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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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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数字化形式呈现在大

众眼前，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有学者对数字化传播模式进行了研究，发现数字化传播模式大约可分为

四种：一是基于大众传媒的数字化传播模式，充分利用传统媒体面向大众的特性进行传播；二是数字典藏

传播模式，通过构建数据库进行资源整合传播；三是互联网传播，实时、即时地感受非遗文化；四是沉浸

式传播模式，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实现场景化的传播路径。在这四种传播模式当中，数字典藏

传播模式较多地被广泛运用在图书馆、博物馆的资源下载中；沉浸式传播模式依托于5G技术和万物互联，

未来有可能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模式；而以大众传媒模式为辅助，互联网模式为主导的两者相结合的模式

被广泛应用，也是当下最具活力、最深入受众的传播模式之一。在当下，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

传播现状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华文明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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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媒介助力文化传播 

1.1  数字化提供“破圈”密码 

数字化传播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和数字技术，一改原先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乃

至早先的电子传播点对点或点对面的单向传播模式，变成

多对多、多对面、面对面的多向传播模式，使原先处于被

动接受状态的受众变成主动的生产者、使用者和消费者。

数字化传播的讯息更加海量、速度更加快，而移动终端的

普及和内容互动性的加强使得数字化传播能够更为精准

地触及更广泛的受众，通过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加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文化传

播的“破圈”密码。近年来，河南卫视打造的一系列文化

节目引人注目，通过视觉设计、特效制作等数字技术来呈

现节目，中华文化被搬到舞台之上，并实现千年的对望。

以《唐宫夜宴》为例，这支舞蹈让河南卫视火遍网络，5
分多钟的舞蹈里展示了唐朝少女们从准备、整理妆容到夜

宴演奏的过程，还穿插了水墨画，展示了妇好鸮尊、莲鹤

方壶、贾湖骨笛、簪花仕女图等国宝，更像是唐朝少女的

博物馆奇妙夜之旅。改编后的《唐宫夜宴》并未对本就具

有韵味的舞蹈进行大的改编，只是调整了时长，加入了水

墨画、国宝、VR 等特效，让虚拟场景和舞台结合，为舞

蹈的呈现效果加分。虚拟化的舞台效果让仕女仿佛是从画

卷中走出，实现了“古人”与“今人”的相遇，这种年轻

化的表达方式正是迎合了当下大众的审美需求，成为“出

圈”的关键。 
1.2  数字化提供沉浸式体验场景 

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的运用，使得数字化

传播更具互动性，观众能够沉浸式地进行文化体验，并进

行简单的互动。通过在游戏中植入山水画场景与中华传统

文化元素，游戏《江南百景图》带观众回到明朝时代的江

南地区，体验明朝市民的生活。通过古风、质朴的呈现，

受众观看到的是宛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画卷风格，沉浸式

的游戏体验让游戏玩家在不知不觉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江南百景图”，在山水画卷中

享受明朝水乡日常。中华文化中对休闲田园生活的美好追

求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之魂中，而《江南百景图》正

是表现了对田园生活、田园文化的向往，与快节奏生活中

年轻人内心想要舒缓步伐的愿望不谋而合，沉浸式的场景

刻画让玩家着迷，仿佛置身于明朝时期，让人赏心悦目。 

2  数字化传播困境 

2.1  传播媒介单一，传播内容同质化严重 

数字媒介为文化传播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带来了革新

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技术，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算

法”与“流量”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受众与生产者

的思维，而导致了传播媒介单一的现象。不同的文化传播

内容决定了必须选取与其相适应的传播媒介，而文化内容

生产者大多忽视了对传播媒介效果的评估与大数据分析，

从而影响了在传播过程中媒介的选择，千篇一律的媒介使

用现象愈发严重。而媒介与内容实际上是双向选择的过

程，内容的涌入使得媒介向同一题材与模式的内容不断循

环而达到饱和，无法跳出单一媒介的框架。而“流量为王”

的原则影响了文化产品的创作，导致了创作题材和视角的

同质化，其背后的逻辑往往是“流量—内容”模式，而创

作领域当中“内容—流量”才是应有之义。大量同质化题

材的涌入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同质化导致的创新度不足

与质量下降更是会产生恶性循环，导致好作品数量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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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2.2  传播有效性不足，忽略受众分化差异 

随着传播渠道的增加与传播场域的不断扩大，数字化

传播的受众群体呈现多样化、精细化的特征，分众的趋势

在各平台呈现得尤为明显。而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播仍然遵循着单向的大众传播模式，忽略了对受众群体的

精细化定位。随着多元文化语境的介入，传播应对的受众

阶层具有多样性并不断分化，而不同的平台具有的不同受

众属性要求文化内容创作者具有分众思维和一定的媒介

素养，掌握平台属性，继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作，增强传

播的有效性和精准度。 

3  数字化传播应对策略 

3.1  因地制宜，建立数字化传播体系 

首先，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渊源由来，文

化独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传播模式不能

够固步自封，更没有所谓的“套路”，这意味着创作者不

能够盲目跟风、一味地“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不同文

化资源及文化传播内容的特点进行数字化传播。数字化传

播要因地制宜，找准文化内容的定位，将不同文化内容的

传播需求与媒介技术、平台属性相衔接，让技术为传播服

务，而非让技术左右了传播。 
其次，要建立数字化传播体系，不断提升传播的智

能化水平。借助媒介技术，文化内容可以实现荧幕的“升

级”，甚至达到虚拟与现实互动的水平，为观众带来更为

震撼的视觉体验，而要达到工业化水准的、文化生产效

率更高的技术革新则需要借助数字化的传播体系，建立

一套完整的传播生产、投放、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用“数

据”说话；建立全媒体矩阵的数字传播，实现高效净赚

的传播投放。而传播不能止步于国内，数字化国际传播

因其信息的实时性、准确性、大容量、易检索和多通道

属性，具有投放精准、使用便捷、传播迅速、受众广泛、

可塑性强等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提升数字化国际传播意识，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构建数

字化国际传播体系对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与国际话语

权、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吸引各种优质国际资源

正向流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

好数字化国际传播工作。构建国内外互联的数字化传播

体系，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当

下数字化传播的应有之义。 
3.2  精准传播，运用大数据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往往在传播时会遇到

“大而空”、气势磅礴但却不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的

问题，炫目的数字技术在此时往往起到反作用，金碧辉煌

却了无成效。要在数字化媒介下做到精准传播，就要找准

传播的“起点”与“落点”，明确“对谁传播”“谁来传播”

和“怎样传播”这三个问题，聚焦于核心之处、细微之处，

注重文化与人、与人的精神的沟通交流，而非仅仅注重文

化本身。譬如一件文物尽管精美，但人们往往驻足远看而

不敢近赏，在人们看来，这仍然只是一件“物”，唯有为

这件文物注入其背后的故事与经历，注入人的精神，才能

够让这件文物“活”起来，真正成为历史与文化的诉说者。

《国家宝藏》正是沿用了这样的逻辑方能取得成功，为观

众揭晓了一件又一件富有历史底蕴的珍稀国宝；而《我在

故宫修文物》也没有从文物本身着手，而是以人为视点进

行叙事，讲述“修复”文物过程中人是如何赋予文物以活

力、文物是如何成为人的情感寄托的。 
但找准落点依然不够，当下的数字化传播更需要对分

化的受众群体、不同的平台属性进行研究，实现精准有效

的传播。大数据分析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分

析不同用户的足迹和浏览偏好，数据回答了“人们喜欢看

怎样的内容”“什么人喜欢看这样的内容”和“人们用何

种平台看”这三个问题，从而更为有效地解决传播针对性

不强的问题。这些数据能够被不断更新并收集起来，成为

文化生产与创作者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而在

数字媒介时代，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与互联网传播技术与

手段的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数字化传播的形

式不断涌现，成为优质的文化内容。如李子柒、《唐宫夜

宴》等，这些创作不仅将销去光芒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

到了大众的眼前，绽放文化魅力，更是传播到了国际，收

获海外的赞誉。对我国现阶段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现状

进行归纳，有助于厘清数字化传播的困境与问题，为今后

的数字化传播改进提供建议与方向。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运

用，数字化传播将会成为主流的传播模式，更多新场景、

新体验将会呈现在大众眼前，带来传统文化焕然一新的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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