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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的传统文化精神、人文历史环境对区域的文化发展

创新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河北省作为京畿重地，多民族之间

的战争与交流，形成了燕赵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孕育出了中

华文化中重要支脉之一的燕赵文化，考古资料证实燕文化是源自

民族融合的文化，以商周文化元素为根，含蕴北方其他异族文

明而高度交汇的结果。面对当今新形势新要求，面对京津冀协

同发展、2022 年冬奥会的来临等多重发展机遇，河北如何传承

与弘扬优秀燕赵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全新形象与姿

态向全世界传播燕赵优秀文化，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是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1　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

概述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悠久，中华文明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

史，燕赵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振兴的内在动力，是国家和地

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丰富的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现代文化

创新多元启示，更是提高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推手。燕赵文化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体系和轴心，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出别具风采和个性的燕赵古文化，燕赵文化

体现出的 “政通人和”的人文精神，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

其传统文化特质可概括为慷慨悲歌与好气任侠；不屈与抗争；

求变与包容三大文化特质，是确保和推动社会、经济与文化健康

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精神内核。并持续影响着河北现代文明的

发展，是河北省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思想源流。

1.1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与燕赵优秀传统文化

河北作为中华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创造了优秀的燕赵文化，其人文精神体现了燕赵文化的底蕴和风

格。多年的文化沉淀使得燕赵文化兼具农耕文化和儒、释、道等

文化的融合。燕赵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有长城文化、三祖

文化、承德皇家文化、徐福千童东渡的运河文化、蔚县剪纸、衡

水内画等非物质文化、西柏坡红色革命文化等。以及燕赵五大品

牌中提出了“红色太行、壮美长城、诚义燕赵、神韵京畿、弄潮

渤海”这些文化资源的开发，都构成了燕赵文化中极富魅力的优

秀文化特征体系；在燕赵文化的传播上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但迄今为止，在燕赵特色文化的传播上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

传播。河北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结合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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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深入的体现，以适应河北经济建设的发展。

1.2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与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1.2.1广播电视内容生产目标受众缺乏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

统文化传播培育和层；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作品数字化艺术传递质量不足；广播电视内容生产燕赵

优秀传统文化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不均衡；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

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形态发展不平衡；广播电视内

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在互联网的适应性仍需提升。

1.2.2广播电视内容生产未能够将燕赵地方文化融入到内容。

缺乏对燕赵文化的深度挖掘，需要创造性体现文化来源的生动的

IP形象。广播电视对燕赵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有待深化，需提升带

有燕赵地域特色，带有鲜明价值的内容。例如，大众文化中富有

表现力的文化有：蔚县剪纸、河北梆子，广播电视，民间曲艺，民

间故事等，广播电视主流媒体需将燕赵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资源并

加以利用。从而突出燕赵文化特色。

1.2.3受众对燕赵文化的认知度低，相关传播报道缺乏。燕

赵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能够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目前

广播电视媒体对燕赵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仍不深入，对于历史中包

含的文化价值研究不够。

1.2.4 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中体现燕赵文化的电视内容较少，

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不足。电视作品中虽然有贴近百姓生活的作

品，传达了情感和价值观，但是缺乏像《乔家大院》等这些有着

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电视精品。

1.2.5广播电视内容传播与推广力度不足。燕赵文化的传播

应借助于多元的平台加以传播。加强广播电视剧，专题节目，文

化宣传推广。使得燕赵文化能从河北走向国内，并借力2022年冬

奥会来临之际，将燕赵文化进行全球化传播。

因此，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以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为重

点，对燕赵文化的历史遗存进行传播，是提升燕赵文化品牌的重要

模式。燕赵优秀传统文化是地方人文精神的振兴的内在动力，也是

河北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燕赵文化是在河北省经过长期历史积

淀形成的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具有

地域特色，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随着历史的推进，越来越多

的优秀燕赵儿女将燕赵文化发扬光大，使燕赵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

一个重要支脉，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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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

构建路径

通过广播电视内容生产对燕赵文化的溯源分析，梳理新时代

燕赵文化脉系，以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为切入点,探讨广播电视

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的路径与策略，从而

为重新塑造新时期的“燕赵文化”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2.1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挖

掘的路径

2.1.1发挥燕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不断完善保护措施

和开发新思路。

首先，充分挖掘燕赵地方文化特色，寻找广播电视内容生

产与燕赵文化的融合，并进一步提高文化传播效果。其次，加

强燕赵文化与传播的共赢效果，建立燕赵书画论坛，燕赵艺术

讲坛等文化专栏等。再次，打造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

机统一的广播电视作品，创造精品内容，突出燕赵文化中有价

值、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化题材。这样的内容生产才将燕赵文

化会充满正能量、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智慧，也能

够通过广播电视将燕赵文化创作形成传的开、留得下，成为人

民群众所喜爱的燕赵文化作品。

2.1.2 加强广播电视内容的创新传播模式，内容的亲民性，

受众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性。运用地方方言，作为文化载体，演

绎地方风情，生活习俗等，在广播电视的研究中形成极具燕赵

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

2.1.3政府配合，对燕赵的文化底蕴进行主动开发和深入挖

掘历史价值。

要有战略性的资源整合利用观念，对传统的燕赵文化巨大资

源加以利用；加强对燕赵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新时代再研究；

加强以河北文物、旅游、行政为导向的燕赵文化资源的保护、

利用、开发；实现燕赵文化精神与河北文化产业的双赢发展。

2.2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传

播的途径

2.2.1广播电视内容生产，要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以

亲民交流的传播语言与受众沟通；可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建

设媒介高度融合下的立体化传播模式；可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增强受众参与体验及互联网思维的创新；可将燕赵优秀传统文

化，综合多层次多维度的广电数字艺术传播形态；广播电视内容生

产，以发展河北文化产业内容为契机，弘扬燕赵文化；加强燕赵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的结合；构建特色燕赵文化产业文化创新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燕赵文化的社会、历史传统中的文化资

源与价值，弘扬燕赵文化；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年冬奥会、

传播燕赵文化，河北的文化影响力；加强“燕赵文化+”模式，带

动燕赵文化创意产业的多元推广及品牌传播；树立现代文化理念握

国际市场规则，做好燕赵文化品牌的推介。

2.2.2以发展河北文化产业为契机，弘扬燕赵文化。构建特

色燕赵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创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燕赵文

化传播手段的创新，积极大胆地探索和创造，大力实施“走出去”

战略。

2.2.3加强燕赵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的结合。充分挖掘

燕赵地方文化特色，寻找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与燕赵文化的融合，

并进一步提高文化传播效果。加强燕赵文化与传播的共赢效果。

塑造燕赵文化的历史传统中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弘扬燕赵文化。

通过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展现燕赵文化传播影响力。加强高品质的

文化内容的开发，需深入研究燕赵文化，将优秀的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燕赵文化的品牌优势，塑造好“燕赵文化”品牌独特

的魅力。

2.2.4加强燕赵文化品牌宣传影响力，增强河北发展的凝聚

力，传播维度。将以广播电视栏目为主题，丰富传播平台，进

行多维度传播。加强河北五大文化品牌的宣传，突出燕赵文化

的地域性、故事性，亲民性，文化性、目的性的原则。将燕

赵地方文化的文化语言，民族服饰，社会民俗等，展现丰富的

燕郊文化魅力。并在作品中展现娱乐和教育，在节目中在创意

中提高燕赵文在节目中软实力文化价值，内容呈现上体现寓教于

乐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

2.2.5广播电视内容生产，要匠心独具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代审美的结合引发受众共鸣；加强受众的细分市场，加强本土

与海外受众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要把关者的高标准控制：加

强燕赵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规范化建设；要将燕赵优秀传统文

化以凝练的现代符号形态语言表达；要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以吸

引式沉浸式体验中的文脉传承；要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以短

视频等碎片化语境下快速获取，易传播；要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

新，要结合“中国故事”多样化叙事讲述；要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要在新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构建情景互动；发挥燕赵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作用，不断完善保护措施和开发新思路；加强对燕赵历史

文化古迹的保护和新时代再研究；加强以河北文物、旅游、行政为

导向的燕赵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开发；挖掘燕赵文化精神与河

北文化产业的双赢发展。

3　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时代

意义

燕赵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命脉，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中

华文化的精华部分，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

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的丰厚滋养。广播电视内容生产应当为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弘扬保护作特殊贡献。燕赵很多传统文化处于遗忘的边缘，

由于一些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可再生性，需加强传承弘扬，

需要加强广播电视内容生产建设，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承弘扬燕

赵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开发是一个还没有被人提及的新概念，

具有开创性和创新性。

通过匠心独具地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结合引发

受众共鸣；加强本土与海外受众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将

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以吸引式沉浸式体验中的文脉传承；将燕

赵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短视频等碎片化语境下的快速获取，易

于传播；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要结合“中国故事”多

样化叙事讲述；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要在新信息技术支

持下的构建情景互动；将燕赵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综合多层次

多维度的广电数字艺术传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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