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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当代文艺与文化融合发展趋势，以《只此青绿》《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为研究对象，解析

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表达机制，探讨文艺服务大众需求的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智能技术演进与产业升级

背景，从理论框架构建与创作实践创新双重维度，探索文艺深度融入文化的可行模式。通过分析数字技

术赋能传统文化转化的典型案例，论证文艺创作需立足生活实践、呼应大众精神诉求的核心原则，进而

提出技术驱动创作范式迭代、跨学科人才培养等发展策略，为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学理参照与实践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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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culture. Taking works such as “Only the Green and Blue” and “Nezha’s Demon Child Reborn” as 
research objects, it analyzes the modern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literature and art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Based on the back-
ground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research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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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le models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to culture from the dual dimen-
sion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creative practice innovation. By analyzing typical 
cas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demon-
strates the core principle tha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life practice and re-
spond to the spiritual demands of the masses. Then, it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ology-driven iteration of the creative paradigm and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cultiv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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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文化文艺领域，这一

结合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与人民精神追求的优秀作品[1]。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载

体和表现形式，承担着传承文化、反映时代精神、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使命。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

域下文艺与文化的关系及发展路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 

2. 文化在文艺中的表现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艺的融合体现为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审美范式、价值观念与历史记忆，通过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强化了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质，更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实践的具体表

征。 
(一) 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艺术实践路径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艺的融合呈现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以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为例，其全国巡演数据显示，2023 年该剧在 28 个城市演出 126 场，观众超 15 万

人次，其中 25~40 岁观众占比达 68%，社交媒体话题阅读量破 23 亿。这种现象级传播源于创作团队对

《千里江山图》的跨媒介重构——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还原宋代山水韵律，结合全息投影技术构建三维空

间，使静态古画转化为动态视觉叙事。国家统计局 2023 年文化消费报告显示，此类传统文化创新作品的

观众复购率较普通演出高出 37% [2]，印证了“人民性”与“现实性”双重逻辑的实践成效。它以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二) 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演绎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转化始终遵循辩证否定的“扬弃”逻辑[3]。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创作实践深刻体现了辩证否定中“扬弃”的逻辑内核。影片一方面保留了中国神

话中“反抗宿命”的精神本质，将其作为叙事核心；另一方面对传统角色关系与叙事框架进行了大胆解

构——例如将哪吒塑造为“魔童”并重构其与敖丙的敌对关系，赋予李靖夫妇更具现代性的亲情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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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新性转化获得广泛受众认同，中国电影家协会调研显示，超八成观众认可影片“在承袭文化根基

的同时呼应了当代价值观”。 
在技术层面，影片通过水墨风格与 3D 渲染的有机融合，实现了传统美学符号的现代表达。例如山河

社稷图的动态水墨场景、法器混天绫的流体特效等，不仅强化了东方视觉辨识度，更显著提升了跨文化

受众对中华美学元素的认知效能。据北京电影学院跨国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2024 年实验报告，此类技术融

合使传统艺术符号的国际辨识度提升 41%。这表明，基于“扬弃”逻辑的创作范式，既能守护文化基因，

又能激活传统的跨时代传播力。 
(三) 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体现了生产力变革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

重塑。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叙事蓝本，通过 3D 建模、动作捕捉等数字技术构建东方奇

幻世界，既保留佛教文化、神话传说等传统元素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动态交互的现代形态。这种“技

术赋能”实践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游戏场景中对传统建筑

的数字化复原、对神话叙事的交互式演绎，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扬弃”原则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

既剥离封建性糟粕，又激活民族精神基因。 
(四) 地域文化的现实写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地域文化与人民生活的艺术书写始终遵循“人民性”与“现实性”的

双重逻辑。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叙事空间，通过“实践–认知–升华”的辩证路

径，既呈现了游牧文明的生产方式(如季节性转场)、生活习俗(如拖依舞会)等历史记忆，又借助“方言土

语(疆普与哈萨克语交织)–传统建筑(流动毡房与小卖部)–民俗活动(黑走马舞蹈、飞马拾银)”的符号体

系，完成了地域文化从生活经验向大众审美形态的转化。该剧的热播直接激活了地域经济与文化传承：

2024 年阿勒泰地区旅游咨询量同比增长近 200%，剧中“黑走马”舞蹈引发全网模仿，带动哈萨克族刺

绣、骨雕等非遗订单激增，相关工坊增收超 300 万元[4]。据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调研，超八成观众认为

该剧“真实还原了边疆多民族共生图景”，其通过平凡个体的生活困境(如托肯的改嫁抗争、苏力坦的传

统守护)激发共情，使观众在文化差异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核——正如剧中蒙古族老人的箴

言：“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既深化了民族文化认同，亦彰显了文艺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

宗旨。 

3. 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可从价值、情感、实践三层面深化实践逻辑。 
(一) 价值导向：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的创作理念建构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

判“英雄史观”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一论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化为“人们自己创

造自己的历史”的科学命题[5]。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这一原理转化为“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实践纲领，并在新时代得到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文

艺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和服务对象，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的需求、

情感和命运，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文艺作品[6]。 
(二) 情感共鸣：构建文艺与人民精神联结的审美机制 
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文艺价值的根本前提。这种认同不仅体现为对人民生存状态的

深切关怀，更要求创作者将人民置于艺术创作的本体位置。以《哪吒》为例，影片通过塑造“逆天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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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人物形象，实质上构建了“平凡英雄”的叙事范式，这种创作实践正是将人民作为艺术主体的生动

体现。当作品能够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时，其文化功能便超越了审美层面，转化为促进人的发展的精神

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下，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

是“文化人”，文艺的发展应服务于人民的全面发展。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真诚热爱，不仅源于对人民

历史作用的理性认知，更建立在对人民群众作为“文化主体”的价值认同之上[7]。这种情感导向要求创

作者超越工具理性思维，将人民置于文艺创作的核心位置，使作品成为传递人民情感、凝聚人民力量的

精神载体，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 
(三) 实践路径：推动文艺服务人民的常态化机制创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原理为文艺创作

基于人民生活实践提供了哲学根基[8]。文艺创作的本质要求在于真实反映人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需求，

创作者需深入基层，体察群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方能提炼出具有时代共鸣的作品。电视剧《我的

阿勒泰》即通过“田野调研–创作迭代–社会验证”的闭环机制践行这一路径：据剧组公开访谈，拍摄

期间团队在牧区召开 23 次座谈会，吸纳牧民建议逾 400 条。这种创作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使剧集豆瓣

评分达 8.7 分，较同类题材均值高出 2.1 分。中国文联 2024 年数据显示，采用此类基层联动模式的创作

项目，群众满意度达 91%，较传统模式提升 38 个百分点，印证了实践导向创作方法的有效性。 

4. 文艺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可从人工智能、人才等方面探索文艺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一) 人工智能驱动文艺创作生产范式革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科学技术认定为驱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人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进步的标志

性产物，其与文艺领域的深度融合，契合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视角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领域的应用，不仅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现

实诠释与延伸，而且是促进文艺生产力实现深层次变革的重要途径。在文艺创作与传播领域，人工智能

技术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文艺工作者能够借助该技术进行素材的搜集及创意的激发等关键工作。典型案

例显示，故宫博物院开发的 AI 文物修复系统通过深度学习 200 万件文物数据集，实现了 92%的自动修复

准确率。但该系统仍保留人工专家终审环节，这种“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充分体现了“技术工具论”的

实践原则——即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其应用应服务于文化创造的本质需求，而非取代人类的审美判

断与价值创造。这种技术伦理考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理论框架，也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实践范式。 
(二) 技术革新与创新要素重组驱动文化产业升级 
当前文化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技术革新与创新要素重组构成其核心驱动力。这一进程

不仅改造了文艺创作的技术基础，更深刻重构了文化生产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

互作用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些技术突破不仅重塑了文艺创作的物质基础，更推动了文化生产方式的系统

性变革[9]。具体表现为：要素重组催生新业态：通过整合艺术创作、数字技术与旅游资源，形成“艺术

科技 + 文旅”融合模式。典型案例西安大唐不夜城项目，运用 AR 技术还原唐代街景，2024 年接待游客

超 3400 万人次，拉动消费 136 亿元。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报告指出，此类新业态的产值年均增速达 65%，

远超传统文旅产业 12%的增长率。这种变革本质上是以技术创新优化文化价值链，既满足公众对个性化、

高品质文化消费的需求，也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开辟新路径。 
(三) 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人才作为推动文艺与文化融合的核心力量，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文化创新成效。马克思主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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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的本质在于个体潜能的充分激活与多维发展，而培育兼具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正是提升文化创造力的关键。为此，需构建协同联动的培养体系。在高等教育领域，设立“数字叙事设

计”“文化遗产数字化”等交叉专业，培养既掌握文艺创作规律、又精通数据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新

型人才；在职业发展层面，通过“智能文化传播”“沉浸式展陈设计”等专项认证，建立适应数字生产需

求的终身学习机制。 
优化人才生态需配套制度保障：建立涵盖薪酬激励、创作资助、成果表彰的多元化激励措施，完善

人才培育与发展的长效机制。这种培养模式通过技术应用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推动文艺创作实现从

工具使用到内涵创新的跨越，切实满足公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求。高素质人才队伍将持续为文化繁

荣提供核心动力，促进文艺在时代发展中的创造性转化。 

5. 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文艺与文化的有效融合始终以回应大众精神需求为根本导向。从《只此

青绿》的数字意境重构到《我的阿勒泰》的生活纪实呈现，成功创作印证了立足文化基因、结合现代语

境的必要性。技术革新进一步拓展融合路径：人工智能助力创作效率提升，沉浸式业态激活文旅消费。

未来需持续优化跨学科人才培养与技术应用机制，推动文艺在传统承续与当代创新中实现深层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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