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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掀起“国潮”热

新视角

前不久，工信部等
五部门联合发布《数字
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
品”行动方案（2022－
2025 年）》，提出“挖
掘中国文化、中国记
忆、中华老字号等传统文化基因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加强新生消费群体消
费取向研究，创新消费场景，推进
国潮品牌建设”。“国潮”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

新生代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主张
加速了“国潮”兴起。“国潮”产品走红、国
产动漫爆火、“老字号”纷纷推陈出新……

“国潮”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消费
时尚。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国潮”越
来越“热”，除了产品自身，还在于其背
后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是深层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

同。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近来备受追捧的“国潮”产品，几乎都离
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子。“国潮”蕴含了丰
富的文化符号、形象和理念，而时下
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根植于
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被唤醒，购买
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成为许
多年轻人表达情感、彰显个性的重要
方式。

曾几何时，年轻一代受欧美潮、日韩
风影响不小。如今，新生代群体放下对
国外品牌的盲目崇拜，热衷“国潮”、喜爱

“国风”，这是国人消费升级、愈发注重精
神需求的结果，更是中国文化不断走向

自信的必然。
有人担心，既然是一种“潮”，“国潮”

会不会来得快去得也快？经过几年发
展，“国潮”在商业文化升级、社会文化
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品牌原创性不
足，没有真正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特
征与当代时尚元素有机整合；有的商家
专注于跟风模仿，产品同质化严重，造
成视觉和精神上的审美疲劳；有的企业
片面堆砌文化符号，将“国风”和“情怀”
视为营销噱头，淡化甚至歪曲了传统文
化的本来寓意等。

“国潮”兴起，对中国企业和品牌而
言，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转型升级契机。

要让“国潮”之风更盛，
还须从文化上多下功
夫。品牌应持续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将更多
的优秀文化元素融入
产品设计中。同时，也

要及时掌握新的文化消费需求，加入独
特、创新的潮流文化，推出更多具有时代
元素和现实意义的“国潮”产品。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国潮”的文化
来源和基础，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升助推
了“国潮”兴起。筑牢国货品牌的核心竞
争力，打造持续的“国潮”热，必将为弘
扬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国
人的文化自信也会愈加坚定。

●“国潮”音乐

“国潮”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2022年某
音乐研究机构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
的爆款“国潮”音乐有51首，播放量破百万、千万的作品
数量呈上升趋势。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被作为

“国潮”音乐的叙事背景，如《悟空》《济公》等作品。“国
潮”音乐还加强了和影视动漫等艺术的联动。如《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影视剧、动漫，孕育出《知否知否》《前世今生》《哪吒》等
爆款“国潮”歌曲。

极具古典美的汉服、创新特色浓郁的故宫文创、
融合科技感与传统文化元素的手表……近年来，“国
潮”爆款不断涌现，涉及音乐、美术、建筑、家具、
服装、美食、日用文创等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各个
方面。

随着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国货的逐渐认可，
追逐“国潮”的社会审美时尚正在悄然兴起。那么，

“国潮”究竟是什么？它因何而生、因何而兴？“国潮”
热如何引领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

爱国情感和文化归属感的表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汉服爱好者之间喜欢互
称“同袍”，从事媒体工作的维京便是“同袍”之一，她
还有另一个身份——汉服春晚的策划人。

汉服春晚是汉服圈中颇有规模的一个线上晚会，
已举办了12届。2010年，汉服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
陌生词汇。一群汉服爱好者通过交流碰撞，决定用晚
会的形式让全球各地的汉服爱好者参与其中。每到岁
末，各地汉服社团通过汉舞、雅乐、戏曲等形式，开
启线上联欢。如今“同袍”越聚越多，2022年晚会直播
期间，吸引了30万人观看。

在维京看来，汉服春晚是“同袍”全面参与、传播
汉服文化的平台。为了准备晚会，工作人员达四五十
名，参与投稿人数近千人，“其中有老师、戏剧研究
者、高校学生等，大家因为喜欢汉服而利用业余时间
聚在一起，准备了几个月”。

“我们希望通过流行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汉服的美，
汉服春晚就是一个契机。”维京说，衣着是社会文化的
重要符号，汉服文化体现了年轻人既尊重传统又具有
现代性的生活态度和审美精神。

汉服从小众潮流到逐步被更多人接受的过程，正
是“国潮”流行的一个缩影。何为“国潮”？多数专家认
为，“潮”指的是一种时尚流行趋势与审美动向，是人
们热爱某种事物所形成的一种风尚。当下的“国潮”多
指以时尚潮流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
活方式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潮流风格。“国潮”热体现在多
个方面：

首先，它是一种消费潮流。很多老字号、新品牌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挖掘与再创造，逐渐形成
一股独特、贴近生活且能够引发大众共鸣的时尚消费
潮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九成消
费者看好国货品牌的未来发展。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
发布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正努力升级产
品的品质、性能和价值，近1/3的消费者在高端产品上
会选择中国品牌。

其次，它助推了新的审美风尚形成。无论是买“国
货”、晒“国货”、用“国货”，还是穿汉服、听民乐、看古
装影视、游红色景点，或是《国家宝藏》节目、《只此青
绿》舞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
和闭幕式上的“折柳寄情”场景等引爆社交媒体话题
榜，这些在消费、文化演艺等领域的流行趋势很大程
度上折射出国人审美风尚和文化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从业者从追捧海外的时尚潮流和设计理念，逐步转向
青睐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学思想的文化符号和
设计思路，并且越来越乐于尝试、善于创新、敢于表
达；消费者不仅更认可中国文化品牌形象、“国潮”消
费品，而且在生活态度、审美趣味方面努力寻找与中
华文化精神的契合，体现出较高的文化自信。

清华大学教授胡钰认为，“国潮”将中国文化符
号、中华美学精神、传统技艺、制造业与文化产业等

结合在一起，其流行是爱国情感和文化归属感的表现。

折射社会审美方式变化

手表表盘上的时标是小篆字体、6点位为秦军甲胄
头盔图案、红色秒针令人想起秦国兵器“弩机”、表侧
铭牌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杜虎符……通过电商平台“AR
试戴”功能几番端详，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的“90后”陈
肖一下就看中了老字号品牌海鸥公司新推出的“秦风·
虎符”手表。陈肖说，现在国产手表设计很“潮”，自己
越来越喜欢饱含中华传统文化风格又兼具优良品质的
产品。

用古法劈清、蒸煮、晾晒、拉丝后与现代工艺结
合的油纸伞，将非遗技艺创新研发、远销海外的团
扇，经过数十道工序上百小时反复煅烧打磨的3D曲面
陶瓷外壳手机机身……随着年轻人青睐“国潮”，很多
老字号、新品牌开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寻找
设计灵感。

那么，为何“国潮”近几年迎来爆发并逐渐形成一
种潮流呢？

“我们的审美方式和潮流这些年一直在发生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认为，
这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刚打开国门时，人们觉得外
来的一切都很时髦。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加
强，很多人经过文化教育、现实了解、中西比较，辨
别能力在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提升。
同时，产业链的生产方式、声光电结合等现代技术、
直播和网红等新传播方式也助推了“国潮”兴起。

“当一种趋向性的审美导向形成时，人们的审美修
养也在改变。西方审美过去是很多人效法的风潮，现
在逐渐作为文明互鉴的对象存在，这是非常重大的变
化。”金元浦说。

其次是社会审美变化推动设计理念更新。潮流时
尚化是消费时代的重要特征。近年
来一些流行的“国潮”设计，往往注
重超越对传统符号元素的简单拼
接，深入到中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
内核，在设计上主动融合中华美学
取法自然、追求意境等理念，在
形、意、境等不同层面将物品功
能、视觉形象、空间构造创意组
合，表达出正在变化的社会审美和
时代新风。

专家认为，随着时代发展进
步，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开始追寻
审美表达上的丰富性，比如通过

“物”来传达精神旨趣和审美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潮”设计贯通
着当今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美学风
格和时代气象。

此外，年轻一代特别是“Z 世

代”展现出强大底气和文化自信。从出生时间来算，
“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从小
接触互联网，在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经济腾飞的背景
下成长起来，不仅眼界开阔、对新生事物接受度更
高，而且拥有平视世界的底气和更为坚定的文化自
信。在消费心态上，他们不盲从外国品牌，乐意接
受本土品牌，并以此为傲，愿意通过社交媒体等分
享自己的审美偏好。新华网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在
全行业“国潮”品牌消费中，“Z世代”贡献了74%的“国
潮”消费。据潮流网购社区平台得物 APP 数据统计，
2020年，年轻用户对“国潮”商品的消费热度比上一年
增长超过10倍。

让“国潮”更深地融入大众生活

“这款美颜妆容太酷了，自拍效果真的像敦煌壁画
里的人物一样。”北京高校学生陈晨是一个拍照达人，
最近她在一款自拍APP上体验了“七夕敦煌”妆容，感
觉很满意。

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到来之际，敦煌文创联合
某平台公司推出东方潮妆系列——“七夕敦煌”。它以
莫高窟第9窟的壁画《婚礼奠雁图》为灵感来源。该壁
画描绘了晚唐时期敦煌的彩礼婚俗，壁画整体色彩缤
纷，烘托出画中婚礼的温馨气氛。作为技术指导人，
敦煌石粉彩绘技艺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王亚林介绍，技
术人员提取了壁画中的色彩搭配，通过哑光画法与壁
画肌理结合，打造壁画同色系眼影妆容，为现代审美
潮流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以现代科技支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是‘国潮’发展的重要趋势。”金元浦认为，
当前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新技
术正在全面介入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
各个环节。他建议利用好新技术，营造出场景化、沉
浸感、体验感合而为一的“国潮”文化新业态新模式，
让人们高度投入、沉浸其中；“国潮”设计应做到具象
化、生活化、故事化，设计思路、文化内涵要贴近和
融入人们日常生活；通过社区建设、借助新电商平台
首发多样化新品等方式，了解年轻一代需求和主张，
以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

“究其本质，国潮国风热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塑与传
播，这一现象为推动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庆寺认为，要注
重文化的时代性、通俗性、国际性，深度挖掘中华
审美精神与气质，通过丰富多彩的时尚形式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现新时代文化的精
神气象。

将汉服作为一种美的形式去展示，是维京在汉服
春晚和自制节目中努力传达的理念。她认为，只有找
到现代生活中的接入点并更深地融入大众生活，汉服
才能更好地被时代所接受，让越来越多的“国潮”更流
行、更时尚。

爆款不断涌现 渐成审美潮流

“国潮”消费为何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国潮”舞蹈

“国潮”舞蹈发轫于视频平台，以古风音乐为背景，
摆出造型性强的古典舞动作。如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创
编的舞蹈《纸扇书生》，对川剧“折扇”技法进行了创造性
转化。该舞蹈亮相短视频平台后，迅速受到年轻人追
捧，观看量过亿。综艺节目《舞千年》探索了一条“国风”
舞蹈与影视结合的道路，将经典舞段视频化的同时，还
呈现了相关历史场景、服饰礼仪等文化背景，丰富了观
众对“国潮”舞蹈的认识。

●“国潮”服饰

“国潮”服饰成为时尚焦点。壬寅虎年央视春晚上，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身穿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服装在太
空迎接农历新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健儿的“国
潮”服饰成为亮点；网络平台上，传统服饰文化频道聚集
的用户数以千万计；时装周舞台上、商店橱窗里的“国
潮”设计层出不穷……“国潮”服饰对中华优秀服饰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文化表达、设计赋能、科技支撑，
带动服装界的流行新风潮，提升中国服饰国际影响力。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

●“国潮”建筑

近年来，国内建筑领域涌现出一批形式现代又具
有鲜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在不同维度上对建筑设
计的文化表达进行创新探索。例如，山西省运城市芮
城县的唐代文物遗存五龙庙，通过技术改造成为一座
现代感十足的白砂庭院。在湖南常德老西门棚户区改
造项目中，设计师将排污暗渠疏浚成景观河道，并在
两岸打造出《清明上河图》般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长
卷，建筑、景观、城市户外环境设施、公共艺术作品
等汇聚，洋溢着当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意趣。

●“国潮”非遗

随着时代发展，许多非遗技艺逐步回归生产实践和
生活体验。其一是“非遗+文创”，将非遗元素作为产品
的创意来源，如梁平竹帘蓝牙音箱、苏州缂丝手提包
等。其二是“非遗+文旅”，依托非遗资源打造独具特色
的文旅品牌。如西安大唐不夜城通过剪纸、泥塑、皮影、
西秦刺绣、秦腔脸谱等非遗工艺品、衍生品吸引四方游
客。其三是“非遗+文娱”，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展示非遗
技艺，如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汴京宋室风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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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在西安步行街大唐不夜城表演。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近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图为现场展
示的文创产品。 王 初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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