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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背景下文化类综艺节目对传统文化传播影响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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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近年来中国文化综艺节目的传播和发展迅速，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为研究对象，对其节目形态的创新表现进行深入分析，

并分析总结其可优化之处，以期对我国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发展有所启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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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如雨后春笋。该类节目以优秀传统

文化为主体内涵，融合互联网和现代科技的传播方式，迎合了社

会大众的文化需要。本文从文化类综艺的兴起原因、社会影响，

并结合具体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的节目要素和收视概况，

对网络形式下文化类综艺的发展趋势提出建议。

一、文化类综艺节目兴起主要是政策与市场的双方导向支持

的结果

（一）政策背景上，新时代对传统文化输出提出新要求

1. 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 2011 年开始关注电视文化的发展，

对“文化自信”的建设进行了指导，正确综艺节目价值趋向，文

化类综艺从此打破综艺市场“泛娱乐化”的局面。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权威媒体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以《百

家讲坛》等传统文化节目为起点，创新节目形式与传播手段，打

造了《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优秀节目。

2. 政策支持下的文化热潮，形成“刷屏”效应

2017 年 7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

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强化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

地方上星综合频道集体发力，《向上吧！诗词》《阅读·阅美》

等百余档节目接连播出。视频网站也持续发力，如优酷视频提出“泛

文化”战略；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通过《智在说》等小而精的

节目引起热潮。从而形成了以央视为核心，地方电视台呼应，传

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相联动的创作传播新格局，形成“刷屏”效应，

使文化综艺成为大众焦点。

（二）市场背景上，娱乐型综艺节目充斥电视节目市场，观

众对精神文化的向往

1.“泛娱乐”化的综艺市场日渐浅薄化、媚俗化、低智化

市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为献媚于观众而缺乏道德底线，

导致低内涵、低格调的综艺占据大部分市场，为社会风气带来不

良影响。但是综艺不能仅有娱乐属性，更要发挥媒介自身所承担

的教化功能。综艺市场因此分化出文化综艺这一类目，以实现文

化的传播以及主流价值观的传递。

2. 国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升级

“同质化”的综艺节目使得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文化类节目

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内容和内涵的诉求，缓解了

社会的“文化焦虑”。浅薄化的纯娱乐综艺使得受众沉溺于狂欢

的瞬时快感，当快感消散，观众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也因为

空虚而增大。文化类综艺节目格调高、立意深远，满足了文化性、

情感性、启示性、娱乐性等多种诉求，使观众的精神内涵不断丰

富发展。

二、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经济效益方面分析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层面上，文化综艺类节目响应文化强国号召，推

动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在国家文化战略上，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写道：“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让

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该报告强调将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吸收内化为主流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外讲好中国

故事，树立当代中国形象，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为国际社

会了解中国提供历史视野。

（二）社会层面上，文化类综艺节目以现代手段传承经典文化，

满足大众文化需求

文化类综艺节目集传承文化、娱乐大众和社会教育等功能于

一体，把传统文化与大量的科技元素以及与互联网流量、热点相

结合，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有效拉近了高雅文化

与大众的距离，通过多元化媒介传播，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打破了

传统的电视传播渠道，为受众提供了多渠道观看途径，满足了年

轻一代的受众需求，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多方位传播给更广泛的受

众。

（三）经济效益层面上，文化类综艺节目与博物馆和文创产

品有效联动，扩大文化消费需求

文化类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等节目的上映，

与博物馆、历史文化元素相结合，打造了传统文化 IP，带动了博

物馆的参观热度以及文创产品的消费，据统计 2017 年故宫文创的

销售收入已达到 15 亿元，超过 1500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收入。良

性的文化传播和消费循环联动，既推广输出文化，又能将文化元

素产业化，获得经济收益。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典籍、文物搬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使得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需要，融入日

常生活，从而历久弥新，在继承中发展。

三、《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形态与收视概况问题分析

（一）节目形态

1. 题材选择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每一期的典籍作品都是经过创作团

队，在洞察文化市场并且评估现代媒体功能呈现典籍的效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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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认真筛选出的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典

籍。

2. 呈现方式

以“戏剧 + 影视化”的再创造性表现方式，多时空、多角度、

现代化地解读典籍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同为文化类综艺，不

同于《中国诗词大会》采用竞赛问答的形式、也不同于《经典咏

流传》用流行音乐演绎经典诗词的模式，《典籍里的中国》运用

的是融合现代媒体传达技术的戏剧和影视表演形式。通过创造与

文化典籍有关的场景和戏剧化呈现方式，让典籍获得更加生动直

观的表达。

此外，节目主持人借当代读书人的身份开启时空隧道的设定，

不仅有利于现实与典籍故事的连接，也有利于观众在一种主观的

引导下代入情感与自我，从而引起文化共鸣。

3. 场景设计

节目采用了多场景舞台的交叉重叠式和有限递进式布局，将

多个舞台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种多层次场景空间的创设，有

利于打造舞台的沉浸式体验。

（二）收视概况及节目问题分析

针对此课题，我们进行了线上问卷抽样调查，收集有效问卷

共 376 份。在与《上新了故宫》《诗词大会》和《经典咏流传》

几个节目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典籍里的中国》知名度以及收视

率明显低于其他同类型文化类综艺节目。

通过与问卷调查和访问，我们了解到大家对这一文化综艺不

甚了解的原因首先在于节目的宣传力度小。节目的前期宣传力度

小与传播途径不够多样化，削弱了其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的竞争

力。其次，典籍的普及程度与观众的相应知识背景较弱，不容易

引起反响。再者，节目的模式单一化使其后期缺乏持续吸引力，

虽然节目组在介绍典籍方面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新模式，让人眼前

一亮，但每期制作都使用同一套路、舞美设计缺乏创新，不可避

免地将造成观众的视觉疲劳。另外，节目几乎每一期都将重点放

在了介绍典籍源起及其创作背景方面，较少将书中的内容向观众

展开，应该进一步挖掘典籍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精神指引。

图 1　就问卷调查结果各节目知名度对比表

四、对文化类综艺节目创新发展的建议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结合其他节目，根据它们的问题，

我们对文化类综艺节目创新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植根传统，立足当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制高点，

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既伫立传统起点，又站立时代延点，紧跟社会发展，改革创新，

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促使人们提高文化自觉，涵养

文化自信，增强文化意识，践行文化行为，厚植文化精神，建造

文化家园。

（二）集中优势打造具有生命力的品牌节目群

1. 确立文化类综艺的定位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起始点，以受众为根本基点，深

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意味和真谛，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

实践要求，打造出更多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的文化

类综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文

化类综艺集传统文化与讲好故事于一身，使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

相交融，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赢得广泛好评与优异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2. 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深入把握典籍内涵，择取典籍中的经典成分作为舞台戏剧呈

现的重点，打造高品质文化内容，挖掘作品更深处情怀，激发观

众对典籍内涵的思考，为文化类综艺贡献精彩且富有韵味的优质

内容。创新高品质文化形式，以现代化形式改造引起大众的关注，

营造文化与诗意的舞台氛围。设置文化与载体的互动形式，使用

高科技机器和高水平技术，创新室外舞台模式，焕新视听效果。

3. 打造雅俗共赏的节目效果

以受众为基点，主动拉近受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让书籍与

文物走出历史，走向大众视野。打造优秀的文化类综艺，创造与

受众有关的文化节目，走入受众生活，引起受众共鸣。人文元素

兼具，情感传输到位，给受众制造深刻的记忆点，让受众实现沉

浸式体验，提高受众对中华文化的求知欲和满足感。

（三）加大文化输出力度，多渠道宣传文化类节目

国家要引领文化宣传大局，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鼓励和支

持文化类综艺的蓬勃发展，带领人们走向正确的文化大道。节目

宣传方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文化输出，线上线下形式相结合，

增加与观众的线上互动，鼓励观众输出自己的观感或进行二次创

作、制作文化周边，使观众走进典籍世界，领悟典籍魅力；运用

优质明星和嘉宾效应，扩大节目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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