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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互联网时代发展的背景之下，传播方式和传

播技术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形成了全新的传

播网络架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的精神体现

和内涵表达，它的传承和发展除了内容上的延续，更体

现在传播的革新，受到新媒体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也面临基于和挑战。1

一、新媒体时代下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特征

1.1 传播速度快

以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依靠文字

媒介，以图书等纸质形式为主，这样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收集整合，才能够以

文字等形式出现。现如今，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传播工

具是基于互联网平台，这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速度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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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新媒体媒介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效率更高，可以

更快地让社会大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2 传播广度大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广

度，不会受到地域因素的限制，它可以依托信息技术向

更广阔的地域辐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林立世界文化之林。

1.3 传播载体多

传统的文化传播的形式主要依靠文字、图片、书籍，

甚至口口相传等形式。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

音频、视频、VR 等载体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

用。现代生活的人们仅需手机、电脑等互联网终端设备，

就可以轻松获得文化资。例如戏曲的传播在以前都是通

过口口相传教学、现场观赏或播放录像带等形式，但是

现在可以在网站、公众号、微博等网络平台，随时随地

欣赏。

1.4 传播交互强

新媒体技术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在网络平台上，人

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同时对别人发表的言论也可以

进行自由的评论，在这样的技术之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也表现出很强的交互性和连通性。人们通过

在网络平台浏览、学习、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

中，可以对其进行评论、收藏、点赞，视频发布者与观

看者进行有效及时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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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意义

2.1 新媒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方式

在新媒体时代发展之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息通

常是来源于报纸、书籍和电视，这类传播方式的范围和

速度都十分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效果。新媒体的出现，为传播方式提供了新的互

联网平台，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变得多样

丰富，促进了人们对文化接受的兴趣，改变了人们对文

化学习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播和发展。

2.2 新媒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动力

新媒体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受到

人们的喜爱。因为它能够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更加

直观、及时、准确地呈现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例如江西

出土的海昏侯，在第一时间就在网络上发布相关的消息，

供人们了解相关的历史资料。并且，江西在海昏侯文化

传播方面，除了传统的建设海昏侯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学习，还建设了 VR 体验馆、3D 馆，能够让人们直观的

感受历史遗迹、文物及文化知识，这样的传播途径能够

激发社会对文化的认同和探索的欲望，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去了解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2.3 新媒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舞台

在过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人们追捧韩潮、美剧、美国队长超级英雄等外国文化的

输入。但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逐渐走出国门，开启了新一轮的中华文化输出。从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击缶、活字印刷、大唐盛世的

惊艳世界，到现在李子柒的田园生活、传统工艺在“油

管”受到外国人的破亿观看，中国笔墨纸砚的传统工艺

制作，受到了外国领导人的赞美。中国的美食、服装、

中医等越来越多的优秀文化，输出国外走向更大的舞台。

三、新媒体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挑战

3.1 文字传播逐渐减少

现如今音频、视频、图片等载体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应用，而文字的作用则逐渐淡化。人们依赖于数字产品

的直观性、多元性，而忽视了文字传播的思想内涵和深

层意义。“短、平、快”的传播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

受众的眼球，吸引受众的注意，从而文字的逻辑和内涵

在逐渐减少。人们开始用做起了“标题党”，或者用简

称、异化的缩写、符号来代表文字，甚至给文字赋予特

定背景下的另一涵义，这对文字的发展是不利的。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大挑战。

3.2 娱乐文化冲击较大

新媒体时代背景的传统文化传播具有碎片化的特征，

即时间的碎片化和内容的碎片化。人们利用视频等网络

平台等传播形式接收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仅限

于视频所呈现出的文化的某一面，在横向的宽度和纵向

的广度上都无法对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阐释，对文化

的深层内涵淡化。同时，一些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

和流量，通常会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进行简化或这加入一

定的娱乐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的严肃性造

成了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容恶搞、扭曲。

四、新媒体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发展

4.1 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魂、文化之根，是

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是经过历史发展的沉淀所保留的底

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也

在不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要认真汲取优秀中

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我们在新媒体时代

下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文化自信。

4.2 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

央视推出的《诗词大会》让更多的人，从小学到老

人都在慢慢产生或拾起对诗词的热爱，《国宝档案》让更

多的人，认识历史文物、了解历史故事、重视历史知识，

以史明鉴。

4.3 构建完善新媒体使用的管理体系

新媒体的开放性、自由性和交互性既有正面的影响

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向上，努力传播正能量的

信息内容。作为媒体人，应该坚守本心，规范传播，杜

绝“哗众取宠”等博眼球的无良信息的发布；对新媒体

的受众，我们应该坚守网络自律公约，抵制低俗信息，

拒绝做“键盘侠”，还网络清白之地；而对于新媒体的监

管部门，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坚守法律

和道德的底线。在这三方共同努力协作之下才能形成良

好的网络风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好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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