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



• 文化扩散在现代社会主要靠媒体。
• 大众传媒是传播中最重要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

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特
定形式，面向广大群众进行定时、迅速、不间断
的信息传递，其特点是影响广泛、传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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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文化扩散与大众传媒





• 　

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
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
体。
——2015年12月16日，第
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
江省乌镇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
神家园。……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
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案例：公益广告与中华传统文化传播



《舌尖上的中国》——文化视觉盛宴中的跨文化传播

⒉纪录片与中华文化传播



《舌尖上的中国》的三绝招

• 破解中国文化高语境之题：言有尽而意无穷

强化读图时代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力量，讲述劳动者的生活故事

坚持本土化文化的倾情再现，主张“天人合一”

树立“求同”的主体诉求，赞美普通劳动
者，渲染美食记忆中的亲情、爱情、乡情



第一季目录



第二季目录



第三季目录



中华传统文化的新传播方式：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诗词大会、国家宝藏

   如何让文化遗产、传统文物走进公众的眼中，尤其是成为年
轻人愿意学习和传播的流行文化？



2016年系列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2017年引起热议的《国家宝藏》真
人秀节目、2018的《如果国宝会说话》



2018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百集“泡面番”



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
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
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
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

面对传播快、影响大、
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
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
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
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
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
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
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
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
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
题。——习近平，2013

⒊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华文化传播



2018年热门话题——“5·18”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



“5·18”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



文化数字化——依托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实现文
化传播的时空普及与内容升级，降低了人们接触文
化资源的门槛。从渠道上就具备传播潜力，形式上
甩掉了原有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给人带来的厚重感，
也给内容创作者足够的创作空间。

传播平台新潮化——从平台选择上，抖音作为
2017年新兴的短视频互联网产品，在年轻人中有极
高的流行度，挑选了抖音热门曲目与热门舞蹈。传
统文物与抖音平台的结合为彼此带来了新鲜感。

文物人格化——剖析文物，为其设定个性，设计
台词与动作，让文物成为活起来，更能直观的感受
到文物的魅力。

文案创作时尚化——采用了“拍灰舞”、“比
心”、“98k电眼”、“老戏精”、“么么哒”等
等流行语，走险棋，但妙趣横生的台词创作结合了
文物本身具备的历史故事与自身特点，反而令人倍
感冲击，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



关于文物戏精大会H5的热议：
当传统文化遇上文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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