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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盲盒、周边等产品，“我们还会尝试

网剧、网络大电影，用小姐姐的不同

人设贯穿剧情”。据《中国文博文创

消费调研报告》显示，1990 年后出

生的消费者占比超过 53%，其中 95

后占比更是达到了 30%。

传 统 文 化 + 优 质 表 达 = 新 流

量密码，这个等式的成立，离不开

大众审美的回归，文化自信的崛

起。“幸运的是，坚持做文化的我

们，遇到了正在寻找文化的受众。”

徐娜说。

懂技术也懂传播
文化输出“组合拳”

回看河南广电的历史，它向来

就像班里名列前茅的学生，老师赞

誉有加，可总觉得有些“另类”。

它一直就在那，也曾赶上过一两波

热点，“古玩鉴定”“汉字综艺”，

但往往直到热潮退去，河南台的价

值才凸显出来。

20 世纪初，湖南、江苏、浙江

等 6 省广电已经完成战略定位布局。

2010 年，处于第二梯队的河南

台改版发轫，打出“文化立台”的

口号，一方面推出或改版《汉字英雄》

《成语英雄》《华豫之门》等文化节目，

比如，《华豫之门》不靠华而不实

的节目效果，而是扎扎实实地讲述

古玩背后的历史。

另一方面把“老将”《梨园春》

《武林风》重新包装打造，占据了

差异化生态位。当多数地方电视台

都在斥资追求流量时，《梨园春》

自 1994 年开播到现在，已经坚守了

27 年之久。目前《武林风》和《华

豫之门》也有 16 年了。

跟风追时髦不难，难的是长久

地耕耘属于自己的特色。戏曲、武

术、鉴宝、文字、成语，是河南台

一直的坚守，但倘若一直闷声做事，

滞后于时代步伐，影响范围只能局

限于内部，无法真正获得更大的情

感认同。

徐娜表示，真正为河南带来动

力的，除了崭露头角的文化创新能

力，还有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及文

化传播形式的创新。

2020 年，台里实施了新的体制

改革，包括更新部门管理体系、设

立纪录片工作室、导演工作室等；

采用项目经理制，大型活动需通过

内部竞聘和招标形式决定主导权归

属。“项目上线，各个工作室报方案，

进行竞聘，优胜者得。导演会在组

建人马方面获得相当大的主动权，

这会不断激活大家的创造力。”

记者了解到，将市场竞争机制

引入媒体管理体系，其实并不新鲜，

此前湖南台的成功经验，就是个例

子。但招不在新，管用就行。在大

量人力被解放、被激励之后，各种

灵感的火焰就迸发出来了。据透露，

接下来的七夕、重阳等项目，仍将

采取面向全台导演，公开竞聘创意

方案的方式组建团队。

不 少 网 友 由 此 感 慨， 河 南 台

不懂传播，需要靠观众的“自来

水”才能出圈。但深耕传统文化、

坚持古典审美的河南台，恰恰在

更高层面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传

播规律。

回顾河南台的出圈，既有主流

媒体的口碑加持，也有百万网友的

二次创作与传播，形成了去中心化

的裂变式传播路径。拆解开来，就是：

技术为先、IP 为用、艺术为体、文

化为魂。

以河南春晚为例，2 月 10 日播

出当晚，就吸引了自媒体大 V 转发

及海量网友参与，硬是把这个几乎

无宣发的地方春晚送上了微博热搜。

两天后，人民日报转发，河南台也

紧跟着发布“唐宫 Disco”和 # 唐宫

夜宴手绘大赛 #，让网友深入参与到

二次传播当中。

这 股 热 度 一 直 延 续 到 元 宵 时

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河南

台元宵奇妙夜的迅速破圈。而河

南台在进行创作时，也加入了更

多技术赋能。以《唐宫夜宴》为例，

唐宫少女从平面的古画中“走出

来”，画中的背景也在增强现实

（AR）技术的赋能下把舞台美术

设计立体化，形成了“古画复活”

的视觉奇观。

元宵夜晚会上，从保安吹奏贾

湖骨笛仿制品引发唐女俑的复活，

到唐女俑与《莲鹤方壶》中鹤的对话，

每一次的转场，无论是使用蒙太奇

的手法还是运用 VR 技术，都无缝

串起了博物馆奇妙之夜这个故事情

节，给观众亦真亦假的体验。

下 图：2021 年 5 月

25 日，河南省博物

院推出的“唐宫小姐

姐”考古盲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