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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海外“圈粉”呈现中国魅力

近年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海外持续“圈粉”，彰显文化魅力。
成功申遗的春节，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全球约1/5人口都在以
不同形式庆祝春节。与春节相关的
民俗活动已走进全球近200个国家
和地区，约20个国家将春节列入该
国整体或部分城市的法定节假日。
春节已在世界各地深入民心。

2023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
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
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中国
年”升级“世界年”。2024年春节，

“火出圈”的广东省揭阳市普宁英
歌首次登陆英国伦敦“欢乐春节”
活动，吸引现场超过70万人、上百
家媒体围观共赏。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萧放认
为，春节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重在一
个“和”字。和平、和睦、和谐等中
华文明理念，借着春节欢乐祥和的
节日气氛向世人传递，增进彼此相
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往来。“可
以说，和平是春节作为人类非遗的
重要标识。”萧放说。

“从东南亚到欧洲，不仅海外
华人，越来越多当地民众也将春节
视为自己的节日，他们还将本土文
化融入春节的节庆活动之中。”中
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张勃认为。

“本次申遗成功本身，也体现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春节所彰显的
人类一致性和文化创造力的认可，
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向往
美好生活的文化期待。”中国民俗学
会理事、副秘书长朱刚说。

就在春节申遗成功的第二天，
12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审议并通
过中国“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
艺”三个非遗项目从“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
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总
数居世界第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珠算、二十四
节气、藏医药浴法、太极拳、送王船、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等
相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非
遗文化正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展示国家文化软实
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极具艺术价
值和独特文化内涵的中国非遗，已
经成为诸多外国人感受和了解中国
文化的重要桥梁。与此同时，中国
非遗正以传统民俗、文创产品等不
同形态成功“出海”，向全世界讲述
着中国非遗的故事。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
授妥艳媜认为，中国非遗在国际上
受到青睐的类型通常具备以下特
点：一是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和
表现力，如京剧、川剧变脸、皮影戏
和传统舞蹈等表演艺术；二是具有
鲜明的中国文化元素、文化底蕴、高
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
和剪纸等；三是与外国观众的价值
取向产生共鸣，如一些国风博主通

过展示中国非遗制作工艺，呼应了
现代人对于返璞归真、自然生活的
向往；四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
愉悦相关的非遗，如武术、太极拳、
中医推拿、针灸、中草药等类型。

“非遗强调的是人而非物，凡
是能够高度呈现人的原创性的非
遗都容易获得人类普遍的尊重。”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非遗研究中心主任耿涵说，非遗

“出海”可以帮助中国向外界传达
全人类的文化价值共识，让国际社
会感受到中华文明中“真、善、美”
的表达，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
国文化、风俗习惯的理解，增进不
同国家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尊重，
拓宽国际交流合作空间。

“国潮”走红尽显中国气质

身穿汉服头戴朱钗，抬手拨弦
乐声轻舞。最近，一位古装红衣扮
相，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地
标建筑前弹奏古筝的中国女孩在网
上火了。旅法留学生彭静旋演奏古
筝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世界各
地网友的喜爱，多次被国外媒体报
道，收获了许多观众的暖心留言。

“刚开始表演时，我发现很多
观众分不清亚洲不同国家的文化，
经常把我认成其他国家的表演
者。为了告诉他们古筝是中国文
化，我尝试穿着汉服演奏。如此一
来，不仅辨识度更高，演出效果也
更好了。”彭静旋告诉本报记者，此
后，“古筝+汉服”成为自己进行街
头演出的标配。

“外国观众对中国传统乐器和
服饰非常好奇，经常会停下来仔细
观看，询问有关中国文化和音乐的
问题，我都一一耐心解答。”彭静旋
说，“有一次，我用古筝演奏了一首
探戈名曲，随着音乐的推进，好几
名观众自发加入进来，热情起舞。
看着他们那么陶醉，那么惬意，我
的心里充满温暖。”

现在，彭静旋在网络上已经受
到3000万人关注，与民乐演奏家
方锦龙合作的国乐快闪作品播放
量近亿次，点赞数过百万。“我很高
兴能通过短视频这一方式，给外国
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窗
户。”彭静旋说。

如果说用古筝演奏流行歌曲
和世界名曲为彭静旋带来了“流量
密码”，那“武术+音乐+舞蹈+短视
频”的方式则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
人、峨眉派女子功夫团95后“大师
姐”凌云敲开了“用中国符号连接
世界”的大门。

一招一式似柔而刚，与周围山
清水秀的环境相互交融，仿佛武侠
小说中的论剑场景，又犹如一幅传
统中国水墨画……近日，峨眉派女
子功夫团的武术表演视频在海内
外网络平台上爆火。在“外国人看
峨眉凌云的反应”这条抖音话题
下，国外网友们踊跃留言，称赞她

“真人版的花木兰”“仿佛在空中起
舞”“太美了”。

凌云4岁习武，8岁评上国家
二级运动员，10岁独自从家乡雅安
辗转至乐山，系统学习峨眉武术。
22岁那年，经过严格选拔，她成为

国家级非遗项目“峨眉武术”代表
性传承人。

接过传承重任之后，凌云发现，
峨眉武术固然荣耀，但并不出圈。

这让她意识到，要想让峨眉武
术文化“从中国出发并走向世界”，
不能仅靠习武者的练习，还要通过
符合现代审美的内容形式，向大众
乃至海外进行推广。因此，找到一
些“能在现代社会将文化‘玩’起来
的综合人才”，组建一支新鲜活泼
的团队，尤为重要。

“虽然经典永流传，但每个时
代都有自己的潮流。保护和传承
传统文化，不能只还原，一定要创
新。要顺应当下的潮流，用更具时
代感的方式来展示。”凌云说，“传
统要‘走出去’，先要‘潮’起来。”

今年2月，一条面向全国的“江
湖招募令”，将8名身怀武艺、性格
各异的00后女孩集结到一起，峨
眉派女子功夫团在第四届峨眉武
术传承大会上正式成团。功夫团
的视频一经推出就“火”了起来，10
天后全球播放量已超10亿次。今
年7月，法国巴黎街头，首次走出国
门的峨眉派女子功夫团与彭静旋
跨界联袂，将传统文化“玩”出了新
高度，博得中外观众一片喝彩。

时尚、跨界——这是功夫团负
责人李洁瑜总结峨眉派女子功夫
团从传统武术界出圈的最大秘籍。

“简单说，就是让人感觉传统也
能很‘潮’。”她说，“我们的短视频之
所以受海内外年轻人追捧，是因为
在传统武艺的基础上，跨界融入了
舞蹈、音乐和时尚等不同元素。”

“我的师傅——四川省武术协
会主席任刚曾对我说，任何一项传
统文化，都需要用最具时代感的眼
光去看待。”凌云说，“从武术出发，
去创新、去跨界，这条路有起点，但
是没有终点。我们将继续努力，希
望在武术的跨界融合中，实现破圈
传播，打开‘用中国符号连接世界’
的大门。”

文化出海“新三样”展示中国形象

2024年，源于中国经典名著
《西游记》的首款中国产3A游戏《黑
神话：悟空》持续“圈粉”海内外。近
日，该游戏不仅在被称为“游戏界奥
斯卡”的全球年度游戏大奖TGA中
获多项提名，并斩获年度“最佳动作
游戏”奖项，还经由全球玩家票选，
赢得了“玩家之声”奖项。

在12月18日举行的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黑神
话：悟空》的获奖实现了中国游戏
史上“零的突破”。发言人对此有
何评论？

“我们对《黑神话：悟空》获奖
表示祝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林
剑表示，很高兴看到《西游记》这部
400多年前的中国神话小说在数字
化技术“加持”下大放异彩，“圈粉”
全球玩家。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反映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的
巨大魅力。新技术不仅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带来新机遇，更为其传承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甚至，随

着游戏的火爆，众多取景地变成了
热门打卡新地点，为文旅融合发展
带来了全新热度。

近年来，以中国网文、网剧、网
游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品，承载着
东方神韵，在全球刮起“中国风”，
成为文化出海“新三样”。它们整
合并创新文化表达模式，通过主动
传播与融合叙事的海外输出，向全
球青年群体展现着绚烂多姿、立体
丰富的中国形象。

网文，以东方思维讲述中国故
事。据统计，中国网文出海作品已
形成15个大类100多个小类，都
市、西方奇幻、东方奇幻、游戏竞
技、科幻成为前五大题材类型。
《2024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
告》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底，仅
阅文集团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
就已上线约6000部中国网文的翻
译作品，累计海外访问用户近3亿，
阅读量破千万作品数同比增长
73%。出海多年的中国网络文学，
不仅向海外输出优秀的文化作品，
还将中国文化、审美以及创作模式
推向全球，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世
界文化现象。

网剧，用图像展现立体的中国
形象。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盛
唐为背景，再现了当时长安城的盛
世繁华、江山锦绣；古装剧《庆余年》
成为风靡一时的爆款剧集，如今已
经上线了第二季……截至2024年2
月底，已有40多款短剧应用试水海
外市场，累计下载量近5500万次，
内购收入达1.7亿美元。

网游，让“中国风”走出“国际

范”。以网游《原神》为例，游戏世
界的“海灯节”与春节同步，全球
玩家可以体验“彩鹞栉春风”的浓
浓中国风情；游戏中还融入跳跃、
蹲桩、打滚、弓步、扣步等中国传
统舞狮元素……把文化“装”进游
戏，网游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和更加创意化的表达，主动拉近
全球用户与中国文化间的“心距
离”。《2024年中国游戏出海研究
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2024
年中国自研游戏在海外的实际销
售收入将达到 185.57 亿美元，同
比增长13.39%，同时，中国移动游
戏在主要出海地区的增长率都明
显提升。

林剑说，当东方美学邂逅现代
科技，当传统文化融入新兴产业，
我们看到中国“现象级IP剧目”在
泰国、日本、美国等地热播，让海外
观众频频“催更”；中国网文作品被
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
目，让各国读者直呼过瘾；中国游
戏“刷屏”全网，为大家打开探索中
国传统文化的大门，唤起全球玩家
的情感共鸣，激发不同文明间的双
向奔赴。

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
以科技为支撑，文化出海“新三样”
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外显
精美的“服化道”形式，是世界了解
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有助于
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
力。相信未来，文化“新三样”可以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继续一路高歌
一路繁花。

据《人民日报》

这一年，中国文化在全球“出海”又“出彩”
最近，旅居新西兰的中国姑娘小麦非常开心，虽然距离蛇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

她已早早开始剪窗花、买灯笼和贴对联，并热情地向身边的外国朋友“种草”（推荐）
春节。

是什么让她如此快乐？
12月4日，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九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申遗成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及
其蕴含的中华文明理念的世界感召力进一步增强。

“春节申遗成功，对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小麦说，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年我要邀请身边的各国朋友来和我一起‘过大年’！”

近年来，在更大范围走向世界的，不只有春节这个传统的中国年文化。从历史悠
久的非遗文化，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
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在全球刮起了一阵“最炫民族风”。

20242024 年中法精年中法精
品人文交流活动之品人文交流活动之
一一——法国豫园灯法国豫园灯
会在巴黎风情园举会在巴黎风情园举
办办。。 高高 静静//摄摄

一名摩洛哥女孩体验一名摩洛哥女孩体验
汉服汉服。。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半岛第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半岛第
二社区活动室内二社区活动室内，，燕山大学留学生正在燕山大学留学生正在
体验书法体验书法。。 曹建雄摄曹建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88月月2222日日，，人们在人们在
德国德国20242024年科隆国际年科隆国际
游戏展游戏展《《黑神话黑神话：：悟空悟空》》
拍照区拍照拍照区拍照。。

张张帆帆//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