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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文化，是指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

有选择地融为一体的文化现象，并以其独特的

中国审美范式呈现在文学艺术、生活娱乐、PUGC内容生

产①等众多领域，具体表达形式如古典舞、古风歌曲、汉

服、古典妆容以及古风文创产品等等。

国风文化原是带有亚文化性质的小众大学生圈层文

化，文化的传播者及受众大部分为1995年之后出生的“Z

世代”。在发展过程中，国风文化逐渐打破了其文化边

界，并于形式上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成功“破壁出

圈”。在这期间，国风文化作为亚文化的抵抗功能逐渐减

弱，贴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要素不断增加，从而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文化资源。[1]从发展历程

与价值意蕴两个层面阐释国风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联，运用SWOT分析法对其内部组织与外部环境进行

多维度、可视化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行逐一比对，进而

制定相关的优化策略，不仅有益于充分挖掘国风文化的文

化育人功能，同时能够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方

法上的守正创新。

国风文化的起因及其“破壁出圈”的历程

国风文化从一种小众圈层文化到如今发展为大众潮

流，是其文化内部组织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种转变推动着国风文化于内容和形式上朝着主流文

化接轨，同时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破壁之因：符合大学生的审美需要和精神需求

从国风文化的内部组织因素来看，国风文化的风格契

合了当代大学生的审美需要和精神需求。国风文化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步入新时代的最新表达形式。

它减少了传统文化中晦涩难懂的部分，创造性地融入了时

尚潮流要素，以一种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实现了其文化自身

的古今结合。

首先，国风文化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文化产品的

创设紧贴“国风”二字，契合东方的审美特质，且传统文

化与智能科技的联动，淡化了虚拟与现实间的界限，给予

大学生跨时空、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因此符合大学生追求

感官刺激的消费心理和标新立异的审美风尚。

其次，国风文化具有青年亚文化特质，其互动者之间

易产生一种共通的品味感和群体归属感，这种集体性的身

份认同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大学生多

数处于成年早期阶段，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社

会生活水准的提高，大学生在物质富足之余对精神上的需

求相应增加。国风文化将审美一致、兴趣相仿的大学生聚

集到一起，交互媒体的应用使得大学生更深层次地投入到

国风文化的创设与传播中，从而实现自我表达、彰显个性

的精神需求。由此，国风文化对于参与者而言便不仅表示

着一种审美符号，更是大学生追逐行为认同、情感认同与

价值认同的文化创新实践。

（二）出圈之由：文化自信的提升与商业资本的注入

从国风文化的外部环境来看，国风文化的流行得益于

青年文化自信的提升和商业资本的注入。如果说国风文化

内部组织的重构给予了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外部环

境的改变则是国风文化跃为大众潮流的催化剂。

第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提升推动了国风文化

的传播。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软实力

逐步提高，由此，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肉眼可见地

有所提升。国人开始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过去极力

推崇西方文化的场面，对待传统文化逐渐升温。青年被认

为是代表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2]面对传统文化的

复热，充满创新意识的青年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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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文化的“破壁出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风文化因其扎根传统的

内容主题、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受到大学生群体的青睐，同时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将国风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利于推动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新及方法升级。


