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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

互动叙事传输
文/闫文君  郑一鸣

2021年河南卫视推出中国传统节日系列国风节目，“河

南卫视出圈”、“国风复兴”等话题在网络热议，每期节目

全网点击量均突破十亿，其成功与围绕“互动”进行叙事传

输密不可分。叙事传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由美国学

者Green和Brock提出，释义为“将认知、情感、想象传输进

叙事世界”，即受众以沉浸式体验改变认知与态度的过程，

会产生负面认知反应减少、对主角喜爱和认同、临场感的产

生、强烈的情感体验等作用。互动叙事指受众并非如传统叙事

对象般被动接受，可以“选择、反馈”等互动性介入影响故事

进程及走向，提升参与度与体验感，如“数字敦煌”、“数字

供养人计划”等互动叙事活动，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焕发时尚

魅力。河南作为文化大省，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推动树立“文

化河南，华夏之源”的新形象，其文化叙事中的人机互动、认

知互动、跨屏互动，与叙事传输效果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一、人机互动：虚拟现实打造临场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坚定文化

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国风节目近年屡见不

鲜，其与现代文艺节目的区别往往仅在于服饰、动作、配乐

等古典特征，常带给观众有时代距离的程式化美感。河南卫

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横空出世，消弭了表演者与观看者的

空间距离、仪式距离乃至身份距离，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官

与心理冲击。

1．由舞台感到生活感。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

人机交互技术，打破了传统文化节目静态的叙事空间设计局

限，为河南卫视国风节目打造出逼真的叙事情境，使故事叙

述做到移步换景；也让观众情随景动，其所见不再是局促的

舞台表演，而是一幕幕古代宫廷或民间生活画卷。

令人耳目一新的《唐宫夜宴》，一队三彩乐舞陶女俑

从博物馆醒来，化身活色生香的宫女唐小妹，在璀璨的星空

下、静谧的湖泊边、金碧辉煌的宫殿前再现大唐盛世的宫廷

文化。AR增强现实使观众情随景动，唐小妹临湖照影理妆戏

水，绿波微漪、水珠飞溅等还原度极高，VR虚拟现实情境中

的儿女情态也显得天真自然。自《元宵奇妙夜》起系列节目

更进一步，摒弃传统舞台改以文化遗迹为舞台，由唐小妹作

为“导游”，游览路线、风景、历史文物或为遗址写实；游

客与卡通唐小妹互动示意，宇航员也化身唐小妹感受盛唐气

象，虚实结合的场景带来时空交错的奇妙观感。

2．由程式化到个性化。综艺节目通常具有固定的节目

流程，如室内综艺多以歌舞开场，以全体演员合唱谢幕；室

外综艺常由游戏规则介绍、分组、竞赛、颁奖等环节构成。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打破了这些程式化设定，每期节

目流程设计各不相同，能展现出各节目独特的个性。

系列节目的开场就各具匠心，将观众带入不同意境。

《元宵奇妙夜》以博物馆保安笛声惊醒三彩唐俑开场，在莲

鹤方壶、武则天除罪金简等国宝引领下穿越时空，与观众同

赏古今元宵佳节盛景。《清明奇妙游》则以卡通唐小妹在画

卷间进行古今穿梭为开场，向观众展示河南的地理形貌及清

明人文。

此后的端午至重阳奇妙游节目，其开场、结尾、节目衔

接等，无不表现出由程式化向个性化的突破。在引发热议的

舞蹈《唐宫夜宴》中，演员动作表情各异，不同于传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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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整齐划一；唐小妹们笨拙的举止使队形常显凌乱，并

不符合传统群舞对舞蹈队形整齐变换的要求；但角色个性与情

感得以突出表现，看似不同以往的形式却成为节目的记忆点。

3．由主持人视角到剧中人视角。通常认为，“主持人

是综艺晚会中不可或缺的搭桥者，在将各个节目有机串联的

同时，也促进演员和观众台上台下交流，起到承上启下、传

情达意的作用”。主持人引领观众认识节目，其在节目前后

的介绍与总结以及情绪和态度都会影响受众。因此，主持人

是受众观看节目的桥梁，也可能造成受众与节目的距离，无

形中限制对节目的独立感知与全面剖析。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对主持人角色尝试改革，不再设传

统意义的主持人，改以“网剧+网综”形式推进，由剧中人

将观众自然地引入综艺场景，依托剧中人的行动轨迹串连节

目。《唐宫夜宴》以唐小妹们集合列队、临湖理妆、殿前候

演等一系列逻辑连续的动作串连全场；《元宵奇妙夜》则从

唐小妹视角呈现行之所至、目之所及的中原文化元宵节习

俗；之后的清明至重阳奇妙游节目，延续了唐小妹的节日游

剧情，邀观众随她们一道回到唐宋，步入洛邑古城、金明

池、嵩阳书院等地感受古时节日景象。

唐小妹穿越的剧情，既便于蒙太奇叙事，又利于消除观众

与主持人及节目间的距离感，使观众进行角色代入，强化对节

目、主题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同文艺形式在不同的

感知领域里，均能产生相似的代入感，但互联网却加强了这种

感受。网络媒体以高仿真的声、像构造虚拟在场，使身体出席

之外的另一种‘真实’体验更容易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接纳。”

二、认知互动：经典创新激活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想要被当代人接受并理解，单向的宣介推广已

难有实效，越来越需要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新，引导受众

愿意去选择、接受、理解传统文化并自觉参与互动式传播。

河南卫视正是通过对经典加以形式创新，才使全国乃至海外

观众借助新媒体进行认知互动，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丰富内涵。

1．形式创新激活文化记忆。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将传统文化从抽象的概念活化为具象的人物场景。在此

过程中，我们所读过的古典诗词、听过的典故传说、去过或

神往过的名胜古迹，全都冲破尘封的记忆鲜活地出现在面

前，建构起节目与观众的认知互动新模式。

在《唐宫夜宴》这场国家级文物盛宴，14位唐小妹以博

物馆中唐三彩女俑为原型，服饰妆容完全再现了盛唐潮流；

《簪花仕女图》、《捣练图》等传世名画作为背景壁画，妇

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文物错落分布；美轮美奂的

国宝展映射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

的强烈兴趣及民族文化认同。《唐宫夜宴》播出后引发热议

并持续发酵，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民族审美等议题层出

不穷，拓展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度与广度。

元宵至重阳系列节目，则均是文化遗迹及节日习俗的展

演。如元宵夜唐小妹穿越到洛阳应天门看烟花、进隋唐明堂

大殿看舞蹈《芙蓉池》、在登封观星台看武术表演《斗转星

移》、入开封清明上河园看戏，丰富的观光活动展示了河南

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吻合元宵节热闹喜庆的过节习俗。

《清明奇妙游》则重在节日民俗介绍，分“缅怀先烈、

踏青游玩、书生苦读”三个版块分别展现清明节蕴含的文

化意义。《少年》、《精忠报国》等歌曲以互联网思维告慰

先贤，踏青、投壶等游乐活动是民间习俗的表达，《纸扇书

生》以舞蹈形式表现学子苦读的报国志趣。这些节目是节日

科普、民俗科普，更是传统文化内涵科普，凭借对传统文化符

号的创新传播同观众进行认知互动，从而激活民族文化记忆。

2．评论互动促进意义交换。传统文化符号传播的形式

创新能够激活观众的文化记忆，而视频播放时的弹幕评论与

热搜话题互动，则能有效强化相关信息的交换与传播，逐渐

形成更多元形式的认知互动。

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表现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与博物馆的

兴建，开设主题公园以及自媒体传播的常态化也是传统文化

普及的重要路径。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在微信、微博、

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的讨论热度，比其收视率更显亮眼。

正是通过新媒体的评论互动，受众了解到节目中博物馆

保安吹出的笛韵竟然来自九千年前的贾湖骨笛、《兰陵王入

阵曲》如何演绎“流行-被禁-远渡重洋-重归祖国”的音乐

文化史及社会变迁史等拓展信息。有效的评论互动，既有助于

信息的传受双向传播，也促进了观众之间的意义多元交换。

3．参与互动构建公共意义空间。詹金斯强调“参与式

文化”注重关系建立与身份认同，评论互动引发了受众对节

目及群体的情感共鸣，进一步建构可共同参与的公共意义空

间：一方面，它可以使成员关系超出虚拟层面；另一方面，

节目影像孕育的意义空间具有公共性，交流互动能呈现出成

员间的关系价值。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注重受众参与，提出了“网

民制造、网民指导、网民至上”的创作宗旨。《端午奇妙

游》中唐小妹由三彩俑形象换为邻家小妹，在经历“全网征

名、演员海选、剧本征集”之后，四位唐小妹在网友见证下

脱颖而出，带着大家继续传统文化之旅。

这一过程就像身边的朋友带我们开启中华传统文化卷

轴，亲切、新奇与期待感交织，唐小妹从“素人”变“明

星”的参与式互动效应，能引导网民建立身份认同、增强文

化自信。观众的全程参与带来对节目的熟悉及亲切感，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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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地开辟出社会共通的意义交流空间。

三、跨屏互动：立体传播强化情感共鸣

互联网的出现凸显了传统电视难以实现有效互动的短

板，这曾使电视一度陷入发展困境；随着两微一端等新媒体

平台的普及，跨屏互动弥补了这一缺陷，使电视迈出了新时

代的发展步伐。跨屏互动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建立的屏与屏之间

的连接和交互，移动端用户可通过扫一扫、弹幕等形式参与电

视节目，在跨屏互动场景使电视具有可交互的双向传播功能。

1．台网联动形成立体传播体系。媒体融合是近年传统

媒体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河南卫视主动对接网络新媒体平

台，构建“大屏+小屏”的话题立体传播体系与“直播+点

播”的多媒体内容播放渠道。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属于电视综艺，但网络在其策划、制

作、传播的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从众多歌舞综艺

节目中发掘出《唐宫夜宴》的独特之美，也帮助河南卫视找

到破圈之路，成为台网联动的范例。系列节目依托电视台原

有班底，又借助网络力量共同打造——从节目策划、剧情走

向到角色选取乃至舞美细节，都悉心听取网友意见，如前述

的唐小妹海选、剧本征集等活动均为线上进行，再如《重阳

奇妙游》采纳减少特效、增加慢镜头特写等改进建议，都使

网友感到互动有效并被尊重，不仅能提升其对节目的观感，

也让互联网受众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在线讨论与转发分享。

在节目播出方面，河南卫视提出“移动优先、互联互

通”的传播理念。2021年河南春晚与快手、大象新闻客户端

合作，移动端比电视提前半小时开始直播。这一创新方式收

效甚佳，河南春晚一开播就冲上快手热搜榜第一名，两天内

全网关注度超3亿人次。初见成效后，河南卫视愈发重视跨

屏互动，运用“开播前全网造势、直播时联合错峰、播出后

花样点播”等传播策略探索台网联动。例如，网络点播短视

频就分为完整版、纯享版、拆分版等形式，体现了河南卫视

对网友们差异化需求的重视，也获得了丰厚的流量回报。

2．借助大数据聚合并传播话题。由跨屏互动实现的立

体传播，便于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情况，将节目内容或信息

更精准地向目标受众推送。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受众会更

愿意参与话题讨论甚至自发进行传播分享。

河南卫视经过精心选择，决定与快手和大象新闻客户

端合作直播春晚。快手的短视频平台社交功能，便于信息的

分发传播，其“同城”功能可精准锁定本地观众；大象新闻

客户端是地方新媒体平台，在沉淀本地流量方面具有天然优

势。作为地方台，河南卫视的跨屏合作选择与其定位合乎情

理。根据节目内容，快手设置了“河南卫视春晚开播”、

“唐宫夜宴”、“白衣执甲”等话题，由于吻合国潮的文化

热点与年轻观众的审美观，迅速在国风圈、舞蹈圈等被聚合

并形成在相关圈层的自发传播。

自发传播可以跨越单一平台实现多社交平台的信息共

享，更能突破个体社交圈形成裂变式传播，河南卫视因此成

功出圈成为全网“文化审美期待”。春晚后的《元宵奇妙

夜》选择擅长于小圈层话题传播的B站进行直播，正是基于

核心圈聚合话题继而多圈层突破、多平台传播的考量。

3．集体欢腾构建起民族精神场。当节目成为全民关注

参与的热点，如前所述会形成意见交汇的公共空间，并对节

目角色形成情感共鸣，对节目内容生发出民族文化认同。

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国风节目中，引发争论最多

的当属《七夕奇妙游》的舞蹈《龙门金刚》。时值河南面临

水灾疫情双重考验，这台七夕晚会引发灾难当前媒体如何应

对的热议。河南卫视借此解释了金刚与七夕的联系：金刚是

顽强精神的象征，蕴含辟邪与守卫一方的意义，恰与储七夕

水辟邪的节日习俗相对应；七夕的节日内涵不只是爱情和浪

漫，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折射出勇毅、自强的民

族文化精神。《龙门金刚》在网络争议中登上微博、B站、

快手等平台热搜榜，《七夕奇妙游》网络点播量三天破25

亿——大家沉浸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震撼于现代

科技的惊艳特效。“中国崛起”、“大美华夏”等话语不断

刷屏，激发起广大网友的爱国热情。

当人们集聚起来共同参与某一活动时，知觉和行为会相

互感染交织，形成集体欢腾的浓烈情绪氛围，并因意见交汇

而产生情感共鸣。在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国风节目引发的

集体欢腾中，我们因中华悠久灿烂的文明而自豪，为优秀传

统文化的复兴而欣喜，从而通过创新的互动叙事传输，持续

生发出对民族文化更多的自信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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