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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游戏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如何有效减少文化折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原神》为例，从

符号学视角探讨游戏产业减少文化折扣的策略。研究发现，《原神》通过创新性的视觉、听觉和叙事符

号设计，构建了一套兼具文化特色与全球认同的符号体系。在传播路径上，通过本地化、全球化和互动

策略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文化符号的有效传播。研究认为，游戏产业应在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叙事策

略的优化和传播路径的拓展等方面进行创新，构建多元化的传播矩阵。这些发现为数字文化产品的跨文

化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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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gaming industry, effectively reducing cultural discount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address. This study takes Genshin Impact as a case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to mitigate cultural discount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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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shin Impact has constructed a symbolic system that integrates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with 
global recognition through innovative visual, auditory, and narrative symbol designs.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pathways,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is achieved by combining 
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active strategi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aming industry 
should innovate in the skillful use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optimization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communication pathways to build a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matrix. These find-
ings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
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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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产品跨越国界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1 现

象仍然是制约文化输出的重要因素[1]。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游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

在跨文化交流中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例如，由米哈游开发的开放世界角色扮演游戏《原神》自 2020
年推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首年收入超过 20 亿美元，活跃用户遍布 2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2]。这一成功案例引起了学术界对游戏产业如何有效减少文化折扣的关注。 
当前学术界对文化折扣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电影电视剧等传统媒体产品领域。相比之下，作为强互

动性的数字文化产品，游戏在传播机制上与传统媒体存在本质差异。游戏中的文化符号通过玩家的主动

参与和深度互动得以有效传递，这种独特的传播方式为降低文化折扣开辟了新路径。以《原神》为例，

该游戏成功实现了东方美学与全球化叙事的有机融合，在保持鲜明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了跨文化传播，

为游戏产业规避文化折扣提供了有益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曾专题报道，《原神》通过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前沿数字技术相结合，不仅在全球市场取得商业成功，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

特魅力，成功赢得全球年轻群体的广泛青睐[3]。 
本研究计划从符号学的角度，以《原神》为例，探讨游戏产业如何通过创新设计和运用文化符号来

减少文化折扣。研究将重点关注游戏中文化符号的设计策略、传播方式及其效果，旨在为数字文化产品

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 

2. 《原神》中的文化符号设计 

2.1. 视觉符号的设计 

《原神》通过精心设计的视觉符号系统，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游戏美学相结合，构建

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视觉体系。游戏在角色设计、建筑风格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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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是指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某些文化产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度和理解度

有所下降。该概念解释了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尤其是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内容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表现。

文化折扣强调了文化背景、语言、符号和社会价值观等因素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可能导致某些文化产品在目标市场的接受度低于

原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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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兼顾全球受众的审美需求。 
在角色设计方面，游戏以璃月为代表的区域角色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云堇的造型设计借

鉴了戏曲旦角的服饰特点，裙摆与水袖的设计灵感源自传统戏服；钟离的服装则融合了古代文人服饰的

特征，立领、盘扣等细节都体现了传统汉服的审美特点。通过这种创新性的视觉设计，游戏既展示了中

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又迎合了现代玩家的审美偏好。 
在建筑场景设计上，《原神》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和艺术重构。璃月港的整体布局

参考了江南水乡的空间结构，标志性建筑如荻花洲、望舒客栈等，都融入了明清建筑的特色元素。研究

表明，这种基于文化原型的视觉符号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障碍[4]。游戏中的建筑不

仅在形制上还原了飞檐翘角、斗拱等传统建筑特征，更在细节处理上融入了石雕、彩画等传统工艺元素。 
环境艺术设计方面，《原神》借鉴了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表达。游戏中的自然景观如层峦叠嶂的山峰、

飘渺的云海，都体现了“疏可走马，密可居人”的传统山水画美学理念。同时，游戏通过现代 3D 建模技

术，将这种东方美学以更具互动性和沉浸感的方式呈现给玩家。这种创新性的视觉表达，为传统文化符

号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原神》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注重了视觉符号的常见性设计。通过对传统文

化元素的提炼与重构，游戏创造出既有文化辨识度，又易于为全球受众理解接受的视觉语言，有效降低

了文化折扣。 

2.2. 听觉符号的设计 

《原神》的听觉符号设计涵盖了配乐、音效与配音等多个维度，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创新运

用，构建出富有文化特色且具有国际化表达的声音体系。这种多层次的听觉符号设计不仅增强了游戏的

文化氛围，更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听觉支持。 
在音乐配乐方面，《原神》的璃月地区采用了以中国传统乐器为主的交响编曲。游戏原声带《璃月

的晴空》中融入了古琴、笛子、二胡等传统乐器，并与现代管弦乐队完美结合，创造出既有东方韵味又

具有国际化表达的音乐语言。正如王元翠指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使得东方音乐元素能够更容易被全球

受众接受和理解[5]。 
在环境音效设计上，游戏对中国传统声音元素进行了系统性的采集与重构。璃月港的环境音效中加

入了风铃、木鱼等具有东方特色的生活音响，增强了场景的文化真实感。研究表明，这种基于文化原型

的声音设计能够有效提升玩家的文化沉浸体验[6]。 
角色配音方面，《原神》采用了多语言配音制作，但在中文版本中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声效

表达。以云堇角色为例，其配音不仅需要表现日常对话，还包含了昆曲唱段的演绎，这种创新性的设计

为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这种多维度的配音设计既有利于保持文化的原真性，又照顾到了

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接受习惯。 
值得关注的是，《原神》的听觉符号设计采用了“层级化”策略。表层的音乐旋律和音效具有广泛共

鸣，易于被全球玩家接受；深层的传统音乐元素则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玩家提供了深入了解的机

会。这种策略性的听觉符号设计，有效平衡了文化特色的展现和跨文化传播的可接受性。 
通过精心设计的听觉符号系统，《原神》不仅成功地传达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更建立起了

一座连接东西方音乐审美的桥梁，为数字游戏中的文化符号传播提供了创新范例。 

2.3. 叙事符号的设计 

《原神》的叙事符号设计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创新性表达，通过故事情节、角

色对话和任务设计等多个层面，构建了一个既有文化深度又具有通用性的叙事体系。这种多维度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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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不仅丰富了游戏的文化内涵，更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叙事框架。 
在世界观构建方面，《原神》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璃月区域的设定融合

了道教文化中关于仙人治世的理念，通过“七星”治理体系的设计，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幻想世界

观相结合。基于文化原型的世界观设计，既有助于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又具有较强的跨文化理解性。 
在角色塑造方面，游戏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背景故事和性格特征，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

念。例如，钟离一角通过对“契约”的坚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的理念；魈的设定则融入了道

教文化中的“守正”思想。这种深层的文化价值观植入，为全球玩家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视角。 
在剧情任务设计上，《原神》采用了“多层次解读”的叙事策略。表层的剧情富有娱乐性和互动感，

适合所有玩家体验；深层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典故和历史隐喻。例如，“海灯节”任务线既是有趣的游

戏内容，又融入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周怡璐(2024)的研究表明，这种分层式的叙事设计有效降低

了文化理解的门槛，同时为感兴趣的玩家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7]。 
在对话系统设计方面，游戏通过巧妙的语言转换，实现了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表达。璃月角色的对

话中融入了古诗词典故、谚语俗语等传统文学元素，但又通过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使其易于为当代受众

理解和接受。这种创新性的语言设计，为传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原神》的叙事符号设计特别注重“共情性”的情感传递。通过不同的情感主题(如

亲情、友情、责任等)作为叙事基底，在此基础上展现文化特色，这种策略有效降低了文化折扣，增强了

全球受众的情感认同。 

3. 《原神》的跨文化传播路径 

3.1. 文化符号的本地化策略 

《原神》在文化符号的本地化策略上展现出精准而系统的设计思路，成功实现了文化符号在不同地

区市场的差异化呈现。本地化策略的核心在于根据目标市场的文化背景、审美偏好和用户习惯，对游戏

中的文化符号进行适应性调整，同时保持原有文化内涵的完整性。 
在视觉呈现方面，《原神》针对不同地区市场采取了细致的本地化调整。例如，在日本市场的推广

中，游戏 UI 界面的设计融入了更多符合日本用户审美习惯的视觉元素，如日本的玩家通常偏好简洁、清

新且富有层次感的设计，尤其是喜欢使用较为细腻的字体和清晰的视觉层级感。因此，《原神》的界面

在字体选择上，采用了更加圆润、柔和的日文字体，以符合日本用户对字体细节的审美要求。在北美市

场，则对部分服装设计进行了适度调整，以符合当地的文化认知和审美标准。例如，一些角色的服饰颜

色更加饱和，使用红色、黑色、金色等强烈对比色，以增加角色的力量感和视觉冲击力。此外，角色服装

的纹理和材质处理也更趋向于真实感和实用性，符合北美玩家对“现代性”和“实用性的重视”。 
文本本地化方面，《原神》采用了“创造性转化”的策略。游戏在进行文本翻译时，不仅注重语言转

换的准确性，更重视文化内涵的本土化表达。例如，在处理中国传统典故时，会根据目标市场读者的文

化背景，选择相应的表达方式，使其既保持原有意涵，又便于本地用户理解。 
在营销推广层面，《原神》针对不同地区开展了富有本土特色的推广活动。如在日本市场推出与当

地动漫文化相结合的宣传内容，在欧美市场则更注重游戏的开放世界特性和游戏性体验的传播。差异化

的本地化营销策略有效提升了游戏在各区域市场的接受度。 
《原神》的本地化策略始终遵循“核心文化保持，表达方式调整”的原则。在进行本地化改良时，既

确保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完整性，又通过灵活的表现手法使其更容易被目标市场接受。这种平衡策略

为游戏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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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化符号的全球化策略 

《原神》在文化符号的全球化策略上体现出独特的创新性，通过构建具有跨文化接受度的文化表达

体系，实现了文化符号在全球市场的有效传播。这种全球化策略的核心在于寻找文化的共通点，创造跨

文化理解的桥梁。 
在内容创作层面，《原神》采用了“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策略。游戏不仅包含了璃月(中国)、蒙德(欧

洲)、稻妻(日本)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区域设定，更在故事构架中融入了普世价值观念。这种多元文化并置

的设计方式，有效降低了单一文化符号可能带来的理解障碍，使游戏获得了更广泛的全球认同。 
在艺术表现方面，《原神》建立了一套具有国际化表达特征的视觉语言。游戏在角色设计、场景布

局等方面，虽然保留了各地区的文化特色，但在艺术风格上采用了二次元风格，这种处理方式既保持了

文化识别度，又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亲和力。 
在技术实现层面，《原神》通过先进的游戏引擎和精良的制作，打造了符合全球玩家审美的高品质

内容。游戏的高质量画面表现和流畅的操作体验，为文化符号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这

种“质量优先”的策略，有效提升了游戏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在传播渠道方面，《原神》构建了完整的全球化发行体系。通过与全球主流游戏平台的深度合作，

建立统一的更新机制和运营策略，确保全球玩家能够同步体验游戏内容。这种标准化的全球发行模式，

为文化符号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有力保障。 
《原神》的全球化策略并非简单的文化同质化，而是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更具包容性

的表达方式。通过建立共通的游戏语言和价值体系，实现了文化符号的有效全球化传播。这种策略不仅

促进了跨文化理解，也为数字文化产品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范式。 

3.3. 文化符号的互动策略 

《原神》通过创新性的互动设计，构建了一套促进全球玩家文化认同的互动体系。这种互动策略不

仅体现在游戏机制层面，更延伸至社区运营和用户参与等多个维度，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互动生态。 
在游戏机制层面，《原神》设计了多层次的互动体验。通过任务系统的分层设计，玩家可以根据个

人兴趣深度选择性地了解文化内容。李玫茹(2024)的研究发现，这种弹性化的互动设计显著提升了玩家对

文化内容的接受度[8]。例如，“尘歌壶”系统让玩家能够主动参与到传统建筑美学的创作中，通过亲身

实践加深对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理解。 
在社区互动方面，《原神》建立了全球化的玩家社区体系。游戏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

Bilibili 等)与不同地区的玩家保持互动，并鼓励玩家创作和分享游戏相关的二次创作内容。这种社区互动

策略有效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形成了活跃的全球玩家社群。 
在用户参与层面，《原神》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活动策略，增强玩家的文化参与感。线上举办的“网

页活动”和线下的“原神交响音乐会”等活动，为玩家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体验机会。调查显示，这些互

动活动显著提升了海外玩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9]。 
在内容创作参与方面，《原神》积极采纳玩家反馈，通过“角色演示页面”等功能，让玩家在游戏更

新前就能参与到内容体验和优化中。这种开放式的互动模式，不仅提升了玩家的参与感，也帮助开发团

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玩家的需求。 
《原神》的互动策略特别注重“共创”理念的实践。通过鼓励全球玩家参与内容创作和文化讨论，

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互动社区。这种基于用户参与的互动策略，既促进了文化符号的有效传播，

也构建了跨文化理解的新平台。通过系统性的互动设计，《原神》成功实现了文化符号从单向传播到多

向互动的转变，为数字文化产品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创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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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减少文化折扣的建议 

4.1. 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 

基于对《原神》文化符号传播策略的分析，游戏产业减少文化折扣的首要策略在于文化符号的巧妙

运用。这种运用不应局限于简单的文化元素堆砌，而是需要通过深入理解和创新性转化，实现文化符号

的有效传播。 
在视觉符号方面，游戏产业应注重建立“多层次”的视觉表达体系。表层设计需要符合全球玩家的

基础审美认知，通过普遍性的艺术风格建立初步连接；深层设计则可以融入独特的文化符号，为对特定

文化感兴趣的玩家提供深度体验。这种层次化的设计策略既能确保基础可接受性，又不失文化特色。 
在符号转化方面，游戏产业需要建立起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表达形式之间的桥梁。这要求开发团队

既要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又要掌握当代审美趋势，在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化的表现

形式。例如，在角色设计中，可以将传统服饰元素与现代时尚审美相结合，创造出既有文化辨识度又具

当代感的造型。 
在符号互动方面，游戏产业应当充分利用数字媒介的互动特性，让玩家通过主动参与来加深对文化

符号的理解。这种互动不应停留在表面的点击操作，而是要设计能够让玩家深入体验和理解文化内涵的

互动机制。通过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使文化符号从静态展示转变为动态体验[10]。 
在文化符号的组合运用方面，游戏产业需要建立科学的符号体系，确保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能够和

谐共存，形成完整的文化表达。这种系统性的符号设计，能够帮助玩家更全面地理解和接受文化内容，

从而有效降低文化折扣。 
总的来说，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需要在保持文化特色与促进跨文化理解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创新

性的设计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这不仅需要对原有文化符号的深刻理解，更需要具备将其转化为现代化

表达的创新能力。 

4.2. 叙事策略的优化 

首先，游戏产业应构建“双线叙事”结构。主线叙事应着重于广泛的情感主题和价值观，如友情、成

长、勇气等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支线叙事则可以深入展现特定的文化内容，让对文化感兴趣的玩家

能够主动探索和了解。这种分层的叙事结构既确保了基础可玩性，又为文化传播预留了深度空间。 
其次，在角色塑造方面，应采用“多维度”的人物刻画方法。角色设计不应局限于文化符号的表层

应用，而是要通过性格特征、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多个维度的塑造，展现立体且富有说服力的人物形

象。这种深度的角色塑造能够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产生情感共鸣。 
在剧情设计方面，建议采用“渐进式”的文化内容展现方式。游戏初期应以易于理解的剧情为主，

随着玩家的深入参与，逐步引入更多文化特色内容。这种循序渐进的叙事策略，能够降低玩家的文化认

知门槛，提高文化接受度。 
对于任务系统设计，应强调“情境化”的文化体验。通过将文化元素自然融入游戏任务中，让玩家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自然接触和理解文化内容。避免生硬的文化说教，而是通过情境化的体验来传递文

化价值。 
在对话系统方面，需要建立“灵活多变”的语言表达机制。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应根据不同语

言版本的特点，采用适当的表达方式，确保文化内容能够准确传达。这种本土化的语言处理，能够有效

降低文化理解障碍。 
最后，在故事节奏的把控上，应注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通过合理安排剧情发展的节奏，在文

化内容的展现和游戏性之间取得平衡，避免过度密集的文化信息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这种平衡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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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设计，能够让玩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自然接受文化内容。 

4.3. 全球化传播路径的拓展 

首先，游戏产业应建立“多平台联动”的传播矩阵。除了传统的游戏平台外，还应充分利用社交媒

体、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多元渠道，构建完整的传播生态。不同平台的内容呈现应各有侧重，既保持

统一性，又能突出各自特色，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其次，在社区运营方面，建议采用“分区互通”的运营策略。针对不同地区玩家的文化特点和使用

习惯，设计差异化的社区活动，同时通过跨区域的互动活动，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玩家间的交流。这种互

动式的社区运营，能够加深玩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在内容创作方面，应鼓励“用户共创”模式的发展。通过建立开放的创作平台，鼓励全球玩家参与

游戏周边内容的创作，如同人创作、攻略制作、艺术作品等。这种自下而上的创作模式，能够丰富文化

传播的形式，增强文化认同。 
在营销推广层面，需要构建“全域营销”的传播体系。结合线上线下活动，如电竞赛事、文化展览、

音乐会等多样化形式，打造立体化的品牌形象。这种全方位的营销策略，能够让玩家从多个维度感受和

理解文化内容。 
在技术支持方面，应着力打造“智能化”的传播工具。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把握

不同地区玩家的文化需求和接受习惯，实现传播内容的个性化推送。这种数据驱动的传播方式，能够提

高文化传播的精准度和效率[11]。 
最后，在跨文化合作方面，建议建立“战略联盟”机制。通过与各地区的文化机构、教育机构、媒体

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拓展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多方协作的模式，能够为文化传播提供更专业

和多元的支持。 
通过以上路径的系统性拓展，游戏产业能够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全球化传播体系，实现文化的有效传

播，最终达到减少文化折扣的目标。这种多维度的传播路径优化，将为数字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发展提供

新的可能。 

5. 结论 

本研究以《原神》为例，探讨了游戏产业如何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新设计与运用来减少文化折扣现象。

研究表明，游戏作为一种互动性媒介，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精心设计的视觉、听觉和叙

事符号系统，能够有效降低文化理解障碍，促进跨文化传播。 
《原神》的成功实践表明，文化符号在游戏中的应用应遵循“多层次”原则。通过构建既有文化特

色又具通用性的符号体系，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确保全球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同时，游戏的本地化、

全球化和互动策略的有机结合，为文化符号的有效传播提供了系统性支持。 
研究建议游戏产业在文化符号运用、叙事策略优化和传播路径拓展等方面进行创新。通过建立多元

化的传播矩阵、促进用户共创、发展全域营销等方式，构建更加完善的文化传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减

少文化折扣，也为数字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发展对文化符号传播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新兴技术提升文化传

播效果。同时，跨文化传播中的受众反馈机制和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也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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