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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时代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演变
在过去，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以纸质书籍和收听观看广播电

视为主。读者在接受传统文化知识理论时被动单向填鸭式传输。
由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经诗史籍为主，知识繁杂，内容未能
与时俱进进行合理改编创作，旧式传播传统文化方式已不适合当
今时代的需要，应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1]。

互联网时代以来，人们获取文化知识速度空前提速，但不
出于学术需要，探寻知识者甚少。同时，纸质书籍虽处没落期
但仍然占据传统文化媒介传播的半壁江山。当传统文化选择传播
时应选择新旧交融：将秉持忠于历史原则进行改编创作的传统文
化故事投放于受当代大众欢迎的新媒体平台，邀请读者以故事主
人公的身份去探索破解故事的真相。当读者在新媒体平台体验故
事搜证环节，感受人物对话言语意味，通过漫画插图或影视动
画来了解古人们对时代性物件使用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
文化熏陶。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新阅读方式推动传统文化革故鼎新
的过程中，新式文创产品——互动解谜游戏阅读系统和衍生实体
产品互动解谜游戏盒应运而生。当《国家宝藏》热映由沈腾，
陈建斌，富大龙三位影帝依次出演跪射武士俑，秦陵铜车马，
青铜仙鹤的前世传奇时，盒中闪电公司与秦始皇陵博物院抓住机
遇，联合研发的互动解谜考古游戏书《问秦》投入文创市场，
不仅盈利高达150 多万，而且“双新”对传统文化提供传播新
途径，让更多人通过交互沉浸式阅读娱乐方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
陶与培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遗产。做到不忘本来，吸收
外来，面向未来。

在未来，“双新”（新媒体平台与新技术）对传统文化创
新型转化影响深远。以互动解谜游戏盒为例，盒中闪电公司在

《唐人街探案 3》授权下研发制作《侦探笔记 2 》刑侦类互动
解谜游戏盒。在互动解谜游戏阅读系统（谜案馆app）中首次
将AR 视频代入系统实现实景传递的功能，予以读者玩家沉浸式
体验，借助AR 视频中传统文化物件的使用方式来让人们潜移默
化接受传统文化知识，同时搜寻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破解最终的
真相。秘境光谷公司研发的《时之匣》互动解谜游戏盒全程使
用影视视频和VR技术，用实景VR录像来让读者玩家更直观可视
化去了解蒙古赤峰草原文化和民俗景象，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同
时一步步剖析幕后的真相。“双新”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发展开
拓新的未来，将过往云烟，穿越千年，为人们重现秦时明月汉
时关。新媒体和新技术对传统阅读方式进行交融革新，同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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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旅游业的文旅模式，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总而言之，
说到传统文化经过创新性发展后带来的效益，“双新”功不可
没。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会因“双新”而多
样化并可拉动相关行业的经济增长，实现“百花齐放，百鸟争
鸣。”的文创盛景。“5 G 互联网 + 文创 + 旅游”为传统文化传
播方式提供新渠道和新发展思路。我认为现在的新文创产品是新
旧媒体交融的典型产物，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新式文创产品会
为人们献上文化饕餮盛宴。

2　5G时代新式文创产品如何传播传统文化？
2.1 剖析历史类互动解谜游戏书“自我革新”
传统的历史文献对于大众而言，略显枯燥乏味。作者和出

版社采用左图右史的排版设计方式方便读者阅读，但内容和阅读
方式仍难与现实环境共同营造沉浸式体验，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
共鸣。解谜游戏书应运而生，如《墨多多谜境冒险》。其故
事虽然推理烧脑但并不符合人们历史科普的需要。后来的文创公
司借鉴其思路，在解谜游戏融入秉持忠于历史的原则进行改编创
作的谜题故事和古典道具等新元素——历史类互动解谜游戏书/
盒。如故宫出版社《谜宫》系列受到大家的热爱。文创者并不满
于现状，又融入漫画的形式《文物有灵》，可爱灵动的漫画风格和
新颖的谜题故事和丰富的科普知识易受青少年的喜爱，在体验娱
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历史，起到寓教于
乐的体验效果[2]。

不仅仅是书的内容进行创新改造，为增加阅读过程中的趣味
性，阅读方式也被文创者精心设计，当读者拿起互动解谜游戏
书和道具结合线上app谜案馆进行阅读娱乐时，阅读方式多样性
增加。书，也有自己的玩法：翻书，撕书，裁，折等等，
通过这些趣味操作有助于培养孩子们动手动脑的能力，极大丰富
读者玩家们但阅读和娱乐体验。

2 .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媒体和新技术）
在过去，人们获取传统文化知识的方式是通过传统繁杂的经

书典籍，其讲述内容较为枯燥，即使图文并茂，读者长时间阅读也
会因缺乏可视化立体插图或影响导致阅读体验不佳，书籍内容与读
者间互动性差，不符合对新时代青少年科普教育的兴趣和需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阅读不仅是阅读”，“双新”为
传统文化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动力，秉持历史原则改编创作并
精心铺设的谜题故事搭配先进的线上系统可谓如虎添翼。在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冲突碰撞时，新旧交融的文化产物是两者共存的最
好方式，从某方面讲，文创产品是新旧媒体的过渡融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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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在看似“水火不容的新旧媒体冲突对立的局面”下有和
谐共存的平衡点。“双新”为传统文化在未来的发展和延续提
供无线生机与可能。

2.3“众人拾柴火焰高”（产业联动效益及政策平台津贴支
持）

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国运。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强
劲的文化发展势头，但中国目前还只是文化大国而不是文化强国，
我们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与物质硬实力的日益强大并不相称。传统
文化产业创新型转化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需要文创工作者和社会
各界戮力同心，各尽其能，学研交融，为传统文化创新型转化发
展尽绵薄之力。

新型众筹文化平台——摩点平台为激励广大致力于文创工作
者和潮玩设计师们，采取平台激励计划。传统文化在其文化创意
众筹社区蓬勃发展。近期又发布新的招募计划，创作奖金总和高
达七十二万。通过摩点平台，文创团队实现自身对社会的文化价
值的同时，也将传统文化得到发扬与传播。

以当前项目为例，因疫情期间高校文化讲座论坛不能如期举
办甚至取消的情况下，对长安人文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学者，教师，
家长，学生，人文历史爱好者们可通过AR 线上互动阅读的方式
来学习长安人文知识。为地域、距离、交通等原因无法亲自到

西安体验长安文化的人提供了更加便捷有趣的体验方式。
在经济上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助推陕西文旅新高

地的打造，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古为今用。在文化
教育上有助于教师对讲授方法的完善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

3　结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只有不断

融合，才能不断精进。当传统文化被文创工作者们搭载于交互沉
浸式阅读系统，经过上线新媒体平台宣推后，传统文化在文创浪
潮中焕然一新，自信昂扬拥抱世界。让我们共同追逐城市文化风
向标，解锁城市新玩法，用好奇的眼光探索一座座华夏城市人文
历史和风土人情。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树立青年文化自信，展
示古今华夏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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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翻译软件、手机app 和多媒体等诸多辅助教学手

段，创新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教学主体，通过鼓励学生发现、

纠正生活中诸如以下的翻译错误实例，来提高学生学习翻译的自

主性、积极性。如： “小心调入河中。（carefully fall

into the river.）”, “地湿，小心滑倒！（Wet. Care-

fully slip down.）”。学习方式由被动转向主动对于翻译能

力和译文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教师在引导学生准确阐释原语文

本的同时，鼓励学生通过多媒体等手段进行自主学习和练习，

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线上监督和量化考核，形成线上线下多维度的

立体教学，最大程度上形成对学生的全方位监督和交流指导。

4　结语

当下对于阐释学大多是就其理论及翻译的相关性研究，对于

阐释学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及影响等实效性研究相对较少。传统

的翻译教学为了强调翻译的“正确性”和“准确性”，避免

对原文和作者的误读和误解，教师很多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就是

依托所谓“标准译文”，总结“翻译规律”，强化学生机械

练习。这种方法并不能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原文，相反会让学生

觉得做到正确理解是如此的“遥不可及”，长此以往，遇到翻

译便是望而生畏。本研究通过探索阐释学在教学中的使用及在培

养学生翻译能力方面的效果，力图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范式，以

阐释学为导向，培养学生正确阐释和理解原文、积极主动的在

翻译中融入自己的主观审美和历史境遇，引导学生不断丰富词汇

和知识体系，真正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最终提高翻译水平，

提高翻译批评和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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