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新互联网之力，谱传统文化之华章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和共享的效

率，也架起了古人和今人、历史与现代社会这种跨越时空的桥梁。将

网络与中华传统文化双向融合和相互赋能，既是让中华传统文化创新

由自发走向自觉，也是丰富互联网的内涵推动其发展；据统计，我国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6.4%，其中青年的比重占总比重 3/1，将中华传

统文化与互联网相结合能更好的助推青年们对中华传统文华产生认

同感并坚定文化自信。

忆往昔，被忽视、遗忘的传统文化。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快速入侵的冲击下遭到

了巨大挫折，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生活方

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许多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无法适应，逐渐失

去了生命力，这些变化使得传统文化缺乏了现实的价值支撑，导致其

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前段时间在网络引起热议的“人教版教科书”插画审美事件，图

片上的儿童清一色的“眯眯眼、大额头”，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审美

范畴，以及犯下了“画错国旗”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此事件一经曝光，

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严重不满，网友们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文化入

侵产物”已经是忍无可忍了，这些“毒教材”对正在汲取知识的孩子

们来说是对其三观的塑造是极其不利的，由此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是

“文化入侵”的严重性；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

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持有的坚定信心。明

明我们有“曾子避席、张良拜师、程门立雪、孟母三迁、精忠报国、

卧冰求鲤”等许许多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可以学习，为什么要

将其束之高阁，最终令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呢？中国人的骨子里

就含有“温良”的特性，而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温良”特性的

原材料。

我们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认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同传

统文化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编写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开展传统文化



知识竞赛等形式，来增强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通过建立传

统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加强传统技艺的传帮带等方式，来弘扬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通过举办传统文化展览、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等方式，来增加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加强对传统文化

的宣传和认识，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积极保护传统文化的传

统与遗产，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让传统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融入当下。
“以互联网为火，点文化创新之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就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互联网的新媒体人们要怀着一颗赤诚的
心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比如河南卫视推出如《唐宫
夜宴》《洛神水赋》《端午奇妙游》等以现代 VR 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节目，河南卫视坚持以“文化兴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代传播技术的结合，不仅仅是实现了从老媒体向新媒体的过渡转
型、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也同时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行深
度挖掘和创新表达，不断探索传统文化创新的途径，让人们在美轮美
奂的视觉场景中共情悠久的历史底蕴和古人的丰富情感，进一步激发
和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感、自信自豪感和幸福获
得感。

又比如近期越剧《新龙门客栈》中的小生扮演者陈丽君和花旦扮
演者李云霄在网络上走红，不仅仅是角色让观众们赏心悦目，更是古
老剧种与新媒体的碰撞，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网络的完美融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带着它独有的审美和韵味在数字化浪潮下，借助新媒体的
力量终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作为强大支撑，一个时代的
进步，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作为鲜明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力量之源、情感之源、动力之源和信心之源，是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精神保障，借助网络和新媒体的力量可以让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生机，而不是束之高阁最终消失在历史的
长河之中，当代青年与网络新媒体人都应该勇挑时代使命，借助网络



和新媒体开创新的传播形式，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发
展、传承，让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大放异彩。
创造性转化，助推中医药文化发展壮大。
“以互联网之花，结中医药自信之果”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瑰宝，在如今各类社交媒体兴起的背景下，年轻人通过短视频等渠道，
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中医药文化知识，一些博主的创作、讲解，也让
中医药知识变得更有趣，更通俗易懂，让年轻人隔着屏幕也能沉浸式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更愿意去尝试，互联网的高速传播让
中医养生成为一种新时尚。

前段时间在年轻人群体中兴起了“去药店配酸梅汤”的话题，不
少博主都分享了在线上找方子，在线下配酸梅汤的经历，花 20 块钱
就可以配 8 贴酸梅汤，网友评论：“这是中药界的遥遥领先”；从药房
吹出的这股强劲风不是偶然，而是近年来中医药深耕的结果，早期在
互联网上走火的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到现在的“自配酸梅汤代替肥
宅快乐水”，他们爱上中药版酸梅汤，既体现中医药的传统魅力，也
彰显了互联网高效的信息传递力，传统中医药与现代互联网紧密结合，
更能增强发展中医药的决心与信心。

紧随其后的是“电子中药”也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爆火，“电子中
药”其实是传统中医疗法的“五音疗法”，“五音”指的是“宫、商、
角、徵、羽”五种民族调式音乐，中医认为，这五种调式音乐与人体
的五脏六腑相对应，通过影响人的情绪进而改善相对应的脏腑功能。

“电子中药”的爆火也反映出了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是越
来越丰富了，是对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中华
文化精髓最真实的写照。真正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既需要以文化价值为
基本内核，也需要"形"这种外在体现。同时，互联网强有力的宣传也
使得传统文化在表现方式上更具创新性，让生动的、贴切的文化种子
在大数据时代这块沃土中播种，最终成长为文化自信的苍郁之树。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文脉绵延，熠熠重光；承古拓今，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



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从"一片甲骨惊天下"的殷墟遗址，到"中华文明五千年实证"的良
渚遗址；从"丝路明珠"的敦煌莫高窟，到"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坚定文化自信，激扬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展现更加积极的历
史担当，我们一定能够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用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文化创造，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认同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需要更多的互联网传播者和新时
代青年用实际行动去落实，互联网传播者和广大青年要以创新思维挖
掘传统文化，利用好现代技术和互联网演绎、传播传统文化，带着传
统文化走到舞台中央，持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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