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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大数据技术探究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实现路径，对于河南切实

履行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责任使命，增强河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为此，河南应深度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绘制中华文明

的现代图谱；构建黄河流域协同发展机制，拓宽黄河文化辐射范围；打造数字黄

河智慧工程，汇聚文化强省的河南动力；延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空间载体，培育

河南黄河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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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峰：大数据时代河南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四重路径建构

　　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最深厚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需要立足新时代、借助新技术、采用

新模式，以推动黄河文化的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５
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国家大数

据战略”，以及２０１６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全
面促进大数据发展提出的方向性目标和任务，

则为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深度应用大数

据技术提供了正确指引。２０１７年中共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为运用大数据

技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政策依据。特别是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将黄河文化提升到文

化自信、民族复兴的新高度，突出强调了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成为当前

做好黄河文化建设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

循。由此可见，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新模式，不断提升黄河文化传播

的效能，实现高质量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之

目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前，关于黄河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社会各界关于

黄河文化的学术成果、新闻报道、实践案例大量

涌现，为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和实践参照。例如，王承

哲［１］围绕黄河文化的内涵特征开展了研究，认

为黄河文化既是各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

和，又是由各类亚文化层次构成的庞大文化体

系；苗长虹［２］认为黄河文化的根源性、持续性、

包容性、统一性和创造性是其主要特征；徐光

春［３］对黄河文化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牛建强等［４］从激发黄河文化

精神、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做好现

当代黄河文化的传播等方面，探讨了传承与弘

扬黄河文化的实现途径。关于大数据时代河南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研究，江凌［５］建议打

造有关黄河历史文化的大数据库，推进黄河文

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朱涵钰［６］认为，实现黄河

文化传播的可视性有助于扩大黄河文化的认同

感和影响力。

当前，有关大数据时代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在实践层面初步显现出涉

及维度不断拓展和对不同技术形式的使用，在

理论层面也逐渐引起社会学、信息科学、新闻传

播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如何借

助大数据构建黄河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框架的研

究成果尚不丰富。鉴于此，本文拟遵循由里及

表的原则探讨黄河文化与大数据技术相匹配的

方式方法，进一步探索拓宽黄河文化数字化传

播的路径，以期提升黄河文化的影响力。

　　一、深度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

与时代价值，绘制中华文明的现代

图谱

　　目前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林林总总、角度
多样，不利于实现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为此，需要立足传统与现代，结合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深

度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将其

现代样态通过大数据技术充分呈现出来，为凝

聚高度认同的文化符号，以“根”和“魂”建构宏

大叙事的黄河文化内涵提供理论支撑［７］。从目

前的实践成果看，以郑州为核心的河南黄河文

化内涵的宣传活动丰富多彩，通过诸如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２０２０年央视春晚分会场、２０２０年央视
中秋晚会的河南元素、２０２０年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第３５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等“国字号”盛
事，依托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国家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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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国十大忙碌城市之一、机遇之城２０２０榜
单第十、“米”字形高铁、智慧城市、５Ｇ建设排
头兵等城市名片，为黄河文化内涵彰显和时代

价值体现提供了新载体，黄河文化在河南大地

上得以有效地传承、创新和发展。

下一步，河南应大力开展黄河文化数字化

科普工作，将黄河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

黄河文化数据资源库、黄河文化传播网站、黄河

文化信息化推广公众号等，拓展黄河文化宣传

平台，不断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借助大型

赛事和文化类活动，广泛渗透黄河文化创新元

素，累积黄河文化自信的广泛社会基础。例如，

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扩大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的世界影响力，广邀海内外炎黄子孙关注、

参与到拜祖大典中，大力宣传同根同源的意义

所在，做大做强根脉文化和寻根问祖文化的规

模与水平；利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

机遇，不断营造具有黄河文化丰富意蕴的河南

文化氛围，打造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河南文化

数字化品牌，形成依托数字化品牌传播文化的

内生效应，续写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

的现代图谱。

　　二、构建黄河流域协同发展机制，

拓宽黄河文化辐射范围

　　河南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省份，郑州作为
沿黄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天然承载着打造全

国黄河文化高地的重要使命，也是河南“加快

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战略任务的重要抓

手［８］。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和主体区，河南

应在自觉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的国家战略中主动作为，利用自身特色优势勇

担引领示范的河南使命，扛稳河南责任，加快由

文化建设的“跟跑者”向“引领者”角色转变［９］。

在首届黄河流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河南

省副省长霍金花指出，应优化全域教育布局，形

成沿黄九省区教育协同发展机制［１０］。这既为

黄河流域沿线加强教育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也

为树立“大黄河”流域发展共识，积极探索黄河

文化区域融合，实现黄河“一盘棋”唱响新时代

“黄河大合唱”的美好愿景提供了新方向。应

把黄河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内，重点传播黄

河文化的内涵、思想，使青年学生对黄河文化的

认知体系化、模块化。尤其是应发挥高校在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过程中的带动作用，积极

利用现代科技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

发展。

一方面，应以“互联网 ＋教育”为基础，围

绕黄河构建大数据特色专业体系，建立区域高

校黄河文化研究联盟，跨区域的科教协同、产教

融合的技术创新中心，形成网络化、大协作的技

术创新平台；设立黄河文化专项研究资金，深入

开展专题科学研究，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提供决策咨询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应以

“互联网＋文旅”为核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黄河文化旅游带。随着数字技术与文旅资源

的加速融合，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

业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

量。应以黄河文化为核心，充分运用网络动漫、

网络音乐、数字艺术、沉浸式文旅等形式，不断

推动黄河文化与５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ＶＲ（虚拟现实）、ＡＲ（增强现实）、超高清等

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大力提高黄河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应利用中原

城市群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充分发挥郑

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黄河

流域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文化旅游

的互惠合作，从而打造既能凸显地方区域特色，

又能代表黄河流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精

品文化旅游项目［５］。例如，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全国首家黄河文化旅游研究（大数据）中心的

成立，就是借助旅游大数据将黄河元素打造成

网络热点的有益尝试，有助于加快黄河流域文

旅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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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造数字黄河智慧工程，汇聚

文化强省的河南动力

　　黄河智慧工程主要是依托网络、移动媒体、
数字电视、数字报刊、微视影像等媒介，实现黄

河文化的数字化、智慧化和信息化目标，凸显时

间上的及时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强烈的互动性

等多重优势。应积极适应新媒体背景下“微

型、互动、跨屏融合、低语境传播”的特点，充分

体现黄河文化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

性，建设黄河文化数字馆。可借助短视频、网络

直播等形式，使黄河文化成为公众的兴趣所在

和目标焦点；可借助 ＶＲ、ＡＲ等技术提供更直
观形象的传播方式，全面推进黄河文化更清晰、

客观、动态的传播。例如，２０２１年河南春晚中
的《唐宫夜宴》《白衣执甲》等节目出现大流量

热搜的现象，为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

供了有益启示，为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探

索了新路径。所以，应融合好传统和现代，结合

好科技和创新，统筹好内容与形式，创新表达方

式，用新技术、新理念让历史走进现实，让传统

文化“活起来”［８］。对此，河南应利用科技赋能

文化，挖掘硬核河南故事，创新用文物讲故事的

方式，紧扣人民需求，讲好、讲活、讲精、讲实黄

河故事，创作出有温度、有情怀、有立体感、有内

涵的黄河文化作品，以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河南

的强大正能量。同时，还应通过网络数字化技

术及其语言，对嵩山文化、古都文化、黄帝故里

文化、大运河文化、殷墟文化、甲骨文文化等进

行数字化提取、技术化编程，建立黄河文化数据

库，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供有力支撑。

　　四、延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空间载

体，培育河南黄河文化品牌

　　黄河文化品牌的培育，可以借助的空间载
体非常丰富，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空陆网

海”四条丝绸之路，是黄河文化对外传播的新

途径，也是实现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新方向。

首先，应拓宽黄河文化的传承载体和传播

渠道。网上丝绸之路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也

是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的新空间，可促进黄

河文化高质量传播。另外，越飞越广的“空中

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的“陆上丝绸之路”、越来

越便捷的“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顺畅的“海

上丝绸之路”，则可大大拓展讲好新时代黄河

故事、黄河文化的传承载体和传播渠道，促进黄

河文化深入人心。为此，应借助各种传播载体，

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黄河故事、河南故事，传递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促进发展的真诚与努力，塑

造有高度、有宽度、有广度、有深度的黄河文化

内涵，将“四条丝绸之路”打造成黄河文化高质

量对外传播的新空间载体［１１］。

其次，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

品牌，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的重要部署。郑州作为沿黄规模体量最

大的城市，应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带

动作用，不仅要讲好黄河故事的昨天、今天和明

天，还要讲好郑州在黄河故事里的历史和未来，

进而在讲好黄河故事的同时彰显黄河历史文化

主地标的魅力，让河南在黄河故事里的角色更

加出彩。为此，应大力推动黄河文化与红色文

化、元典文化、姓氏文化、汉字文化等融合发展，

对蕴含其中的人物、典故、道德礼仪等元素进行

深入发掘，以新的表现手法进行演绎表现，开发

创作出具有中原特色、民族内涵、时代风貌的影

视歌曲、动漫产品、舞台剧目、大型实景演出，以

新业态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生命［１１］。应进一步

扩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太极拳等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名片影响效应。例如，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河南运用“科技 ＋文化”等数字创意，
从数字小程序、音乐、短视频、ＱＱ手办、表情
包、文创产品６个维度，打造极具河南特色的
“老家河南 黄河之礼”非遗数字馆，支持郑州、

开封、洛阳、安阳、焦作等城市建设成为国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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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名城，叫响“老家河南”“中国功夫”品

牌，推动中原文化走向世界，这是用国际话语体

系阐述黄河文化价值内涵的具体行动，实现了

传统文化转化成“顶级流量”的美好目标［１２］。

再次，应依托黄河流域的特点与黄河文化

的要素精华，打造黄河文化地标城市品牌。打

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是树立中原文化、黄河

文化自信的需要，是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

的需要，也是河南作为文化大省应该有的责任

和担当［１３］。河南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拥

有自然、地理、文化等方面突出优势，应深入挖

掘、弘扬黄河文化精神，承担起黄河文化发展的

使命［８］。重点是依托区域标志性文化资源，构

建具有中原审美特色的黄河文化地标体系；深

入挖掘具有地标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地

方文化品牌；确立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

天地之中、文明之源”的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地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便利在各大媒介上

推广黄河主地标城市的历史传承、现代发展；尽

快健全与黄河主地标城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提升郑州的城市文明度、认可度和美誉度。

当前，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已经成为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

重要内容，既应立足当下，更应着眼未来。为

此，应坚持“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围绕根本、抓

实当前”的原则，统筹做好“十四五”时期黄河

文化品牌的战略规划布局。在高度上，应积极

拓宽视野，不断扩大“朋友圈”，整合跨区域文

化资源，构建国际化格局；在宽度上，应从黄河

文化中汲取创新动力，打造良好运营环境，整合

零散文化资源向产业化发展转型；在深度上，应

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充实黄河文化内涵

促进品牌化进程；在维度上，应积极打好“组合

拳”，“拳打脚踢四面出击”，借助文旅深度融合

拓宽艺术化载体。大数据时代为传递黄河声

音、展示河南形象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用黄河

故事打动中国，用“河南流量”引领世界，提升

黄河文化的全球吸引力、辐射力和感召力提供

了新机遇，我们应以数字化、国际化、时尚化、品

牌化的方式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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