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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产业和现代数字娱乐的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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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娱乐形式出现了巨大变革，数字娱乐变成了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我国传统文

化产业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方面，必须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壮大，与数字娱乐实现深度融合。本文以中国数字创作领

域的成功个案为启发，总结了我国传统文化产业在电影、旅游、藏品等创作领域的新融入策略。通过分析对我国传统文化

在数字娱乐行业中的融入分析和对策探讨，阐述我国传统文化产业和数字娱乐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期望借此促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传递。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娱乐；策略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Modern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 China

Kaifeng Gao

Labor Union Committee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230031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age, the form of human entertainment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and digital entertain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of cultural exchange.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has become a key 
aspect of China's cultural self-confi dence, and it must be deeply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entertainment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spired by successful cases in China's digital creation fi el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ew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creative fi elds of fi lm, tourism, and collec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s expounded, and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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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价值的关键因素，

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但同时又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

征。我国是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大国，传承了世界大

量璀璨的中国传统文明，在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需

要全面多方位的在社会各领域发扬光大，实现民族文明自

信。在各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有其媒介载体，例如

中国电视已是传统文化媒介领域的佼佼者，但在互联网+时

期，中国年轻人的娱乐模式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将数字化

娱乐变成了一个十分广泛的文娱消遣手段。传统文化需要

全新的传承载体，同时需要更深层次的融合。

1　传统文化艺术融入现代数字娱乐的必要性

1.1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数字娱乐是自我肯定的过程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包含着人类成千上万年的集体智慧，

有博大的宽容性，深厚的历史哲理性，以及许多趣味性，

使更多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浓浓兴趣。传统文

化就像一个千年宝藏、百年老酒，时光并未将它腐朽淘

汰，反倒在新时期绽放勃勃生机，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

能够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娱乐技术深度结合，从而吸引

更多的年轻一代。

1.2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数字娱乐,是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方

向需要

当前，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影响更加多了，人类也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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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被外国的先进文明引导和影响。我国传统文学是古代世

界文明的主要成分之一，在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世

界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古老文明的继承与发扬，

对人类的多元化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时期，我们

的传统文化输出面临着各样阻碍，若能加入现代数字娱乐技

术，文化输出交流将变得更加方便。如中国国内的另一个爆

款网游“原神”已“占据”了日本的秋叶原，更多日本年轻

人疯狂喜欢上这款网游。中华传统文化如水一般浸润的中华

文化，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化世界

若能够实现水乳交融，是能够真正渗透到海外，融入全球。

1.3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数字娱乐是创新发展的要求

传统文化的发扬,必须继承但不止于继承。创新与传统

是既不能彼此对立，又不可彼此分割。文化创新本来只是一

个传播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在融合现代数字娱乐技术的

过程，正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是不变的，变的只有艺术表现形式，而数字娱乐正是满足新

时代特点的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也要与时俱进，用数字娱乐化的方式为传统文化产业带来全

新的青春活力。

2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娱乐的载体

2.1把我国传统文化融入影视作品

影音娱乐化无疑是现代人类进行数码娱乐的最主要方法

之一。影视作品也是中国普及性较强的大众文艺表现形式之

一，其宣传作用不言而喻。中国电影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之

美的展示，主要在于一是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内容的直观呈

现，二是透过人物故事展示中国人的品格与价值观，以凸显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和品质。近年来，中国传

统民俗文化元素在电影中的占比增高，人物融入感情更加真

实，艺术效果也越来越突出。

2023年热播电视剧《狂飙》主角高启强带动了《孙子兵

法》的大量销售甚至卖到脱销，带火网上热梗“看孙子兵

法，品启强人生”；《长月烬明》将我国神话故事与敦煌文

学最广泛的运用到美术设计上，并一度带动中国暑期旅行的

敦煌热潮。《后浪》通过刻画出老中医的沉稳专业与年轻中

医师的朝气蓬勃，体现中医药师承传帮带子的传统精髓，以

全新的观点传达人们对包含大量中医药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继承的重视。

2.2将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融于游戏作品

现代社会，网络和智能手机广泛应用，网络游戏成为现

代青年人数字生活的组成部分，既提供了不少快乐与挑战，

又实现文明传承的主要媒介。如今，一些网络游戏已突破单

一的消遣娱乐，变为中国文明的生动载体。中国手机网游

市场新一哥《王者荣耀》，在2023年年底上线数量超过7.5

亿，形成中国文化输出的主要载体。王者荣耀角色取材自《

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国传统文学著作，同时在内涵上

也致力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如项羽与虞姬的一个情侣皮

肤就是“霸王别姬”，从这个皮肤的着装和动作设定发现，

这条肌肤中融入了京剧元素，背景故事也致敬了经典剧目《

霸王别姬》。除外观设计，皮肤语音中还使用诸如“四面楚

歌起，英雄站末路”原著台词。另外,昆曲、越剧、川剧等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在游戏中也出现。

2.3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融入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文化是数字娱乐中新的消费形式，通过区块链

技术推出的虚拟文化产品，包括图像、音乐、录像、3D模型

等。此类数字收藏以现实中某些作品或艺术品为创作源泉，

且各种数字收藏均有独立的数字凭证，无法拷贝、不能修

改，长期保管。数字藏品能够革新中国传统中华文化的表达

方式，形成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方法。

3　将传统文化产业融合现代娱乐的策略

传统文化与现代娱乐不可过于刻意化，因为高雅而背离

了大众审美标准，也不要给人强行说教的感觉，或游离于传

统娱乐内涵以外。完美的融合应该是很自由很巧妙的，产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自然渗透效应。特别是注

重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元素，要像一位伟大的建筑设计师一

样，恰到好处的将各种建筑元素与大自然充分结合。

3.1融合传统文化的现代时尚元素

我们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也体现着时代所

赋予的责任与义务。文化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而并非

有形和强制的。而通过数字影视作品的多棱镜，就可以表现

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情况，从而展现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全

景。所以，优秀的影视作品通常带有强烈的中国民族特色。

观众透过影视作品，看见了更生动而鲜明的社会生活图景，

这些优秀作品为观众开辟了更宽广的观察社会与认识生活的

窗户。包括了人们十分熟知的《智取威虎山》、《集结号》

、《湄公河行动》等优秀的电影优秀作品，也都承载着时代

的精神与情感，都体现着国家利益、人民命运与时代精神的

深刻变化。这些著作不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启发人们

积极对待人生，珍惜我们所在的时间与社会。把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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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尚元素渗透到一般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使人们从

小处看到时尚的变迁。这可以带动观众思索怎样在国家利

益、民族命运,以及时代变化的情形下作出抉择。

3.2融入传统文化的符号元素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与象征，它是人类理解

与团结的基石。我国的民族文学有着鲜明的特色，不同于

欧美国家以及东南亚其他各国。我国在五千年的文化发展

史中蕴含着丰厚的中华民族底蕴，文化符号和元素都是具

体的文艺形式，可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外在面貌，是最

能引发人们心灵共振的文化符号。在数字娱乐创作上，很

多制作人都注重于植入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而这种

创作方式不但可以表现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符号，还可以引

起全世界观众的重视，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回归与弘扬。

比如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和网络游戏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汉服

元素，也带火了汉服的文化。还有上文介绍的现代京剧元

素，都是继承了传统国戏精髓，全面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

符号元素的精髓，能够最好的融合现代数字娱乐。

3.3融入传统文化的新象征元素

我们的中华传统文明不但有自己的文明符号，更关键的

是它反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气质与内涵。比如

我国的松竹梅兰等自然物都被赋予了人格品德，这就体现

了我国民族特有的审美观与个性。这种情感是中华民族所

独特的，是世界其他文化缺乏的，是我国最鲜明的民族文

学特征。影片《卧虎藏龙》中的翠竹山水形象成为了中华

民族最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而电影中的竹林武打造

型则呈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武侠的视觉盛宴，通过这种电影

美学的独特方式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向

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渊博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底蕴。

从《黄土地》这个影视作品中，人们发现了辽阔无垠的黄

土地，它既承载着人类对中华民族渊源的独特情感，同时

又带来了对生存在这片国土上的人类过去僵化封闭状态的

深刻反省。导演们恰到好处地将具体写实和抽象写意融

合，把人类对这片黄土地母爱般的眷恋及其中矛盾复杂的

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荡气回肠。文化符号元素的植

入，让一部影视作品更富有了现代的思考内容，在抓住观

者目光的同时，又传达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助该

部作品，人们可以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富有丰

富人文内容的影视文化精品。这样的创作，不但能震撼观

者的内心，更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3.4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理念

在从文化娱乐逐渐变成文化产业的时代背景下，电影

艺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已显得十分巨大。例如，欧美的

影视作品虽强调了个人努力与自由意志，却同时也显示出

他们身为世界警察的重要角色，并且传达了他们国家的人

文价值。所以，不少中国影视作品都和他们自己的民族文

化有所联系。电影创作运用影片话语，透过表现本民族传

统文化的艺术形式，以潜移默化的方法引导、打动和同化

听众，终极目的在于传播本民族的传统文明价值观。诸如

《关公》、《赵氏孤儿》等著名神话故事里的主角,均体

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情怀。影视《霸王别姬》中的

段小楼对程蝶衣的一段典型台词：“人不疯魔不成活。”

这句台词不但赞美了程蝶衣对京剧人物的精彩诠释，同

时还寓意了我们要把自我的专注与激情带到极点，以几近

疯狂的激情去探索生命的精彩。所以，影视剧已变成了人

类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精神消费品，透过运用经典台词以及

经典画面来传递人文理念，并把它们恰到好处的和戏剧效

果相结合，是目前观众最容易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手

段。这也是通过影视文化表达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想的最

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文化源远流长、渊博精深，应与时

俱进，与中国现代数字娱乐行业全面结合，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坚持民族文化发展自信，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辉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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