自信。
接触中国元素相关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之后，幼儿可以学

习、了解中国元素，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建立民族
文化自信；

4.3.2  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从世界范围来分析，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数字媒体艺术作

品。对于中国来说，要考虑如何形成自己的“差异化”、“特色化”。
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后，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就会少一点复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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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增加一份中国特色。这样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相当于一
张明信片，可以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元素推广到全世界。

5、中国传统元素数字化创新问题与策略

文化的流变发展，既是传承的过程，也是扬弃的过程。现
象越是火热，越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技术的自由不代表任意
地被使用，在应用数字媒体艺术与中国传统元素结合的创新创
作过程中，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媒体是技术手段，艺术为体，
技术为媒才是数字媒体艺术的最佳诠释和概括。因此在中国传
统元素进行数字化演绎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5.1  注意民族元素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员要注意民族元素的合理应用。具体

来说：第一，加入民族元素。民族元素属于中国元素中的一种，
具有很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民族元素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可以带来丰富的内容，以及深刻的思想。比如说，“苗族刺绣”、

“壮族山歌”、“回族习俗”、“蒙古族舞蹈”、“彝族文学”、“黎
族木雕”、“维吾尔族服饰”等，这些民族元素都可以融入数
字媒体艺术设计；第二，彰显民族精神。融入民族元素的过程中，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员还要注意“精气神”，努力彰显各个民
族的精神风貌。比如说，少数民族对爱情的追求、对国家的忠诚、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都属于精神层面的内容。总之，民族
元素的加入，不只是流于表面形式，要注重内涵和思想。

5.2  注意时代特征
融入中国传统元素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民族性，也要与新

时代同行，注意时代特征。具体来说：第一，新时代审美特征。
进入新时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随着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现代人的审美导向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
不追求千篇一律的好，只向往与众不同的美。基于此，相关设
计人员要充分考虑大众审美、小众审美，营造一种开放、包容
的审美环境；第二，新时代政治特征。从政治视角来分析，新
时代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要突显“和平”、“团结”。因此，
在融入中国元素的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要注意正能量，要通
过设计形式、设计理念，带给人精神层面的鼓舞，唤起人们内
心对和平生活的珍视，避免人们出现负面情绪。

5.3  注意文化融合
中国传统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结合，可以汇聚不同

文化元素。这个时候，作为设计人员，要注意文化融合。具体
来说：

5.3.1  中西方文化融合。
中国元素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之中，可能会与西方文化

产生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人员不要带有过多的个人情感
倾向。比如说，盲目排斥西方文化，或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这些都不是理智的态度。相关设计人员要从“优势互补”的理
念出发，兼顾中西方文化特点，整合中西方文化优势，进一步
提升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质量；

5.3.2  不同形式的文化融合。
当前，具有文化底蕴的中国元素有很多，如：“文学类”、

“影视剧类”、“工艺品类”、“音乐类”、“舞蹈类”、“京
剧类”等。将不同形式的文化元素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领域，
要注意“协调性”，切勿生搬硬套。总体来说，关于文化融合，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员要带给大众舒适感、自然感，让大众易
于接受。

6、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元素内涵丰富，具有独特魅力、深刻
思想，当中国元素应用于新时期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领域，确
实可以带来一系列突破，助力数字媒体艺术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迎来更好发展。但在应用中国传统元素进行数字化艺术创作时，
必须站在历史的脉络中，要记得自己既在回收、运用着传统文
化，更在创造、积淀着新的文化传统，在利用好数字媒体艺术
创新优势的同时，也要警惕互联网新媒介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消
解影响，真正焕发出中国传统元素在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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