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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镜头“追光”
平潮镇宣传干事 陈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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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爆火”的国风作品看传统文化的“破圈”路径
区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 季范镪

近年来，从舞蹈《唐宫夜宴》《只此
青绿》到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典籍里
的中国》，再到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
降世》《长安三万里》，越来越多的传统
文化正在“时尚变装”中加速“破圈”，
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国风作品”正汹
涌而来，取得市场效应和价值认可的
双重成功。

“国风作品”因何而火？

一是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需
求。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新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越来越强烈，“国风作品”消费市场
占额逐年上升。年初，“哔哩哔哩”官
网开年动画《中国奇潭》火爆的最直接
原因就是产品外在更具质感和形式
美，内在也更追求触及古籍精髓，既满
足了人民群众对中式美学的追求，也
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

二是家国情怀的思想是情感认同
的关键。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根本所在，其价值观基础是家国一体、
家国同构。因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家国情怀的思想，更能引发情感认
同。就比如前段时间“火爆”全网的短
视频《逃出大英博物馆》，其借助文物
拟人化、情感化的表达，一句“家人”唤

醒了无数人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怀，
抖音播放量达3.7亿。

三是科技为国风作品插上“数字”
翅膀。三维扫描、虚拟重建、高精度拍
摄、数字化编辑等现代科技的广泛运
用，为“国风作品”插上“数字”翅膀，虚
实结合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视听盛
宴。《唐宫夜宴》中“5G+AR”的技术，渲
染出立体虚拟场景；《洛神水赋》的水
下高清摄影，还原了“翩若惊鸿、婉若
游龙”之美；《国家宝藏》中的全息影像
技术，全方位展现了国宝的“前世今
生”。

传统文化如何大放异彩？

面对多部“国风作品”的爆火，
趁着“国风热”的时代风口，传统文
化又该如何“破圈”大放异彩呢？我
觉得需要从以下三点去探索实践：一
是调查研究；二是立体传播；三是多
元创新。

（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
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
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
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人
民群众爱用什么方式看什么文化内
容，我们就要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
来。一部好的作品既能回应观众需

求，也能刺激新的需求产生，用好“调
查研究”这个法宝，把原先的单向灌输
转变为双向反馈，形成供给消费的良
性循环。

（二）立体传播。坚持系统观念，
以全媒体“一盘棋”的视野进行布局传
播，联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将传播内
容有意识地进行分割和有针对性的处
理，以精品内容的长视频和拉新加热
的短视频形成互补，以主流媒体的背
书和社交媒体的引流达到双赢，以网
络话题和网络评论实现自发裂变式传
播，以网红达人测评和主创团队专访
传播作品内在核心。通过多媒体立体
式传播，逐渐从追随热点转变为制造
热点，逐渐利用各平台的流量池加持
作品本身的宣发效果。

（三）多元创新。首先是内容上
的创新，创作者在选材上要学会取
舍，挑选既迎合市场需求又符合正能
量的内容，学会去繁从简，让作品内
容含金量实足。其次是形式上的创
新，除了运用科技技术增加视听效果
外，还需要在表达上融入现代因素，
用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向观众传播传
统文化。《历史那些事》就是以纪录
片加小剧场的形式，结合漫画、段
子、弹幕、网络用语等元素，一正一
谐，既严谨细致又不乏诙谐生动，开

辟了历史纪录片的新赛道。最后是 IP
运营上的创新，从静态传统文化中提
取动态文化符号和美学元素，以文化
创设设计形成优质文化 IP进行深度开
发，延长 IP产业链，让作品成为传统
文化的新标识，也让作品点亮了百姓
的精神文化生活。《唐宫夜宴》推出
动漫 IP形象“唐媚儿”，演绎“中国
美厨房”的精髓；《只此青绿》申请
各类商标，与多家品牌联名合作，推
出联名葡萄酒、联名绿茶，以及“青
绿”系列的保温杯、香氛明信片、笔
记本、丝巾发带等文创产品，还打造
了首个 3D数字藏品项目“曼舞”，通
过 Q版造型让中国传统文化生动再
现。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之美，也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文化领时代风气之先。我们要看
到“国风作品”火爆的背后是时代的机
遇，也是Z世代年轻人拥抱中华传统文
化的积极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
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根基。因此，我们要坚定文化自
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让中
华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根据新华社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上
映的电影达到了 126部，其中，国产电影《孤
注一掷》《消失的她》《封神第一部》《八角笼
中》《长安三万里》等作品获得了广大观众的
一致认可，在多方因素下，中国电影票房创
下多个纪录：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206亿元创
新高、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新高、中国影史
暑期档观影人次新高、中国影史暑期档连续
破亿新高等。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产
业，不仅对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
影响和贡献，而且对文化产业中其他细化的
相关产业亦有相辅相成的促进和提升。诸如
在动漫游戏、图书出版、文化旅游产业等方
面，影视产业与之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互促
互进。

一、影视产业与动漫游戏产业的融
合方面

影视作品改编动漫游戏可谓由来已久，
尤其是武侠类的影视作品对动漫游戏的发
展影响更是异常深远。我们大家都知道金庸
先生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十四部主要武侠作品，他的大多数作品都
被反复翻拍成各类影视作品。1999年，我开
始玩电脑游戏，我最开始玩的电脑游戏就是根据各类金庸
题材的影视作品改编的DOS版角色扮演游戏《金庸群侠
传》。

千禧年之后，各类网络游戏风靡世界，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有《传奇》《大话西游》《梦幻西游》等。其中，《梦幻西
游》拥有注册用户超3.1亿，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271万，是
当时中国大陆同时在线人数最高的网络游戏。这个系列的
游戏累计为网易公司创造了近百亿的巨大利润，而网易仅
在2015年第一季便创造了31.04亿元的收入，动漫游戏的
创收之高令人惊叹。

二、影视产业与图书出版产业的融合方面

影视作品和图书作为广义上的大众媒介，皆具“文以
载道”的传统教化意义，在为社会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兼
顾教育的内在因素。在时下创新、融合、互动、并存的媒介
大环境之下，满足受众需求、追求市场利润以及通俗文化
的盛行成为电影产业和图书出版业共同面对和互动发展
的大环境。

今年年初《三体》动画版、剧集版接连上线，把《三体》
原著小说的热度推向了新高点，据QQ阅读官方数据统计，
自该剧播出后，《三体》原著便牢牢占据站内热门榜榜首，
累计超167万人将《三体》加入书架，“三体”关键字站内搜
索量暴涨6倍。

春节档期间，电影《流浪地球 2》的热播更是带动了科
幻类图书的销量。《流浪地球》原著阅读用户飙升了35倍，
点击量增长20倍。

随着电视剧《狂飙》的热映，剧中主角高启强翻看的
《孙子兵法》更是直冲销量榜首。

优秀的影视作品对于大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正如夏
衍所言：“一部小说看的人最多几百万，一出舞台剧演一年
也不过几十万观众，一部电影首轮上映就可以有上千万观
众，改编好一部作品，让一部名作普及化，让更多的人接受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这是十分光荣的任务。”

三、影视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方面

影视产业和文旅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文化
属性，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年暑期档的一部国产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带火了国内多个地区和景点，据某
团数据显示，自7月8日《长安三万里》开播后十天里，西安
当地各类业务数据亮眼：饮食方面，省外游客到店餐饮堂
食订单量同比增长387%；住宿方面，外省来西安的酒店和
民宿订单量同比增长339%；门票方面，省外游客的旅游订
单量同比增长超28倍。影片中除了长安外，令人印象最深
的就是武汉黄鹤楼，黄鹤楼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李白在
春风得意时登黄鹤楼、落魄失意时眺望黄鹤楼，黄鹤楼见
证了李白的整个人生，也见证了大唐的繁荣与衰败。出于
对孩子们的教育，我带着他们一起走进了电影院，看完电
影后的一段时间里，姐弟俩天天背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
花三月下扬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姐
弟俩经常问我黄鹤楼在哪？于是乎，我抽了个时间带他们
去了武汉，登上了黄鹤楼。

某旅游APP上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在对近 2500名
旅游爱好者的受访中，有超过40%的人会因为喜欢某一部
影视作品而专程去外景拍摄的旅游地观光旅游。这表明，
影视作品对文旅业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在崇尚“融”的当下，各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
糊，电影、动漫游戏、图书、文旅等产业逐渐融合，他们彼此
之间互为借鉴地发展着，相信随着市场化水平和程度的日
益提升，彼此间充分的深度融合也将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拿起手机
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已然成为很多
人的习惯。摄影不仅定格着生活中的
快乐，也是一些工作中应掌握的一项
基本技能。

作为一名基层宣传文化工作者，
与日常生活摄影不同的是，我不需要
很多豪华的背景、漂亮的模特或美味
的食物，不需要精修拍好的照片，虽然
脸上的皱纹不如光滑的皮肤好，但皱
纹背后的故事一定很感人。与那些专
业摄影师相比，我的拍照技术是业余
的，调色是业余的，但记录工作的每个
瞬间是认真的。没有专业级的摄影设
备，但有一双发现“亮点”的眼睛，用手
机镜头也照样可以讲述基层老百姓有
血有肉的生活故事，记录下温馨、感人
的时刻。奔走在基层工作最前沿，用
镜头捕捉基层一线广大劳动者的美好
瞬间，宣传报道全镇新人新事新风尚，
用镜头描绘最美宣传人的坚守与担

当。
人人心中都有无私向善的一面，

对许多人而言，只是缺少适当的激发
引导。而我们对好人好事的挖掘、真
实场景的照片拍摄以及媒体的追寻报
道宛如一盏明灯，将那些抽象的价值
规范、价值理想变得具体化、形象化，
照亮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形成一
种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

作为一名基层宣传文化工作者，
需要时刻用心去体会、去感受、去发
现，更要义不容辞拿起手机、沉下身子
到一线挖掘和采访，用心拍摄每张照
片，把基层一线当作课堂，把受访对象
视为亲人，用细节挖掘生活的闪光点、
挖掘社会的真善美，从而拍摄出留得
住、感动人、有价值的新闻照片，通过
图片、视频等传播资料，让那些淹没在
人群里、深藏在市井中的动人故事、正
能量的人物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泥
泞滋积的小路、乡村振兴的田野、光芒

四射的舞台……奋斗的身影在哪里，
我就跟随到哪里，用手机镜头定格住
这些平凡、精彩、珍贵的瞬间，在镜头
下感受每个人的温度，感受人间烟火
气，把基层老百姓生活、工作的身影传
递出去，于方寸之中见证我镇的发展
与变化。

平潮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无论是在田间地
头、商场超市还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青年突击队
的成员奔走在平潮的大街小巷。从不
文明行为劝导到施工工地监管，从早
市占道经营清理到扬尘综合治理，从
日常巡查到全力整治环境……通过拍
摄一张张照片，我们看到每天起早贪
黑坚守在环境整治一线的城管人员忙
碌的身影，感受到村干部建设美丽乡
村的不懈努力；老百姓们也看得到越
变越好的老街、越来越整洁的生活环
境，有了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时，我们不仅自己拍摄，还在公

众号开设文明随手拍专栏，鼓励和号
召老百姓随手拍下辖区内基础设施、
城市面貌、秩序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上
传问题后由相关部门察看处理。从百
姓的视角发现问题，寻找自身工作的
不足，用手机摄影点亮群众参与社会
治理的道路。

时光远去，影像长存。拍照是一
种瞬间艺术，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咔
嚓”一声就能把瞬间变成永恒。在手
机拍照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平潮的发
展变化，学会了善于观察基层工作中
的“美”，并用好手中的镜头捕捉

“美”、追寻“美”，进而发扬“美”，
手机摄影实现了我服务基层群众的永
恒记录。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热爱
生活的摄影人，在摄影中发现工作中
的美好。

音乐成就梦想
通州歌舞团演员 李又赢

从六月份入职到现在，我真实感
受到了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责任
感，我们的日常工作是送戏下乡，给通
州各个镇街老百姓送去精神上的关
怀。每一次演出，我都能切身体会到
乡亲们的期盼与热情，他们的笑容总
能让我明白音乐真正的魅力是给他人
带去欢乐，同时也让我思绪万千。

记得我第一次误打误撞站上舞台
是七岁，用现在很“潮”的一句话来说，
我命运的齿轮从那一刻开始转动，它
将我未来的人生与音乐紧紧绑在了一
起。我开始参加各种比赛，从县区到
省市，还有幸获得了中国关心下一代
演艺工程的全国金奖，并代表整个江
西省上台领奖。那时激动的心情现在
早已模糊，却在我小小的心里埋下了
一粒热爱音乐的种子。

这粒种子在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发
芽。从高一起，我开始系统学习音乐，
繁重的学习压力下，细碎的乐理知识
让我心力交瘁，后来我又辗转前往武
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求学，其中

的辛苦付出不足为外人道，我也曾几
度心灰意冷想要放弃，最后却依旧咬
牙坚持了下来。终于在导师的教导与
家人的鼓励下，我顺利考入大学，正式
开始学习流行音乐。大四那年，我在
南京举办了属于我的千人演唱会，我
想我会永远记住那一天。

音乐点亮了我的生活，它让我变
得更加自信。我认为，只有在舞台上
的我才是最有个人魅力的我，只有专
注音乐的我才是最纯粹的我，只有能
给他人带去欢乐的我才是最有价值的
我，是我的工作给予了我这样的机会，
我也会用心表演回报通州的父老乡
亲。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流行音
乐已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之
一。近几年春晚，流行音乐的分量也
是遥遥领先，而我作为流行音乐的演
绎者与传播者，更应该不断提升自身
的业务能力，争取将更好的音乐作品
从电子设备上带到现实生活中来，并
时刻以最佳状态呈现给观众朋友。同

时我也应该努力向前辈们学习，勤于
创新，创作出一些能弘扬我们通州特
色的音乐作品，向更多人展现通州风
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作品并
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
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
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对
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打造更多文
化艺术精品、广泛传播和弘扬文化经
典，是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号召，我还专门创作了一首
歌曲《你的名字》，立意是，我们生活中
每一个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默默奋
斗的普通人都是伟大的，他们的名字
也一样闪闪发光，值得被记住。

我认为年轻人应该是敢于冒险、
敢于试错的，我来到通州工作，就会将
自身的活力融入工作中、带到舞台上、
送进乡村里，给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
父老乡亲送去“文化大餐”，丰富他们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给他们展
现艺术的魅力、音乐的魅力、青年人的

魅力。
参加工作以来，我在单位的领导

下，组织参与了几次大型活动，比如南
通州文旅嘉年华，流动观众人数破万，
这是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同时也
警醒着作为舞台表演者的我有没有做
到最好？有没有让他们满意？在每一
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也会关注群众的
反馈，进行总结与反思，不断调整表演
细节，在群众的督促中成长为更好的
自己。

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它不只能
点亮我的生活，也能点亮广大百姓的
生活。作为一名声乐演员，最大的价
值就是给群众带去欢乐，老百姓的满
意永远是我们最大的追求。作为青年
人，我也会虚心学习，努力拓展自己的
文艺范畴，比如向前辈学习通州的传
统文化——通剧。我将肩负新时代年
轻人的使命与担当，以文艺的形式充
分展现通州人“自信、包容、求实、创
造”的良好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