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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丹青游丹青游》》何以何以““游游””出圈出圈
——从亚运短视频《丹青游》谈创制经验

周路莎

在今年杭州亚运会期间，国风亚运短视频

《丹青游》成功“游”出圈，不仅刷爆朋友圈，登上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主流传播平台，获得全

网综合曝光超 2.5亿次，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象舞指数”主流媒体周榜第三。更是在

亚运会开幕式前一天，被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海外账号转发推荐，称其“让人沉浸在丹青的艺

术中，体验杭州的过去与现在”。片中，“送花

娘”陈喜悦和“挑花郎”一青这两位国风博主在

来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众多古画中瞬息穿

梭，与画里的纸片人破次元交朋友，带领他们突

破时空限制，暴走街头奔赴亚运会。最后主题

文字“欢迎你和你的热爱一起抵达”更是在情绪

上戳中众多网友的心。

这条《丹青游》其实是脱胎于《“中国心”系

列》节目第二部《丹青中国心》的衍生短视频。

“中国心”系列是浙江卫视重点打造的中华传统

文化大众美育节目，目前已推出“妙墨”“丹青”

“戏剧”三部题材。在今年第 45届世界遗产大会

“下一个五十年，面向未来的世界遗产教育”主

题边会中，“中国心”系列荣获 2023全球世界遗

产教育创新案例奖 ，系列中的几部节目亦是斩

获诸多殊荣，其中《丹青中国心》入选国家广电

总局 2023年“中国梦 新征程”原创优秀网络视

听节目征集展播活动优秀节目、“中华文化广播

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从长视频节目《丹青

中国心》到“游”出圈的短视频产品《丹青游》，不

同内容形态的创制手法背后，是同样对文化类

将大潮与亚运结合，充分展现“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浙江精神；“文艺赋美 转角遇见 Z”亚运季

主题活动及巡回直播，展现各办赛城市文艺迎亚

运风采；与国家体育总局等合作的“亚运故事

汇”，“三代冠军三把火炬同框”，见证“亚运之

光”；“浙江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在亚运主题电

影《热烈》热映期间推出，用电影的力量传递体育

精神。这些融媒产品真正体现出作为一个视听

新物种平台所应有的互联网特质。

纪录片、综艺、专访等作品大小屏联动，精

彩纷呈。Z 视介作为文化传播平台，亚运期间

充分利用大屏的有效资源，与小屏联动发力，加

强亚运主题文化供给。《杨澜访谈录》《体育人

生》Z 视介首播，讲述冠军背后的故事，拉近网

友与冠军的距离。亚运主题剧《泳往直前》登录

Z 视介即火爆，为亚运赛场泳军加油助威；《江

南》先导片，让“江南文化”与亚运文化交相辉

映；《所向披靡的我们》，亚运精神活力拉满；《听

说很好吃》亚运特辑，让亚运与美食碰撞出火

花。既有整档节目的完整播映，也有碎片化的

全网传播，大小屏共振引流，相互赋能。

三、协同作战，演出大合唱

在集团总编室、浙江卫视(中国蓝新平台)亚
运专班领导下，Z视介成立了由平台运营中心、

亚运频道为链主，平台各中心以及集团各频道内

容生产人员组成的“Z视介编辑运营专项专班”，

建立协作机制，快速高效全面整合集团优质内

容，奏响亚运文化传播大合唱。亚运期间，亚运

频道生产短视频内容近千条，集团各频道通过

“视介官”供稿亚运主题短视频超千条。蔚蓝金

声各位主持人齐发力、共比拼，从竞技赛场到城

市文化，从运动员到志愿者等各个角度，全方位

地展示亚运文化。与此同时，Z视介与链主频道

一起，加大内容巡查力度，加强技术防护力量，确

保亚运期间的平台安全。

亚运、亚残运会，对 Z视介平台运营来说是

一次重大考试，既有全平台内容的耦合，也有卫

视各中心之间的协同，更有各频道之间的联动；

有切热点的要求，也有出圈出彩的诉求。团队经

受住了考验，在战斗中成长，每天及时总结复盘，

为后续运营积累经验。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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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产品的创制逻辑与思路出发点。

一、尊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古，探寻中

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合适表达

在《丹青游》中，节目组一直遵循着两个坚

持，一是坚持所有的文化要点都应经得起推

敲。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斤斤计较”，所以在

《丹青游》中，主角直观穿越的每一幅名画都源

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不仅如此，各种细节

组成亦十分考究，藏着种种“文化彩蛋”。比

如，打造微缩景观西湖，让主人公“挑花郎”“送

花娘”泛舟其上。这里的水波纹元素取自于南

宋马远的《水图》，背景声音则取自越剧《白蛇

传》“西湖山水还依旧”片段；出现的古人看视

频弹幕，文字均为浙大文学博士从文言文引申

改编；字幕和印章均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篆和

写。在细节处做到极致，尊重传统文化，正是

我们创制《丹青游》所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是坚持文化内容的任何呈现要保证“惊喜

感”，在出其不意中打破大众常规理解，打造视

觉锤。《丹青游》延续了《丹青中国心》的传统文

化青春表达方式，在所选取的传世名作中融入

科技动画元素，进行恰到好处的“再创意”。比

如把《文会图》中众人品茶改为看亚运新闻发弹

幕，把《清明上河图》中的摔跤古人改成了亚运

项目街舞 battle、让《货郎图》里的货郎和“货郎”

一青进行货担举重比赛等，把现代运动带进古

代画作，营造惊喜感。在系列创改过程中，无论

是尺度还是细节都尽可能地遵循了古画本身的

面貌，包括笔触、材质等，做到“有新意但不刻

意”。主创团队以绝对的“斤斤计较”和“出其不

意”态度打造文化产品，在细微处见大精妙，虽

然只是短短两分多钟快节奏的短视频，但称得

上是一堂含金量爆棚的“美育课”，让大众在快

节奏的信息摄取时代，能够以最少的时间成本，

得到最强的“获得感”。

二、共情是消弭距离的最佳路径，在文化中

挖掘同你我有关的“情绪触达”

文化艺术与大众情感汇流，才能获得广博的

生命力。如何在文化中挖掘与你我有关的“情

绪触达”，实现情感连接，消弭距离，这是文化类

产品打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核。在《丹青中

国心》中，通过大众参与开放麦等方式，有效地

链接了双向情感。在《丹青游》中，我们其实把

“情绪触达”放到了最核心的位置，不断去寻找

和放大能够激活大众情绪点的因子。这里面其

实包含了三层“情绪触达”。一是人之常情一是人之常情。。这

是一条以祖孙之间的爱与理解为叙事点的片

子。陈喜悦爷爷在开场说的这句“在忙吗，？饭

吃了吗？”亦是全天下家长和晚辈之间最家长里

短却又最饱含爱意的关心之语。在这个叙事开

头的背后，藏着喜悦爷爷对孙女“没有固定工

作，在做文化自媒体博主”的一种担忧，这是喜

悦和爷爷的矛盾点，也是很多长辈和小辈之间

比较常态的矛盾点。二是热爱自驱二是热爱自驱。。《丹青游》

最后的那句主题标语“欢迎你和你的热爱一起

抵达”成为点睛之笔。该片以陈喜悦、一青作为

例子，无论穿越古画，还是带着纸片人上街，都

是基于他们作为国风博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

爱自驱而产生的行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热爱和坚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如何激活

自驱力。《丹青游》正是希望借片子鼓励大家“坚

持热爱，无限奔赴”，这是大众共通的情感。因

此，“欢迎你和你的热爱一起抵达”也成为了非

常出圈的 slogan，被各种自媒体文章引用。三是三是

文化共鸣文化共鸣。。在全民大众文化觉醒的当下，一部

真正做到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的创意片子，会较

好地激活大众文化自信，《丹青游》里无处不在

的文化知识点，在获得感的背后是每一个中国

人观看完后的自豪感，这样的情绪触达能更有

效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传承和传播。

三、激活和强化地缘优势，打造文化符号，

实现文化产品的长尾价值

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而被大众所记

忆的往往是具有独一无二属性的文化符号。我

们可以看到网络对《丹青游》的评论中，很多网

友不约而同都提到了“杭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

文旅密码。”“文化+科技，这是杭州的城市魅

力。”这是充分激活地缘优势基础上所强化的

“文化独特符号”。文化符号有助于实现的文化

长尾价值在线上视频传播之余，无形间拓展了

线下文旅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在《丹青游》

中，无论是“送花娘”陈喜悦和“挑花郎”一青发

生故事的西子湖畔，还是在所选取的古画中包

含了《西湖图》《货郎图》等具有明显杭州“宋

韵”属性的画作，以及两人带着纸片人在杭州

的各个强符号性地标进行 Citywalk，实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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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杭州文旅”的推广元素。但这不是单方面的

传播，其实整个片子的出圈和文旅的开拓是相

互赋能的。杭州的宋韵文化基础以及天然的

风景特色，让《丹青游》捕捉到了可以发力的核

心符号；而《丹青游》中对于杭州风貌和文化底

蕴的创造性表达，又让大众找到了情感的依托

点。无论是本地受众对于杭州这座家乡城市

生态之美、文化之美和创造之美的自豪感，还

是外地受众对于片中所呈现的江南风貌和审

美的向往感。与此同时，《丹青游》团队在亚运

期间还开展了“纸片人出街”的线下打卡活动，

由真人扮演的“纸片人”跟着喜悦、一青暴走在

杭州城市街头和亚运会奥体中心，形成文旅奇

观。由此可见，短视频的价值绝不仅仅停留在线

上传播，围绕《丹青游》，我们实则有很大的开拓

空间，利用好地缘优势打造文化符号，实现文化

产品的长尾价值，让“亚运”的阵风变成人文的长

久之风，吹拂出更多无限生机。

到源头取水，与伟大同行。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时

代的变迁，大众的认知、审美和情绪都在不断变

化，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而应该紧跟时代节奏，不

断革新理念和技术，并保持敏锐的情绪洞察，才能

创制出更多触达大众情绪、具备长尾效应的文化

产品，让传承真正成为传播，让文化焕发青春，为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战略发展中心）

杭州第 19届亚运会不仅是一场激情飞扬的

体育盛会，也是一个展示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窗

口，还是促进文化交流交融的平台。对于浙江广

电集团的新闻人而言，全程参与大型体育赛事报

道展示了我们的综合报道实力，呈现了诗画江南

的文化底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丰富报道模式，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与网媒、报纸同行的轻装上阵相比，团队作

战恰恰能让我们在大型活动的新闻报道中脱颖

而出。特别是亚运火炬传递这种“抢新闻”的现

场，全国媒体云集，更需要大小屏团队联动，提前

谋划、分工明确。前方拍摄采访的同时 4G包实

时回传，后台同步收录，小屏编辑第一时间进行

剪辑包装发布，从质到量全力保障。笔者印象深

刻的是 9月 20日亚运火炬回到杭州传递，郭晶

晶、陈雨霏等运动员作为火炬手备受关注，采访

时几十部手机对准他们挡在摄像机前，时间不等

人，我“钻”进人群中举起话筒、用话题成功吸引

了郭晶晶的注意，连续发问掌握采访主动权，从

火炬传递聊到成长经历、杭州印象等内容，为小

屏传播积累了丰富素材，在全网成功收获数千万

流量，大小屏联动将亚运气氛持续推热。

报道场景全面铺开。从火炬传递、探营亚运

村和赛时总指挥中心到开幕式、各个竞赛现场

等，我们在传统电视报道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

小视频、直播互动等方式，拓宽体育新闻报道的

路径，打破时间差，观众动动手指，就能一览赛场

内外及时、鲜活的亚运资讯。

二、打造IP，广电“青雁”团队出战

推出《广电“青雁”跑亚运》，探索媒体记者人

格化，传统媒体年轻化的表达，让新闻具有更强

的亲和力。亚运会召开前夕，浙江广电集团融媒

体新闻中心推出小专栏，我和其他 8位同事摒弃

以往的衬衫西装等严肃形象，化身运动达人呈现

在大众面前。我们就是观众的眼和手，带着大家

打卡亚运竞赛场馆、上手体验竞赛项目等，以沉

浸式的场景与观众共情，提升新闻的传播效果。

特别是探营亚运村和主媒体中心，我采取当下流

行的 CITY WALK 形式，走进去走起来记录美

好。比如遇到智能甜蜜的冰淇淋车、会弹琴能跳

舞的机器人、让智能“画家”为我画个小像、3D打

印一条杭州记忆的丝巾等互动项目，以充满活力

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的赛会报道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的赛会报道
李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