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潮”风劲吹，青年人为何
如此痴迷传统文化？

文化建设为国潮热筑基

过去一年，青年夜校在青年群体中爆
火，“夜校热”从城市蔓延到乡镇。其中，关
于非遗技艺、传统文化的体验课越来越流
行。

2024 年 12 月 26 日傍晚，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东河街道新悦社区里传来阵阵讲课
声：“掐丝珐琅是一种特殊工艺品，是用细
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
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
课堂上，老师围绕掐丝珐琅，讲解着它的历
史、技艺、艺术价值等，台下的青年一边听，
一边按照老师的指导动手实践。

而在兴安盟，第三期青年夜校课堂则
以剪纸创作为主题。课堂上，自治区级剪
纸技艺非遗传承人赵日霞从构图、轮廓剪
法、细节处理等方面，详细讲解剪纸要领和
技巧。美丽的蝴蝶、活灵活现的生肖、饱满
的石榴……学员们边学边剪，一幅幅精美
的剪纸作品从学员手中诞生。

2024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团委推动
全区各地高质量开办青年夜校。各地聚焦
青年的现实需求和兴趣爱好，开设“点单
式”课程。在青年对传统文化强烈的呼声
中，各地青年夜校纷纷开设包含非遗传习
等国潮元素的精品课程，深受大家青睐的
中国舞、剪纸等课程一经上架，很快就被一
抢而空。

“我抢到了乌海团委青年夜校的中国
舞学习课，在舞蹈的律动中我领略了中国
舞蹈的独特魅力。这堂课不仅让我学会了
如何保持专注和耐心，也让我感受到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学员刘雨晴说。

除了颇具特色的非遗夜校课程，各地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方式，依托博
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社区等阵地，结合
自身文化底蕴积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内蒙古博物院在 2024年年末推出“跨
年夜未央”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与剧本研学
游、美育课堂等社会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让年
轻人以全新视角拥抱传统文化；内蒙古自治
区艺术研究院带着皮影、布贴画等多项非遗
走进大学校园，为学生们打造“身边”的非遗
文化站；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师
大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非遗主题活动，
让邻里乡亲一睹国潮风采……

精彩纷呈的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现
代、走近青年，展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才华。

审美觉醒让文化影响更远

放眼今日，“文博热”持续、“文创风”劲
吹、国潮正当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翻开崭新篇章。但
溯其源泉，国风“潮”起来，离不开青年一代
的审美觉醒。

2023 年 8月，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
团的演员们来到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
为内蒙古观众带来经典京剧《穆桂英挂
帅》。剧院三层看台座无虚席，观众的掌

声、喝彩声一浪高
过 一 浪 。 这 出 由

“ 老 ”流 派 带 来 的
“老”戏剧，观众中
却 有 一 半 的 年 轻
人。

“现在我们戏
迷 很 多 都 是 年 轻
人，他们不仅爱听
戏，还会自己学唱
戏，能感觉到他们
对戏剧的热爱。”北
京 京 剧 院 领 衔 主
演、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梅（兰芳）派青
衣胡文阁说。

感受到新一代
观众对传统戏剧高
涨的热情，内蒙古
推出“国家艺术基金·戏曲北疆
行”优秀剧目展演活动，邀请全
国各大院团来内蒙古演出。安
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女驸
马》、北京京剧院携手内蒙古艺
术剧院京剧团演绎的京剧《望江亭》、唐山评
剧院带来的经典评剧《花为媒》……一出出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剧目，让年轻戏迷直
呼过瘾。

“最初看戏是陪奶奶看，看着看着自己入
迷了。演员们有韵味的唱腔、流畅的打戏，还
有精美的舞台设计，都让我非常喜爱。希望
有机会可以学唱戏，当传统戏剧的传播者。”

“95后”观众丁琪说。
如今，“簪花+汉服”从小众穿搭成为景区

标配，“传统+流行”混搭的音乐模式从冷门到
霸榜音乐榜单，其背后是无数有想法、有创
意，又对传统文化兴趣浓厚的青年的助推。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国潮青年，在积极打

造融合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的文化产品，
以青年之力创造一种全新的审美趋势。

最近，“90后”文化类视频创作者李子
柒在沉寂3年后，再度回到观众视野。在更
迭飞快的网络时代，李子柒却仍然热度不
减，评论区充满了“好久不见”“终于等到
你”等评语。

“李子柒镜头中呈现的传统文化，更符
合年轻人审美，还原了年轻人最想看到的

‘新中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敖其说，“在她的视频中，从传统美食
制作到古老手工艺展示，这个年轻女孩把
非遗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当代青年，是传统文化的热爱者，更是传
播者、建设者、创造者。富有热情和创造力的
他们，正在不断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壁垒，用自
己的力量让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更深远。

新技术丰富国潮新体验

借助数字照扫、物理渲染，敦煌藏经洞
室藏 6万多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被搬到
展览现场；在四川三星堆，数字文物修复等
跨学科交叉融合新手段，在解码文物信息
和开展文物修复上大显身手；内蒙古博物
院的线上云展中，虚拟数智人精彩亮相，让
观众沉浸式享受文化体验……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文化有了更
多的传播载体，文化的数字化不断激励着
年轻人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

近年来，除了传统的京剧、茶叶等文化
产品，国潮热已逐渐扩展到网游、影视等数

字领域。同时，关注精神价值、喜欢表达的
年轻人，也更擅长使用社交媒体等分享推荐
国潮产品。国潮的发展机遇在线上，年轻人
社交消费的主要阵地在线上，二者的“相
遇”，为国潮发展创建了肥沃土壤。

如今，数字化平台已是助力国潮产品
“出圈”的关键渠道。纪录片《非遗里的中
国》《我在故宫修文物》家喻户晓；舞剧《只此
青绿》、舞蹈《唐宫夜宴》等国风类表演频获
点赞，通过数字化平台，国潮产品从网红走
向长红，年轻人也更广泛、更深刻地与国风
相拥，文化数字化拓展了原本专属于线下的
国潮体验。

定时公益直播教中国画的退休老教授、
通过网络视频分享传统非遗制作技艺的传
承人、线上讲述茶道香道的国学爱好者……
网络成了手艺人传播传统的重要渠道，让他
们在线上吃上了“手艺饭”。同时，这些面向
大众的课程，也前所未有地降低了年轻人了
解、学习传统文化的门槛，让他们的国潮体
验越来越丰富。

技术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承，让其不断焕
新，与人们的距离不断拉近，持续迸发出生
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

国潮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是全方位、多领
域的。一件衣裳、一部电影、一个游戏、一部
舞剧……这些流淌于日常生活的“涓涓细
流”，都来自于传统文化这条宽广的河流。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青年
过上国潮生活，不仅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滋
养，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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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柳

今年元旦，呼和浩特大召广场人潮涌
动，年轻人穿着汉服、马面裙等中国传统服
饰打卡拍照，“花式”奔赴新年第一天。

去年，《黑神话：悟空》作为中国首款
3A游戏正式亮相。游戏受到年轻人喜爱

的同时，一处处古香古色的取景地也迎来
了“泼天的流量”。

一到假期，年轻人便如“赴约”般，一头
钻进博物院馆里。跟着小红书“打卡”博物
馆，和文物进行一场跨时空对话，已成为当

代青年度假常态。
传统文化焕发生命力，当代青年过上

了国潮生活。脚下这片兼具厚重历史文化
积淀和国际视野的土壤，孕育出文化自信，
让“国潮一代”昂首向前，大放异彩。

国潮青年
关键词

了不起的国货

博物馆热非遗传承

新中式
文化数字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
交给年轻人，他们自有办法。

国 潮 生 活 活 力 涌 动

我 是《青 春 号》。 2024
年，我将卫国戍边 、乡村振
兴、创新创业、赛场拼搏等北
疆青年的奋斗故事呈现给大
家，充分展现青年以奋斗姿
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
华年的风采。

2025 年，我将在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时代潮流中继
续深耕，解读青年 、展示青
年、鼓舞青年。

新年伊始，惊喜送给你！
为洞见年轻人的新生活

方式，反映当代青年对生活
的回应和哲思，我策划推出

“当代青年生活图鉴”系列，
和受众共同解锁年轻人的新
潮生活，展现青年一代的昂
扬向上、自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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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处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袁学君：

“不论是国潮品，还是文创，正
是因为得到了年轻人认同，才迅速
在大众媒体中火起来。火起来后
更多年轻人会从中感受到文化之
美，会有更多对文化的认同感。”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海西路街道
附件社区副主任焦娇：

“‘潮’在守正，‘潮’亦创新，我
们在社区打造国学课堂，希望让更
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养分。国潮青年们必将澎湃不息，
引领未来。”

呼和浩特市转角巷步行街项目
主理人侯帅：

“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
的文化自信与日俱增。我希望通
过举办国风活动，打造国潮街区，
让 年 轻 人 对 传 统 文 化 有 更 多 了
解。希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给
年轻人带来更多力量。”

内蒙古博物院志愿者刘毅：

“通过传统文化，我能感受到
历史的厚度，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明白青年的责任。传统文化这本
厚重的历史书，展现着古人的智慧
与经验，不断给予我们对当下的审
视与思考，让青年能以更宽广的视
角看世界。”

内蒙古财经大学辅导员谷超：

“年轻人把国潮画在脸上、穿
在身上、当成事业、放在心中，这些
生活中的细水长流，都源自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宽广大河，滋养着青年
一代的精神世界。国潮奔涌而来，
我们欣喜于青年人对国潮的热情
时，还应该思考，国潮应如何从‘一
阵风’到‘常态化’？‘国’，要回归初
心；‘潮’，要与时俱进。潮起之时，
我们要聆听青年声音；潮涌之间，
要稳固核心竞争力；潮头之上，更
要铭记为什么出发，从文化之‘原
来’走向文化之‘未来’，连接青年
创新、期待，用国潮之美装点青春
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