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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国风”的文化审思

◇余 佳 刘 漫

一、“新国风”的概念分析

“新国风”相对于传统的“国风”而言，是更具世

界性与现代性的一种文化风潮，它不是简单的文化

复归，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一方面，“新国风”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

性。“新国风”是对“国风”的追认与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是“新国风”精神内涵的文化渊源，为“新国风”提

供素材和灵感，是“新国风”的存在根基与生命之

源。同时，“新国风”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吸

纳其他国家的文化成果与特色元素。另一方面，“新

国风”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现代性。“新国风”根植

于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具有传统的风貌。同时，

为了反映和反思时代问题、表达和体现时代风貌，

“新国风”也会依靠网络时代的新技术工具，不断创

新形式、内容和传播方式，从特定的视角或直抒胸

臆、或借古喻今，依据现实进行再创作，从而反映民

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社会关切与精神需求。基于民

族性之上的世界性，承继传统性之上的现代性，这是

“新国风”之所以“新”的关键，也是“新国风”在当代

生机勃勃、发展迅速的密匙。

二、“新国风”的文化层次解读

（一）在广义社会层面上，“新国风”是当代一切具

有中国传统元素、风格、神韵、旨趣的精神文化现象

“新国风”发端于现实生活，从个体喜爱、推崇中

国传统元素的文化行为，到无意识的群体性文化潮

流，再到有意识的可能产生社会效应的文化运动，都

体现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塑造着中国

人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

精神底色。从这个层面讲，当代“国风热”是在时代

浪潮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会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

变化。

（二）在狭义观念层面上，“新国风”特指在当代

特定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相对固定理论

形态的社会文化思潮

“新国风”的发展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反

映，是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青年群体文化自信、党

和政府支持、外部环境良好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

目前，“新国风”的受众面日益扩大，典型案例日渐增

多，已经具备对它进行理论反思的条件。不过，关于

“新国风”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历史渊源、

基本内容、层次结构等都亟须挖掘。观念层面的“新

国风”也是多面向的，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才能将“新国风”从现象抽象上升为理论形态，

从而对其产生全面、正确的理解，继而为其发挥文化

功能提供基础。

（三）在思政教育层面上，“新国风”潜藏着爱国

的核心理念，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极高的思

政教育价值。

正是因为以“国”为题眼，“新国风”具有了不同

于其他大众文化的特殊性。“新国风”虽包含仁爱、忠

恕、信义等传统精神及其变体，但其体现的首先是对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新国风”所包含

的对“国”的归属感，使之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提供精

神慰藉。青年一代既是“新国风”兴起的人群基础，

也是“新国风”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受“新国风”影响

最大，而他们也恰好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对象。从思

政教育层面来说，如果“新国风”能够借助不同的载

体和灵活的方式参与大众文化生活，营造沉浸与滋

养的教育氛围，让观者得到情感上的触动与共鸣，便

会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持久力量，对塑造当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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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国风”发展中的乱象及其规范引导

（一）从社会文化层面看，“新国风”的发展存在

资本侵蚀、主体消解风险

一方面，要深切认识文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反作

用。近年来的国风热带动了国潮产业的繁荣，而国

潮产品具有一般工业产品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如

果能够实现良性发展，二者就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要促进“新国风”的良性发展，既要重视资本和

产业化的推动力，又要警惕和防范资本和产业化带

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充分理解当代文化潮

流的背景和传播规律，对网络化、全球化的双刃剑始

终保持清醒认识。对于网络时代“新国风”发展中存

在的传统文化消解、“信息茧房”障碍等风险必须给

予足够关注。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还要关注自媒

体特别是西方媒体也可能以国风的外壳包裹西方意

识形态进行价值观输出。

（二）从观念理论层面看，“新国风”的发展存在

概念混淆、典范滥用问题

一方面，“新国风”的发展存在概念混淆问题。

当前，“新国风”概念过度泛化，甚至有人误将其等同

于国潮或国产，这是对“新国风”概念的消费和瓦

解。目前有关“新国风”的系统理论研究还不多见，

亟待发展和创新。需要指出的是，“新国风”的塑造

应以中国人为主体，“新国风”的理论研究也必须以

中国人为主体，与此同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吸收借鉴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新

国风”的发展存在典范滥用问题。以“新国风”塑造

和健全国民精神，往往是通过典范来实现的。“新国

风”典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于它既融合了

中华民族的重要语汇、经典意象、共同记忆，又表达

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但是目前“新国风”的典

范塑造确实存在名不副实、元素滥用等问题。比如，

一些流行歌曲滥引乱改古诗词却标榜为“中国风”，

国潮产品中不乏机械盲目拼凑传统元素的失败案

例，甚至还有些包裹着欧美外壳的、包含传统文化糟

粕的或固化特殊群体偏见的作品，假借国风之名博

取关注和热度。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

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

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

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

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

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三）从思政教育层面看，“新国风”的发展存在

价值观引导不足问题

我们要特别警惕“新国风”发展中的价值观偏移

问题，尽可能避免商品化、娱乐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需要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加强价值观引导，以确

保“新国风”健康发展。其一，加强国家层面的引

导。“新国风”的发展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让爱国的

种子既根深蒂固又蓬勃壮大。如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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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其二，

加强社会层面的配合。国家层面的引导需要社会各

层面的共同努力，相关政策、制度的落实和完善需要

媒体、企业、学校等社会层面的积极配合。媒体方

面，配合政府相关制度与精神，以多种形式加大全媒

体舆论宣传力度，生产具有示范性和感染力的高质

量“新国风”文艺作品。企业方面，在遵循市场经济

规律的前提下，配合国家和政府规范国风消费市场，

及时纠正资本裹挟下的价值观偏移问题，鼓励产出

具有“新国风”特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有

更高文化附加值的产品。学校方面，大力开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鼓励学生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社会实践，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以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引导促进学生知识与人格的均

衡发展，培养有较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质涵养、自

尊自信自强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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