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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春节，中国电影市场迎来
历史性时刻：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强势领跑，总票房突破百亿，超
越《唐探》系列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
军。这距离《黑神话：悟空》横扫全球
游戏市场仅一年之隔，两部作品以雷
霆之势再次印证：在科技与创意的催
化下，传统文化正与当代青年展开一
场前所未有的双向奔赴。这场始于
文化基因觉醒的浪潮，早已突破银幕
与屏幕的边界，在年轻世代的生活场
域中，织就出一幅“万物皆可‘新中
式’”的绚烂图景。

这场变革的本质，是文化主体性
重建的过程。饺子导演将传统神话
中的哪吒形象重构为“我命由我不由
天”的现代精神图腾，《黑神话：悟空》
用虚幻引擎 5 技术让金箍棒划破次元

壁，传统文化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的
标本，而成为可触摸、可互动、可共创
的鲜活存在。数据显示，哪吒系列观
众中 25 岁以下群体占比达 62%，《黑
神话：悟空》玩家社区日均产生 3 万
条 UGC 内容，这些数字揭示着年轻
世代对文化再创造的深度参与。以

《新龙门客栈》通过环境式剧场打破
“第四堵墙”为例，当代青年也在打破
文化传承的单向传递模式。他们既
是观众，更是创作者；既是消费者，更
是解读者。

科技赋能下的文化转译，构成了这
场双向奔赴的核心动力。《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凭借占比41%的IMAX场
次打造出视觉奇观，《黑神话：悟空》通
过动作捕捉技术复刻戏曲武打程式，

“新中式”服装品牌用3D打印重塑云肩

纹样，这些实践印证着“科技+文化”产
生的化学反应。在杭州某汉服工作室，
设计师们运用AI算法分析历代服饰纹
样演变，生成既符合历史脉络又具备现
代美感的新式纹饰，这种“数字考据”让
传统服饰焕发新生。更值得关注的是，
技术突破消解了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
重庆美心红酒小镇的端午汉服巡游通
过AR技术实现古今对话，茶饮品牌“霸
王茶姬”的“东方美学实验室”用全息投
影重构茶艺空间，传统文化以沉浸式体
验叩击着Z世代的情感共鸣点。

这场文化觉醒的深层逻辑，是年
轻人在现实焦虑中寻找精神锚点的
集体行动。在工作生活压力大、虚拟
社交稀释人际关系的当下，新中式风
潮提供了身心疗愈的文化良方。北
京胡同里的年轻人开始围炉煮茶，借

由茶筅击拂的韵律对抗信息过载的
焦灼；上海写字楼的白领穿着改良旗
袍 参 加 剧 本 杀 ，在 解 谜 过 程 中 体 味

“留白”的东方智慧。这种文化内化
已然超越符号消费层面，年轻人正在
用传统文化重构价值坐标系。

站在 2025 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
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化产业的升级迭
代，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的
创造性重生。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
的相遇早已不是简单的传承保护，而
是 进 化 成 充 满 生 命 力 的 文 化 共 生
体。这场双向奔赴的终极意义，或许
正如《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中姜子
牙面对西岐城墙所言：“守城者非砖
石，乃人心。”当传统文化成为照亮现
代人精神家园的星光，文化自信便有
了最坚实的根基。

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的双向奔赴
孔德淇

近年来，中式茶饮、新中式服饰、
新中式装修风格、古城旅游、汉服摄影
体验、国潮文创……“新中式”风潮吹
遍神州大地，带动着涉及建筑、文旅、
服装、美食、日用文创等方方面面的新
消费持续走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多
元消费场景，也为各行各业的新消费
发展注入了动能。

这场始于服饰穿搭、饮食美妆，蔓
延至家居设计、社交方式等全方位掀
起的“新中式”浪潮，正在重构当代青
年的生活方式图谱，标志着一个文化
消费新时代的来临。

从“他者凝视”到“主体觉醒”，文
化自信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春节，
不少年轻人选择“新中式”服饰作为
自己的“春节战袍”，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直接反映在消费选择上：
《哪吒 2》电影票房已超百亿，汉服市
场规模突破 200 亿元，故宫文创年销
售额 15 亿元，李子柒品牌海外营收占
比达 35%……文化自信已从宏观叙事
转化为微观生活实践。新时代下，消
费者不再满足于物质消费的表层需
求，而是逐渐向挖掘二十四节气、榫
卯结构、水墨意境等深层文化和心理
层面迈进。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
化底蕴与积淀的“新中式”风潮，为消
费者带来了别样的审美享受和精神
慰藉。

从“形式追随”到“范式创新”，创
新能力不断突围。“新中式”消费热的
兴起，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创新”力量
的跃迁轨迹。就服饰、家居、文创产品
等来说，早期设计师多停留于对传统

符号的搬运与名师风格的模仿，而随
着文化自信的觉醒与设计思维的突
破，当代设计师开始以解构主义手法
重构中式美学基因。《黑神话：悟空》将
传统文化、中式审美与现代游戏结合
共同赋能，给出了自己的尝试；电影

《哪吒 2》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沃土，一帧帧地将中式美学融入到电
影中，创造了自己的奇迹。这种“范式
创新”将推动新中式设计突破表象，以
持续进化的原创能力将文化记忆转化
为引领全球的艺术表达，凸显出的价
值观念更贴近当代消费者的心灵，引
发广泛共鸣。

从“文化输血”到“产业造血”，双
向赋能激发活力。从“博物馆热”到

“文创热”，“新中式”所承载的文化价
值，标志着文化产业正从单向“输血”

向生态化“造血”的质变。当《黑神
话：悟空》以全球预售玩家破百万的
销量打破国产 3A 游戏桎梏，当汉服
品牌通过柔性供应链实现日销十万
件的产业奇迹，传统文化资源已不再
是简单的“素材库”，而是演变为驱动
产业链升级的“强引擎”。如今，汉服
市场依托智能制造与国风电商形成
千亿级产业集群，非遗技艺借力数字
建模技术转化为炙手可热的文创产
品。这种双向赋能的产业逻辑，从文
化符号的被动输出到产业价值的主
动创造，“新中式”经济所构建的生态
体系让千年文脉真正成为激活当代
经济增长的永动机，更推动 3D 引擎、
新材料研发等硬核技术反哺文化创
新，让“新中式”产品更优质、形态更
多元。

为各领域新消费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张荧

从穿汉服、化唐妆、围炉煮茶，到练
八段锦、品中式茶饮、打卡古建筑、看影
视动漫作品，“新中式”吸引人们特别是
年轻人，将审美、情感以及生活寄托于
此，成为精神世界里不可或缺的宝贵力
量。

“新中式”美学是青年对传统文化
的认同和传承。“新中式”是传统文化
的现代表达，是传统文化在不断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
和活力。“新中式”风潮的核心在于将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潮流的
高度结合，不仅满足了年轻人的审美
趣味和生活需求，更让传统文化的精
髓得以充分展现。如《黑神话：悟空》
将《西游记》的哲学内核注入3A游戏框
架，让全球玩家在战斗系统中读懂“破
心中贼”的东方智慧；《哪吒》系列电

影，将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与先进的
动画技术相结合，用全新的形式阐释
人物命运的枷锁、情感的交织。这种
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交融重构下的

“新中式”美学，正以其别具一格且引
人入胜的魅力，迅速捕获众多年轻人
的心。人们也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旁
观者，而是成为“新中式”的体验者、创
造者，赋予传统文化现代社会新生命
的实践，正是他们对传统文化所持有
的深厚情感的具象化体现。

“新中式”丰富了新青年精神世
界。近年来，各种“新中式”活动、产品
在当代青年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丰富生活的同时，改变着对生活、消
费、人际交往的理解和方式，也丰盈了
精神世界。巴黎奥运会上，18 岁的自
由式小轮车运动员邓雅文夺金后，头

戴发簪，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随着短
视频的兴起，网络博主穿着传统服饰
变装、踏青、旅行的拍摄视频，引流无
数；某视频平台上，各类八段锦教学视
频总播放量超2亿；传统服饰元素也频
频亮相各大时装周、国际品牌展，引发
关注和话题。数字时代下，社交媒体
的推波助澜使“新中式”成为一种时尚
潮流，人们在“新中式”美学中找到共
鸣，在承袭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的同时，更深刻领悟其内在的精神实
质与价值追求。

“新中式”风潮彰显文化自信。每到
节假日，大大小小的景区里随处可见人
们穿着带有立领、斜襟、盘扣等传统中式
元素的服装出游、拍照。在各个社交平
台上，用户们也热衷于分享他们的“新中
式”穿搭和装扮。相关数据显示，带“新

中式穿搭”话题的笔记在小红书上超过
471万篇，而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有关

“新中式穿搭”话题的视频播放量也超过
120亿次。如今，“新中式”服装、发型、妆
容，乃至文创产品、影视动漫等，让年轻
人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气息和生命
力，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这彰显着年
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我们也
看到，每到传统节日，汉服爱好者在国外
展示汉服，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宣介中华
传统文化。年轻人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姿
态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自信不仅体
现在审美选择上，更深化为对自身文化
身份的认同与归属感。当年轻人身着新
中式服饰向外国友人展示介绍，当国潮
国风作品风靡全球，所展现的不仅仅是
外在的美感认同，更是内心对中国文化
的认同赞许。

丰盈新青年的精神世界
余庆

编者按：

今年开年，《哪吒》系列

电影总票房超《唐探》系列，

成中国影史系列电影票房冠

军，这是继去年国产游戏《黑

神话：悟空》风靡全球后刮起

的又一股“新中式旋风”。穿

搭、饮食、美妆、家居、影视动

漫……这股将传统中式元素

与现代时尚巧妙融合的“新

中式”风潮，抚慰、激活、丰盈

着越来越多人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世界，尤其受到年轻群

体的喜爱并广泛传播。这种

“万物皆可‘新中式’”的现

象，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吸

引力，折射出“新中式”文化

内涵不断扩展和精神财富的

不断充实。

万物皆可“新中式”
党报圆桌会

近 日 ，科
技创业者王兴
兴的“英语考
试 仅 及 格 三

次”成为网络热搜。这位在标准化考试中“偏
航”的年轻人，却以自主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惊艳
世界。这不禁让人思考：在人工智能重构社会
分工的今天，我们是否该重新定义人才培养的

“标准答案”？
有的孩子在传统教育中全面发展，但有的孩

子却在“不标准”处绽放不同的美。“偏科生”往往
在某一个领域有着独特的天赋和深入的钻研，他
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这就
启示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要学会“因材施教”，让

“偏科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
当下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就像一个

“超级助手”，能帮我们完成很多重复性、规律性
的工作。这时候，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独特
的思维方式就变得尤为重要。当 AI 已能轻松
完成标准化工作，人类的独特价值正转向创新
突破、跨界融合等“非标领域”，相应的 AI 时代
人才培养，也应从“短板理论”转向“长板效应”，
更需要培养大批能在专业领域“深挖井”的专
才，以及能将不同“深井”连成“运河”的整合者。

当然，允许“偏科”绝非鼓励知识结构畸形
发展。基础学科是创新和发展的基石，没有扎
实的基础知识，就难以在某一领域取得深厚的
造诣。恰如王兴兴虽英语成绩平平，却从未停
止对新知的探索。真正的“偏才”是“术业有专
攻”而非“坐井观天”，是“聚焦突破”而非“画地
为牢”。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教育方式和评价体
系，让学生们在学习基础学科的同时，也能够充
分展示自己的特长和兴趣。

为此，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打破传统的评价
体系，不再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既要有发现

“专精特新”苗子的慧眼，也要构建促进全面素
养提升的“营养基”，可以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
和兴趣小组，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掘自己
的潜力。就像给每颗种子都提供合适的土壤和
养分，让它们都能茁壮成长。

此外，社会和企业也应该为“偏科生”提供
更多的包容和支持。在招聘和选拔人才时，除
了看重学历和成绩外，更应该注重个人的实际
能力和潜力。对于那些在某个领域有着突出表
现的人才，即使他们在其他学科上有所欠缺，也
应该给予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和平台。

当前教育改革已显现新气象。“强基计划”
托举基础学科天才，“新工科”培育跨界创新人
才，职业教育打通“蓝领专家”成长通道。这些
变革都在传递清晰信号：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既
要“兼容并蓄”的广度，也要“力出一孔”的锐
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舞台上，让每一个“偏
科生”，都能尽情驰骋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
跑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

让“偏科生”

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
宋波

在基层工作中，各类
表格的填报是常态，而“零
报告”作为其中的一种特
殊形式，往往让人产生诸
多思考。所谓“零报告”，
是指某项工作、某项数据
在特定时期内无异常情况

上报，看似简洁明了，实则暗藏玄机。我们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零报告”并不等同于“零问题”。

从表面看，“零报告”似乎意味着一切安好，
无事可报。然而，这种表面的平静往往掩盖了
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有的干部在填报“零报告”
时，或因工作作风不严不实，或因主观臆断，连
基本的核实工作都省略了，直接上交空表。这
种做法，不仅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群众
利益的漠视。试想，若因这种消极懈怠的态度，
导致政策未能及时惠及应享受群体，其后果将
何其严重？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岂能因一时
的疏忽而落空、走偏？

“零报告”背后的问题，远不止于工作作风
的瑕疵。它更深层次地折射出了一些党员干部
在思想层面的缺失。宗旨意识淡漠，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这些思想上的问题，有时比表面的问
题更加令人担忧。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
想层面的松懈，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偏差。这种
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不仅损害
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面对“零报告”，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
听之任之。有关部门应及时将其“晒出来”，接
受群众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让

“零报告”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挤干其中的水分，
还原事实真相。

“零报告”不等于“零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时
刻铭记的警示。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深挖表象背
后的真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
确保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够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
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

“零报告”

不等于“零问题”
彭宇

记者记者 兰雷伟兰雷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